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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人物专访

历
史

对话卓家勇//我这样讲扎西会议故事
记者 曹阜金 谭光吉 汪 舒

记者：2024年9月27日，你代表扎西
会议纪念馆到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取中共
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模范集体”奖牌，你能为我们介绍一下相
关情况吗？

卓家勇：这不是我个人的荣誉。这
个荣誉属于扎西会议纪念馆，属于威信
县，属于昭通市。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们
去年的申报材料。

（记者随后从扎西会议纪念馆申报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的材料里，看到
了这样一些内容：

扎西会议纪念馆完成本馆数字化

布展提升，同步打造花房子会议会址、
庄子上会议会址、江西会馆会议会址
展示园；与云南扎西干部学院建立馆
院联动机制；与威信县中小学校建立
馆校联建机制，打造了红色扎西少年
说、红色扎西青年行、石榴籽读书班等
思政育人品牌；长期坚持开展“五个一”
活动，即敬献一次花篮、参观一次红色
展览、聆听一个红色故事、齐唱一首红
色歌曲、静观一部红色电影；积极推动
红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组
织完成《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课题研
究》和《扎西会议革命遗址保护利用研

究》课题，编撰出版《扎西会议与毛泽东
思想研究》《扎西会议永放光芒》等党史
书籍及《印象威信》丛书；收集推广红色
小故事扫码阅读，拍摄制作《难舍的 X
光机》《红军标语播火种》等宣传短片，
举办“赓续红色文脉·讲好扎西故事”专
题成果展……

翻阅这 2000 字的申报材料，我们
感受到了卓家勇在背后默默地做了很
多事。）

记者：我们注意到，扎西会议纪念馆
是一个传承红色基因的窗口，2020年以
来，累计接待各族干部群众62.5万人次，

不遗余力地讲好扎西会议故事，你们下
一步有什么打算？

卓家勇：工作这么多年，我感到最遗
憾的事，是扎西会议会址申报国家级文
物保护单位尚未成功。我今年 49岁，希
望在我退休前能完成这项工作。我的想
法其实很简单，即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
要求，持续讲好“‘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
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推动中国革命
走向胜利新阶段”的故事。我想编写一
本关于扎西会议的乡土教材，吸引一批
又一批小学生走进纪念馆，让扎西会议
故事代代相传。

2025年3月3日下午4时，威信县城西北角
的扎西会议纪念馆里，前来参观的游客陆续离
开，卓家勇正在处理游客电子留言簿程序优化
问题。

他身着浅灰色夹克，面带微笑，架在鼻梁上
的那副宽边眼镜彰显出他作为文博工作者与众
不同的风采。

在纪念扎西会议召开90周年之际，扎西会
议纪念馆刚刚完成新一轮的改造提升。

展厅庄重大气，共上下两层。丰富的文物
陈列、生动的场景复原以及翔实的图片资料，给
游客带来了超出预期的参观体验。此刻，云南
扎西干部学院的老师们正分成几组，深入熟悉
新的展陈内容，为即将开展的课程认真备课。
卓家勇未能在约定的时间和我们碰头，因为，他
还在与布展公司就展陈细节进行最后的补充。

结束这些琐事后，卓家勇来到位于纪念馆
进出口一侧的值班室。在简陋的值班室里，记
者与卓家勇开始了一场有关扎西会议的对话。

“中央党史研究室 2006 年下发的《红军长
征基本史实和重要提法》文件，把扎西会议作为
长征中的34个重要事件之一单独陈述，这是对
扎西会议历史地位的重要支撑。”谈及扎西会议
的历史意义，土生土长的威信人卓家勇目光坚
定，话语中满是自豪。

1997 年 7 月，从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外
语系毕业后，卓家勇回到威信县麟凤中学任
教；2001 年，被调到威信县广播电视局从事新
闻工作；2012 年 12 月，因工作需要，被调至扎
西会议纪念馆担任馆长，开启了他最不熟悉的
文博之旅。

“我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就要讲好扎西会议
的故事，更要尽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红
色历史。”卓家勇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多年来，他走南闯北，走访了众多党史专家、文
博专家，虚心向老馆长、老同志请教；走村串寨，
征集红色文物，探寻每件文物背后的故事；四处
奔波，为拓展扎西会议纪念馆陈列内容寻求支
持，全力推进“一馆三址”建设。为服务好每一
位参观者，自 2013 年春节起，他作出纪念馆全
年365天开放的决定。

2024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
召开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表彰 352 个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368名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卓家勇代表扎西会议纪念
馆前往人民大会堂接受“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集体”表彰。能够代表扎西会议纪念馆登上
中共中央、国务院举办的民族团结进步表彰最
高平台接受荣誉，这不仅是对单位工作的高度
认可，于卓家勇个人而言，更是职业生涯中意义
非凡的高光时刻。记者以为他会给我们复述在
人民大会堂领奖的精彩瞬间，但出乎意料，卓家
勇自始至终没有提及这件事。

我们只是在扎西会议纪念馆申报材料里，
看到了以下内容：2020年以来，扎西会议纪念馆
累计接待各族干部群众62.5万人次。扎西会议
纪念馆先后被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基地”“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云南省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获得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先进单位”“全国
红色旅游工作先进集体”“全国文物保护先进集
体”等荣誉称号……

这些文字的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卓家
勇讲述的扎西会议故事，如何承载起一个地方
的红色梦想？

记者：卓馆长，听说在扎西会议召开
90周年当天，你接待了一个素不相识、重
走长征路的客人，这是怎么一回事？

卓家勇：2025 年 2 月 10 日，扎西红
色文化广场旁的一家小吃店里格外安
静，我与一位重走长征路的旅人相谈
甚欢。

我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自掏腰包
接待远道而来、追逐长征梦想的人了。
作为扎西会议纪念馆的馆长，我经常遇
到一些不畏艰辛、不远万里来到扎西的
客人。但由于他们没有公函，我只能以
个人名义尽地主之谊。

当天到访的客人叫周建新，今年 54
岁，曾在辽宁省盘锦市工作，目前就职

于成都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周建新高
约 1.8米，相貌普通，话不多，语速平缓，
举止沉稳。我对周建新重走长征路的
初心感到好奇。周建新说，他两年前就
开始筹备重走长征路的相关事宜。此
次踏上重走长征路的征程，源于对伟人
的景仰，以及对红军长征精神的追寻。
此外，他还表示，自己目前不是共产党
员，打算在走完长征路后向党组织递交
入党申请书。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远远超出了
我的想象。”周建新说。2024 年 10 月 18
日，处理好个人事务并与家人认真沟
通后，周建新背上行囊，独自从江西于
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启程，开

始重走长征路。与众不同的是，周建
新计划全程步行，沿着当年中央红军
主力部队的行军路线行进，行进的时
间、停留的地点都一一对应，红军走，
他也走；军委纵队在哪里休整，他就在
哪里休息，真正以双脚丈量二万五千
里，感悟长征的伟大历程。巧合的是，
1935 年 2 月 9 日，中央红军进驻扎西，
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遵义
会议决议精神并进行精简缩编；90 年
后的 2025 年 2 月 9 日，周建新也按计划
抵达扎西。

2月 10日，纪念扎西会议 90周年大
会在扎西隆重举行。作为扎西会议纪念
馆馆长，我全身心投入工作，为来自全国

各地的嘉宾做好讲解、接待及服务工
作。从清晨起，我就一刻不停地忙碌着。

周建新并不在本次活动的邀请名单
内，这也是我单独接待他的原因。事实
上，这并不是我第一次接触这样的探访
者。平日里，只要时间允许，我总会主动
与参观扎西会议纪念馆的游客交流。在
我看来，和他们进行交流不仅能传递红
色文化，还能为我的工作带来新的启
发。像周建新这样严格遵循当年中央红
军主力部队的行军路线、全程独自徒步
的情况，我还是头一回遇见，其精神着实
令人钦佩。

不知道这样的叙述，能否回答你们
提出的问题？

记者：你是何时任扎西会议纪念馆
馆长的？任馆长以来做了哪些工作？
这些工作对你讲好扎西会议故事有什
么帮助？

卓家勇：1997年 7月，我从昭通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威信县麟
凤中学工作，教了 4年英语。2001年，我
被调入威信县广播电视局从事新闻工
作。2012 年 12 月，因工作需要，我来到
扎西会议纪念馆，就此踏入了陌生的文
博领域。

扎西会议纪念馆属于股级事业单
位，编制有限，经费也相对紧张。然而，
由于扎西会议特殊的历史地位，这里始

终备受关注。纪念馆包括“一馆三址”
（“一馆”即扎西会议纪念馆，“三址”即水
田寨花房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旧址、
大河滩庄子上中央政治局会议旧址及扎
西镇江西会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旧
址），我们的日常工作就是落实“一馆三
址”的免费开放。

初到纪念馆时，我深感压力巨大。
当时，纪念馆基础设施薄弱，展陈面积仅
有 300 平方米，馆藏文物不足 70 件。但
群众对红色文化的参观需求却十分旺
盛，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参观者慕名而
来，不少人更是不远千里专程到访。望
着这些满怀敬仰之情的参观者，我不忍

心拒绝，同时也意识到自身专业能力的
不足。刚到任时，既无明确的上级指示，
又缺乏纪念馆管理经验，我作出了一个
重要决定：要求扎西会议纪念馆全年除
除夕外，每日开放。从那时起，我带头与
干部职工轮流值班。大家都是义务加
班，并无加班补助。尽管很多同事对此
不理解、有怨言，但我未曾动摇。自2013
年春节至今，这样的坚守已超过 4000个
日夜。

记者：全年365天不间断开放，这样
的纪念馆在全国都很少见。这就像一场
马拉松，需要多么强大的毅力啊！

卓家勇：为了更好地讲好扎西会议

故事，我带领全馆 15 名员工（含兼职）
开启了扎西会议纪念馆的“新长征”。
我们从改善展陈条件、丰富馆藏内容、
复原扎西会议故事等方面着手。幸运
的是，2015 年恰逢扎西会议召开 80 周
年，市、县筹备举办了大型纪念活动，
这为纪念馆带来了发展契机。在各级
部门的支持下，我们对纪念馆进行了
全面提升改造。经过两年多努力，展
陈面积扩大至原来的 5 倍，达到 1500 多
平方米；文物、图片数量大幅增加，还
新增了场景复原，并运用声光电技术，
让纪念馆从内容到形式都实现了质的
飞跃。

记者：从2015年召开扎西会议80周
年至今，时间又过去了十年。我们看到，

“一馆三址”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
期间，你还做了哪些工作？能举个例子
说明一下吗？

卓家勇：这十年的工作经历，真是一
言难尽。要讲好扎西会议故事、扩大扎
西会议影响力，就必须深入挖掘扎西会
议背后真实发生的历史细节。

作为半路出家进入文博领域的新
人，我缺乏专业知识，初期主要负责日常
管理。但每一位参观者都满怀期待，他
们提出各种问题，想了解扎西会议的相
关知识。怎样介绍扎西会议，并准确阐
述几个会议之间的关系，对于当时的我
来说，是个不小的难题。于是，我主动向
老馆长、老同志请教，一头扎进长征史料
的研究中。

搜集整理有关扎西会议史料、文物，
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我曾尝试搭
建互联网平台，邀请各级党史专家开展
学术研讨，但因缺乏经费，从制作聘书、

注册域名到支付专家咨询费等均无着
落，最终计划只能搁浅。但是，我并没有
放弃，只要有机会，我就主动拜访各地专
家，通过实地交流推进研究工作。慢慢
地，许多历史细节逐渐清晰。以“博洛交
权”事件为例，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
尤其是军事领导地位得以确立的关键节
点。2018 年 9 月，针对部分学者提出的

“博洛交权会议于上午召开”的观点，我
在遵义参会期间，专门向遵义会议纪念
馆副馆长费侃如请教。费老凭借他对长
征史的研究，指出红军在长征行军途中
从来没有早上开会的习惯。这一论断不
仅是对上述观点的有力回应，更从侧面
佐证了“博洛交权”的地方正是威信县水
田寨花房子。

后来，我专程到云南省博物馆拜访
徐继涛研究员。徐继涛是最早将范金
标、陈昌奉等曾参与红军长征且途经扎
西的老同志邀请至威信，实地指证扎西
会议召开地点的人。在本地，我还请教
过冯寿芳等党史专家。此外，2004年，云

南大学教授赵力中为扎西会议纪念馆创
作了一幅油画。这幅油画再现了当年红
军长征经过扎西时的宏大场面，给我留
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记者：扎西会议纪念馆有多少珍贵
文物？这些文物背后有什么鲜为人知的
故事？

卓家勇：2020 年中华文明国家文物
基因库开展采集工作时，扎西会议纪
念馆入库文物达 77 件，其中包含 3 件
国 家 二 级 文 物 以 及 8 件 国 家 三 级 文
物。值得一提的是，馆内的马克沁重
机枪、手摇发电机、发报机 3 件文物目
前正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借展，
大家现在看到的为复制件。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床棉被的故事。
可能大家都知道湖南汝城发生的“半条
被子”的故事，却鲜有人知晓在云南扎西
也流传着一段关于“一条被子”的故事。
刚到纪念馆工作时，我被一床破烂不堪
的棉被吸引住了。询问同事后发现，大
家对它的来历知之甚少。为了弄清这床

棉被背后的故事，我带领团队多次前往
旧城镇天蓬村拜访熊正林老人。每次
去，我们都会给老人带一点小礼物，比如
苞谷酒、香烟之类。渐渐地，老人被我们
的诚意打动，开始讲述那段尘封的往事：
1935年 2月 7日，大雪纷飞，红军将领徐
策率部途经天蓬村上河坝时，发现路边
茅舍中有位妇女即将生产，身上仅披着
一条单薄的秧毡。徐策当即安排卫生员
为其接生，并将自己的棉被留给这家人
御寒。这位妇女顺利生下了一个男婴，
这个男婴正是熊正林。可惜，熊正林的
父母早逝，他由爷爷奶奶抚养成人。这
床珍贵的棉被被熊正林一家珍藏了 40
年，并于1975年捐赠给扎西会议纪念馆。

征集文物的工作一直在继续，这样
的例子还有很多。前段时间，一位 79岁
的老人主动将当年川南游击纵队用过的
一张小圆桌捐赠给纪念馆。老人说，这
张小圆桌放在家里，几代人后或许就会
消失不见，但捐给纪念馆，这件文物背后
的故事就能一直延续下去。

初心如磐

卓家勇（左）正在为游客讲解。
（受访者供图）

2020 年中华文明国家文物基因
库开展采集工作时，扎西会议纪念馆
入库文物达77件，其中包含3件国家
二级文物以及 8 件国家三级文物。
图为扎西会议会址。

通讯员 柴峻峰 摄

不速之客

一床温暖的棉被

继续把扎西会议故事讲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