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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随着红色旅游业的发展、红色文化的复兴，
“红色收藏”也成为众多收藏爱好者追逐的热点。“红色藏品”
是几代人的记忆，具有非常高的情感意义和重要的历史价值。
白城市退休职工、老共产党员周长宇倾毕生心血，倾情致力于

“红色收藏”，源于对党史的崇敬、对“红色收藏”事业的热
爱、对党员身份的珍视。

“红色藏品”传递的都是正能量，具有很好的教育意义。
周长宇是众多“红色收藏”爱好者中的佼佼者。

这条路，他执着追求倾情无悔
走进周长宇的家，浓浓的“红色”气息扑面而来。他家110平

方米的住房几乎被“红色藏品”所占据。这里的每一件藏品都有
着一段不寻常的故事，每一件藏品都蓄存着历史的温度，每一件
藏品都流淌着红色的基因，每一件藏品都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
值。藏品中，有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一些重要大事件的报纸、刊物，也有不同版本的《共产党宣言》
《毛泽东选集》《党章》和文献等，“红色藏品”千余件，其中党的七
大、八大《党章》非常珍贵，具有非常的历史意义。

1951年，周长宇出生在白城市。他经常开玩笑地说：“如
果我早出生两年，就会和祖国一起过生日，那该多好啊。”因
为是听着、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曲长大的，
所以周长宇从小就深受“红色文化”熏陶。1970年，周长宇
走上工作岗位，并于1974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正
是这个时候，周长宇与“红色收藏”结下了不解之缘。至今有
着47年党龄的周长宇，对党的感情非常深厚，他经常说的一
句话就是：“我对党没有三心二意。”

为了让后人铭记这段红色革命史，周长宇坚定地走上了一

条艰难而又执着的“红色收藏”之路。他在日记
中这样写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
无数革命先烈在战火硝烟中抛头颅、洒热血，就
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吃水不忘挖井人，拥
有幸福生活的我们怎能忘记这段历史？”

缅怀追忆，寄托哀思。这些红色记忆留存下
来的“红色藏品”，无疑是珍贵的，周长宇的这些

“红色藏品”见证了我们党、我们国家历经世界
风云变幻，为完成百年梦想代代接力的伟大壮
举，也见证了走向复兴之路的豪迈气魄。为了完
成“红色收藏”、为了传扬红色精神、为了传递爱
国情怀，周长宇坚守了大半生。他说：“我收藏的
这些与党史有关的报刊、书籍、物件，不为名也
不为利这些各式各样的‘红色藏品’，虽然只是
历史碎片，很多时段我无法将其连接在一起，但
尽管是碎片，我也能从中感受到不同历史时期

的时代特征和熠熠生辉之处。为了把这种红色基因传承下去，让
更多人了解、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记住每一时期的发展
与壮大，感受红色精神对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影响。告诉后代要
不忘初心，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这是教育下一代的经
典历史资料，也是我收藏红色文物最大的驱动力。”

这条路，他倾尽全部在所不惜
收藏之路是漫长的，一路走来虽然也遇到一些阻力，但与

收获相比，周长宇觉得不算什么，收藏过程中的困难也就显得
微不足道了。

收藏，需要足够的耐心和一定的经济作支撑，很多藏品在生
活中可遇而不可求，为了把这项艰巨而光荣的“使命”坚持下去，
周长宇顶住了很多的诱惑，对于出高价购买他的“红色藏品”者，
他永远说不。但他却能义务领对党史有兴趣的朋友和市民前来
参观。为了省下钱搞“红色收藏”，这些年来，周长宇不抽烟、不玩
牌，就连喝酒都尽力控制。老伴有时劝他留点“过河钱”，可周长
宇却一笑了之，用实际行动去赢得老伴的理解和支持。

很多人搞收藏是为了赚钱，而周长宇热爱“红色收藏”，却是
为了那份割舍不下的“红色情怀”。最难的时候，有人劝他出售一
些“红色藏品”缓解经济压力，但被他拒绝了。

几十年来，周长宇跑遍了白城市周边所有的古旧书店、旧书
摊、旧物市场。出去旅游和远行，别人是游山玩水，他是哪里有卖
书的，哪里就有他的身影。他从不放过任何一次收藏“红色藏品”
的机会，每到一个城市，无论是东西南北还是大街小巷都留下了
他追寻红色印迹的脚印。

每一件“红色藏品”都有历史记忆，这正是周长宇所珍视的。

2011年的春天，周长宇到北京探亲。他闲来无事到潘家园寻宝，
走到一处门店，看到一张建党30周年的《中国青年报》，被上面
那一排排时任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照片所吸引，该报要
价较高，受经济条件限制，周长宇只能望而却步。但他又对这份
报纸十分喜爱，于是，在北京的那段时间，周长宇两个月间往那
家店跑了8次。老板终于被他的诚意所打动，半卖半送给了他。

多年收藏，并非一帆风顺。2000年，周长宇因搬家，暂时把
一部分藏品寄放在了朋友家仓房里，没想到那年夏天的雨水特
别大，仓房漏雨将藏品浸泡了，而且发霉的地方还被老鼠咬得破
破烂烂。面对这些昔日精心呵护的藏品受损严重，周长宇心如刀
绞，不禁掉下了伤心和悔恨的眼泪。于是，他急忙把这些藏品搬
到了自己还没装修好的新家，并对藏品进行了“抢救”，其中一张
报纸修补达到了上百处。

有些人对老旧物品通常的做法是将其存放在一处，不磨损、
不丢失就可以了。而周长宇则不同，即使是一张报纸，他都一张
张分门别类装入塑料袋，然后按照类别、年代整整齐齐的摆放。
这些塑料袋无一不与每件藏品的尺寸相吻合，使绝大多数物品
保存得完好如初。

原来，这些与藏品相吻合的塑料袋都是周长宇花钱定制
的。用他的话说，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这些东西。从他的收
藏方式上，不难看出用心良苦，让人领略到了一位收藏者对藏
品的珍爱和用心。

这条路，他甘愿选择风雨兼程
周长宇的“红色收藏”一晃已走过了50

年。藏品虽经历史风雨剥蚀，但琳琅满目中依
然展现着历史的厚重，这“红色情结”也是周
长宇整个精神生活的载体。

收藏散落在中华大地上的红色文物，其
实是在收集、整理那些被遗忘的昨天；其实是
在凝聚更加强大的民族精神，也是在助力更
加美好的未来。中国这片红色的土地上，一定
有很多像周长宇这样的人，正在用他们的点
滴努力，进行着民族的精神接力、进行着爱国
情怀的传承。一代又一代的担当与传承，正是
中国梦生生不息的力量。

50年的风雨兼程，千余件“红色藏品”，
如今虽斑驳，但却是无价之宝。周长宇希望用
这些“红色藏品”让更多年轻人铭记党的历
史，将我们的民族精神传承下去，推动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

其实在周长宇的心中，每一件藏品都是

他的最爱，因为每一件都是所代表的史实，都各有不同，也展
现了不同时期的国家风貌。在这藏品遍布的房子里，周长宇对
每一位参观者都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地仔细讲解，使参观者仿
佛穿越了历史时空，成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见证者。

在“红色藏品”的收藏道路上，感人的故事数不胜数。周长宇
还发动亲友四邻帮他收集“红色藏品”，其中有好几件珍贵藏品
竟是朋友从朋友手里淘来的。这一举动让很多亲朋好友也走上
了关注“红色藏品”之路，虽然自己家没有成为“红色收藏”之地，
但每当遇到此类物件，都能主动告诉周长宇，或者自己把物件

“淘”回来，送到周长宇家里。
让更多的人知道“红色收藏”，其实也意味着让更多的人关

注中国共产党党史、国家发展史和建设史，也对现在的美好幸福
生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知，在国家振兴、民族复兴的伟大进
程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对于一些慕名前来参观的人，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周长宇总
是从讲党史开始，通过藏品介绍，讲红色故事、革命故事、英雄故
事，厚植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让红色文化得以传承，让红色
传统得以发扬，为新时代振兴集聚动力。

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参观者走进周长宇的“红色收藏”之地，
让我们民族精神传承的载体，在他的一屋之下，亦如璀璨银河中
的星光，闪耀中华大地。

“红色收藏”赤子情怀
□张 程／文 张殿文/摄

一次次争分夺秒，一次次齐心协力，通榆县公安局交巡
警大队的民警们始终保持着那份为民办实事的热忱，沉着
应对，为需要帮助的人们保驾护航。

5月1日14时43分，通榆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城区一
中队接到指挥中心指令，苏公坨方向有一辆小型轿车驶来
通榆，车上有人喝了农药，因正值“五一”假期车辆高峰期，

道路车辆较多，情况紧急请求交巡警救助。
时间就是生命！城区一中队执勤民警徐久才、辅警李

占元、魏占军立即开车前往接应，行驶途中徐久才联系大队
指挥中心，请求沿途警力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城区二中队
指导员关锋带领辅警紧急疏导交通，为患者让出一条生命
通道。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徐久才驾驶警车争分夺秒，一
路上开启警灯，并利用喊话器，提示其他车辆避让。仅仅用
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就将患者护送到医院，考虑到患者家
属年老体弱，为了争取救治时间，辅警李占元抱着患者快速

到达诊室及时就医，为患者赢得了宝贵的抢救时间。
5月16日11时20分许，交巡警大队城区一中队再次接

到指挥中心指令，一辆尼桑牌小型轿车拉着一名急需救治
的危重病人，请求交巡警帮助。一中队值班民警徐久才立
即带领辅警李占元、董海明迅速赶往接应，在铁西加油站与
求助人相遇，得知求助人要去县第一医院后，他们立即驾驶
警车并拉响警笛，还不断用喊话器喊话，在确保安全的前提
下，以最快速度引导求助人车辆到达医院，为患者打开生命
通道。同时，他们还主动和县第一医院急救中心取得联系，
一到医院，争分夺秒，随即把患者抬上担架床，直奔抢救室，
为患者赢得了宝贵的抢救时间。

看到患者被送进病房救治，大家原本紧绷的神经，才
渐渐放松下来……患者家属非常感激地说：“多亏了通榆
交警同志的警车开道，路上才没有耽误时间，万分感谢交
警同志。”

他们这种“有求必应，应必迅速”的为人民群众办实事
作风，获得群众的真心点赞和认可。

随着“七一”的临近，各地红色旅游热度高
涨。以刚刚过去的端午节为例，《新青年》编辑
部旧址、北京鲁迅博物馆、北大红楼等红色景点
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前去“打卡”。

据文化和旅游部统计，2020年我国红色旅
游出游人数超过 1 亿人次。整个“十三五”期
间，红色旅游在国内旅游市场中维持11%以上
的市场份额。通过“寓教于游”“寓游于教”的形
式，人们在旅游中感悟红色文化的深厚底蕴和
承载于其上的红色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补足精
神之“钙”。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步提升，年轻一代
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日渐增强。红色旅
游，是他们表达爱国热情的一种方式，既能满足
出行的需求，又能感悟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带
来的精神震撼，已成为超越了一般旅游业态的
新业态。

红色旅游，既是红色精神教育的大课堂，更
是革命传统教育方式的创新。新中国是无数革
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枪林弹雨壮志不
摧，九死一生信念不改，换来了今天的盛世。鼓
角铮鸣虽已远去，历史却不能被遗忘。今天，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红色遗迹，追忆先辈足迹，
聆听红色历史，感受红色脉搏的跳动，不仅能使
心灵得到净化和升华，更能让“红色种子”深深

根植在年轻人心底，增强他们的家国情怀。
红色革命精神为中华民族精神宝库增添了重要的一笔，年轻

人通过红色旅游坚定信仰。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鲜亮的底色，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由一个个红色地标串
联起来的。红色旅游让红色遗迹“保护好、活起来”，让更多年轻人
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会牢记我们从哪
里来，并看清前进的方向，扎实走好脚下的每一步。

当然，红色旅游“火”起来，是动力也是压力。要在红色景区蓬
勃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红色旅游的高质量发展，考验着地方政府的
水平。这不仅需要在健全红色资源保护与开发方面下足功夫，更
要想方设法提升红色旅游发展的品质，丰富红色旅游产品的文化
内涵，让红色文化更加鲜活，更有感染力，让更多年轻人从历史的

“参观者”变成“参与者”。
年轻人爱上红色旅游，正是新时代中国青年不忘来路的生动

诠释，彰显了年轻人对国家、对文化的自信。作为新时代的参与
者、见证者、奋斗者，年轻一代要把红色基因继续传承下去、赓续红
色血脉，以红色精神照亮前行之路，努力奔跑，不懈奋斗。

为推进司法行政系统队伍
教育整顿活动的深入开展，进
一步弘扬好、传承好政法英模
精神，近日，洮北区司法局组
织司法行政系统全体干部观看
了中央政法委策划的电影《平
安中国之守护者》，积极弘扬英
模精神，汲取干事创业的奋进
力量。

该片以真实人物为原型，
以“平安中国之守护者”为主
线，讲述了公、检、法、司、
安五大政法部门的5个真实故
事，从不同角度生动展现了政
法机关打击犯罪、保护人民、
维护正义的初心使命，热情讴
歌了政法队伍永远忠于党、忠

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
的鲜明政治本色，也深刻诠释
了新时代司法行政干警忠诚履
职、一心为民、公正廉洁的使
命担当，充分彰显了新时代政
法队伍标杆的风采力量。

观影后，广大干部深受
触动，纷纷表示，要将观影的
感动转化为工作中的行动，进
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在平凡工
作岗位上扎实工作，履职尽
责，锻炼过硬本领、强化纪律
作风、激发干事激情，努力推
进司法行政事业再上新台阶，
以高质量的司法行政服务，以
优异的业绩向建党100周年献
礼。 (本报记者 汪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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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杂谈周末杂谈 警车开道上演“生死时速”
□胡海学 车咏健

法制专递

弘扬英模精神

激发奋进力量

6月18日，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举办了“不忘初心跟党走 牢记使命建新功”文艺汇
演。整台演出精彩纷呈，主题明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充分展示了全体医护人员的精神风貌，表达
了对党的无限深情，唱响了步入新时代的气魄和决心。 冯 颂 陈宝林摄

周长宇和他的“红色藏品”。

周长宇兴致勃勃地向慕名前来参观者介绍自己的“红色藏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