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我参加市总工会
组织的党日活动，到左权县
参观左权烈士纪念馆，以无
比敬仰的心情撰写了《寻访
烈士足迹 牢记初心使命》
的文章，藉以缅怀左权将军
的光辉事迹。今年5月25日
是左权将军为国捐躯英勇牺
牲 80周年的日子，为了更加
深入学习左权将军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抗日战争时
期的英雄事迹，我和武时春、赵万成两位老同事选
在这个有特殊意义的日子，赴黎城县黄崖洞参观

《黄崖洞保卫战》旧址。再次缅怀朱德、彭德怀、左
权等老一辈革命家浴血奋战的历程和足迹。

一、以黄崖洞精神寻访抗战旧址
进入 5月下旬，山西省的疫情已经缓和，但各

个高速路口以及公共场所查验健康码和行程卡的
程序仍然十分严格。我们在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后
驱车三个多小时，终于在上午 10时许来到了黄崖
洞文化游览区。进入景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雄伟
高大的黄崖洞牌楼，透过牌楼正中，邓小平同志题
写的“黄崖洞”三个遒劲流畅的大字赫然在目。伫
立于此，敬仰之情油然而生，邓小平同志为黄崖洞
题名，既是对这处红色遗址的纪念，也是对这座大
山的褒奖。身穿八路军灰色军装的导游小暴同
志，以其特有的庄重和敬仰之情，引领着我们进入
了黄崖洞山口峡谷。她边走边讲，将我们的思路
也带入了那个艰苦创建兵工厂和誓死保卫黄崖洞
浴血奋战的抗战岁月。我在笔记本上边听边记，
尽管我患有心脏病，腿部也有血栓，但左权等革命
老前辈在极端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开办兵工厂、誓
死保卫兵工厂惊天地泣鬼神的英勇悲壮事迹和不
怕牺牲的战斗精神激励着我爬上黄崖洞口。四个
多小时的艰辛攀登，我们领略了巍峨太行的雄姿，
惊叹于革命前辈在此处选址建立秘密军工厂的睿
智，敬佩人民兵工艰苦奋斗的精神，更加敬仰为保
卫黄崖洞英勇牺牲的抗日英烈。

二、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创建黄崖洞兵工厂
1939年5月，八路军总部在朱德、彭德怀、左权

的领导下，根据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决
定将位于榆社韩庄的修械所搬迁到地形隐蔽的黎
城黄崖洞，扩建规模，正式建设我军的兵工厂。导
游小暴特别讲到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的独
特贡献，黄崖洞兵工厂从选址、建设、设备筹措到
工程技术人员的选调都倾注了将军的大量心血。
我们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有这样有胆有
识的高级将领而自豪，更为左权将军血洒抗日疆
场痛惜落泪。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2000多名

优秀的炎黄子孙，从全国各地告别亲人，奔赴国
难，在这人迹罕至的黄崖洞山中，日闻鸟语，夜伴
狼啸，眠抱岩山，渴饮山泉，白手起家建起我华北
敌后最大的兵工基地，这是人民兵工的滥觞。黄
崖洞兵工厂于 1939年底建成投产，年产武器弹药
可装备 16个团，成为八路军在华北前线抗击日本
侵略军的重要军火基地，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和全中国的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三、黄崖洞保卫战成为抗日战争以少胜多的
光辉战例

黄崖洞兵工厂如此重要的地位，使日本侵略
者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1941年
1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黄崖洞保卫战，我军以少
胜多，以弱胜强，开创中日战况上敌我伤亡 6：1的
空前纪录。这次战斗，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在彭德
怀副总司令、左权副总参谋长的组织指挥下，以
1500人的兵力，抗击了5000多名装备精良的日军
主力的疯狂进攻，浴血奋战8个昼夜，取得了歼敌千
余人的辉煌战绩，又一次粉碎了华北日军总司令冈
村宁次妄图摧毁我军工生产的阴谋。在这场战斗
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几位英烈给我
留下了深刻影响。

英勇善战的小号手崔振芳。我们在导游小暴
的引领下来到了山崖上由几块石头垒起的一个单
人掩体，她说：“这就是小号手崔振芳当年牺牲的地
方。”当年崔振芳每天早早起来都要站在鸡冠山顶
吹号，唤醒沉睡的大地，鼓舞兵工厂的军民努力生
产，支援前线。

1941年11月11日，17岁的崔振芳，以其瘦小易
于隐蔽的优势，争取到了在单人掩体阻击进入瓮圪
廊日军的任务。他一个人独守陡崖上的单人掩体，
凭借天险御敌，接连投下马尾弹120枚，一人打退敌
寇的十多次进攻，消灭敌人数十名，但自己也不幸
被敌人的机枪射中壮烈殉国。导游介绍到这里，我
们不由得停下了脚步，共同合唱了一首抗日歌曲

《王二小》“……干部和老乡得到了安全，他却睡在
冰冷的山间，他的脸上含着微笑，他的血染红蓝蓝
的天。秋风吹遍了每个村庄，它把这动人的故事传
扬，每一个村庄都含着眼泪，歌唱着二小放牛郎。”
我们以此歌颂和赞扬崔振芳烈士。有诗颂曰：“云

崖险峰一线天，断壁幽谷
泻银泉，英烈肝胆照青史，
太行浩气万古传！”

血染水窑口。导游
小暴将我们带到了血战
水窑口的阵地现场。当
年守卫战士与三面进攻
之敌，展开地雷战、肉搏
战，击退敌人 11 次冲击。

山石上污血斑斑，阵前遗尸累累，始终未让敌人越
过水窑一步。16日，敌人终于使用最毒辣的手段，
向我前沿阵地发射喷火器和燃烧弹。顿时，整个
阵地烈火熊熊，烟雾腾腾，我八连战士誓与阵地共
存亡，凭借残存的工事，奋勇杀敌，他们明白，这是
通往工厂区的必经之地，是不能退缩的。八班长
王振喜在工事燃烧起火，敌人趁机涌来的情况下，
指挥战士刘玉溪、韩立全、李卫坤，跃出工事，带着
满身烈焰向敌群猛烈射击、投弹、肉搏，毙敌 70余
人，直至壮烈牺牲。战士温德胜，举起最后一颗冒
着烟的手榴弹冲向狂叫的敌群，与敌人同归于
尽。团部派到八连的政治干事宋德海，在前沿阵
地即将被突破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率领 9名战
士，坚守一个碉堡，将敌拒于水窑口外。

胜利的第八天。在黄崖洞保卫战中，我军以
不足一团的 1500人的兵力，抗击了 5000多装备精
良的日军疯狂进攻，鏖战 8个昼夜，取得歼敌 1000
余人，其中毙敌 850人的战果。而我军只伤亡 166
人，6：1 的战绩开创了中日战况上敌我伤亡对比
空前未有之纪录，又一次粉碎了华北日军妄图摧
毁我军工生产的阴谋。中央军委在《一九四一年
战役综合研究》一书中，评价这次保卫战为“1941
年以来反扫荡的一次最成功的模范战斗”。战
后，八路军总部授予特务团“保卫水窑立功”锦旗
一面。

黄崖洞保卫战已成历史，然而，在保卫战中壮
烈殉国的英雄们的冲天浩气，将伴着巍巍太行山，
永垂千古。通过这次黄崖洞参观学习，使我深刻
认识到新中国来之不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
易，是千万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要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自己实际行动永远跟党
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九个
必须”，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一名合格
共产党员。

重温朱德总司令吊唁左权将军七绝：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左权将军和黄崖洞保卫战烈士永垂不朽。

（根据刘宝琦著的《黄崖洞》一书整理）

英烈肝胆照青史 太行浩气万古传
——参观黄崖洞保卫战遗址体会

□ 郭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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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屏老眼几回揉，万顷金黄看麦收。
波涌神机排似雁，气催新粒汇如流。
莫言龙口归仓疾，总为民间裹腹忧。
遍览战场旗不见，初心连野入吟眸。

荷花
我爱玉湖水，更缘池畔荷。
映天红别样，接叶碧如波。
每忆蜻蜓立，偏怜蛱蝶过。
风清香自远，曾不藉笙歌。

观视频希望的田野
□ 白福荣

能被选中是有原因的
他们高矮胖瘦不一
他们保持着天真的面容
热情的声音，他们
始终以昂扬的姿态
与大地之间保持直立
他们的一生就这样
在相同与差异之间走去
隐约间，我看见
在流着鲜红血液的土地上
他们扛着人民群众
头上还顶着五个星星

党员
总有人要随着时代而奋斗
他们脸上带着坚定的表情

他们由岸下前往岸上
由自然走向人间
为了能让受苦的群众
重活一次
他们不得不做出
如此决定，背着
某一片土地，想要
在另一片土地里
把信仰普及

挺立
你现在就可以选择
垂直于一条或半条
红船上的路，或者
你可以选择垂直于
东方下的某一片落叶
凭她的掌纹窥探
自己的一生

人民公仆
（外二首）

□ 李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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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有怀
□ 张建民

20世纪 80年代中期，我师范毕业
被分配到一所乡村小学任教。接到
学区通知后，我迫不及待地骑着家里
那辆破旧的“白山牌”自行车，后座上
绑着被褥铺盖，两边驮着衣服包裹和
书包，车把上吊着洗漱用品包，满负
荷地行进在弯曲不平的乡间小路
上。虽然我家离校只有十多里，但我
却艰难地骑行了近一个小时。这辆
破自行车行头实在惭愧，除了铃子不
响哪儿也响，蹬起来很费力。一路
上，几次掉链子，走走停停的，而且闸
又失灵，在一个坡路上几乎撞上一位
老农。我心里暗下决心，必须早日买
到一辆崭新的自行车。

来到学校，冯校长亲切地接待了
我，我向他做了自我介绍。我坐定喝
水，办公桌周围几张可亲的面孔进入
我的视角，五男一女，年纪相仿，笑容
可掬，一见如故。掌声回响在简陋的
办公室里，惊动了门前屋檐鸟巢中几
只刚出窝的小麻雀，它们扑腾着翅膀
欢叫着结伴飞向天空。老师们穿着
很朴素，和村里人一样，我就像他们
的小弟弟。加上我，这所小学共 7 位
老师，一至五年级。其中 3 位民办教
师，都教低年级。我被校长委以“重
任”，代四年级语文兼班主任。

破破烂烂的教室，用墨汁和烟灰
刷过的凹凸不平的黑板，连身翘的长
条板凳，课桌少腿断胳膊用铁丝拧
着，胳膊肘和膝盖上补着补丁的孩子
们脸上洋溢着天真的笑容，一张张红

扑扑的脸蛋，一对对乌黑的渴求知识
的眼眸，深深地吸引着我。

办公条件不好，晚上没有台灯，
只有顶棚上吊下的电灯泡照着。伙
食又单调，早晚喝稀饭，午餐总是烩
土豆，豆腐和猪肉很少能吃到。但老
师们很敬业，都是起早搭黑的工作。
他们深深地感染着我，影响着我。我
在这里得到了磨炼，逐渐成长为一名
优秀的青年教师。从此我懂得了什
么是师道尊严，何谓言传身教，怎样
教书育人。

老师们都是本村人，唯有我住
校。寂静的中午，漫长的夜晚，莫名
的孤独和寂寞困扰着我。一下子从
省城优越的学习环境来到落后的乡
村小学，形成了强烈的心理反差，我
想过退却，也产生过抱怨。但理智告
诉我，绝不能苟且应付，必须打好第
一仗，让老师们刮目相看，努力赢得
同学们的喜爱。于是，我全身心投入
工作之中，忘却了一切。我坚持练
字，写好每一节教案，精批细改作
业。课余教孩子们翻杠子、唱歌，组
织朗诵会和体育比赛，我从教学中获

得了无限的乐趣，也领悟了“静以修
身，俭以养德”的真谛。

试用期一年，月薪33元5角，一年
后转正定级，这就是 1984 年 9 月开始
我的工资待遇。我节衣缩食，把每个
月的工资积攒起来，在家人的鼓动下，
用半年的工资终于买到了一辆崭新的

“红旗牌”自行车。当时是计划经济时
代，轻易买不到自行车，还是父亲托在
县商业局工作的老同学搞的指标，给
了人家 180元。

我如获至宝，用棉纱把车子从把
手、座套到三脚架、钢圈擦得锃亮锃
亮的，早晚擦两次，不允许车子上有
半点尘土。这辆“红旗牌”加重自行
车在阳光下熠熠发光，同事们投来羡
慕的目光。

每周六下午放学后，我得意地骑
着我崭新的红旗自行车奔驰在回家
的路上，口里哼着《走在乡间的小路
上》，不时按一下响铃，路边的树上小
鸟叽喳，蝴蝶翩翩，清澈的汾河水欢
唱着，汾河两岸杨柳飘曳，那是多么
惬意啊！

怕赶不上周一带孩子们做早操跑

步，星期日下午，我都会骑车提前来到
小学校，晚上养精蓄锐好好备课。

一年后我调到了镇中学。周复
一周，月复一月，时光飞逝，骑着这辆
红旗车我往返于学校与我家之间，转
眼已过 7个年头。我最年轻宝贵的时
光献给了家乡的中小学，总算是反哺
故乡，为教学教育尽了点绵薄之力，
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感到很欣慰。

这辆“红旗牌”自行车，从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到新世纪，陪伴我从青年
步入了中年，屡次换里外轮胎和刹车
闸皮，钢圈已磨得发红，车体颜色由亮
黑变成灰白，链子断了又接，接了又
断，反反复复，但我总舍不得遗弃。

骑着红旗自行车，我度过了短暂
而难忘的小学教学时光。由乡村小
学骑到了乡镇中学，7年后，我骑着它
跨越寒风凛冽的汾河水库冰面，骑到
县城中学，又由县城一中骑到了中学
语文教研之路上。一路骑来，花开花
落，风霜雨雪，我从未感到一丝的疲
惫。“红旗”二字，一直指引着我义无
反顾，不断前行；“自行”一词，启迪我
独立自行，行而不迷，成就了自我。

可惜 25年后，这辆红旗自行车在
单位车棚孤单地“退役”了。尘土蒙
盖，链齿生锈，伤痕累累，面目全非。
一个夏日，我到单位车棚去找我的老
伙伴“红旗牌”自行车，谁知它已不翼
而飞，顿时我心中涌起无尽的惆怅。

别了，我的“红旗牌”自行车！别
了，我的青春年华！

我的“红旗牌”自行车
□ 曹文进

小城指山西榆次，城不大，却好寻找，哪怕
再大的地图，顺两条出省铁路看去，交汇处便
是。小城的近代史也始于同浦线、石太（正太）
线这两条铁路，新世纪以来，记事内容的作品
骤然见多，却往往也离不开这两条大动脉。尤
其榆次的发展、变化，主要在近代，更是如此。
而我和《榆次往事》作者武江波，是在新世纪改
革开放年代相交相识而相处的。这是榆次另
外一次巨变的岁月，我们有幸目睹小城经经纬
纬的变迁，又感觉到保留小城文化之重要。老
武曾多年在榆次做公务员，至今熟人见面仍依
着从前的官职称其武局，我退休后叶落归根，
返回榆次居住，还是在榆次站附近，与老母亲
住处只隔一条铁路。母亲是榆次的活地图，我
能从老人嘴里听到诸如女校往事，文殊花儿会
等。这条铁路，刚修起北站时，市
民跑来看火车见稀罕，老院邻南
房大娘如何从青岛返回，穿着高
跟鞋，跌跌撞撞下不及陡坡，索性
把鞋一甩，光脚跑下 。70年前，
女诗人林徽因正是在这正太线上
一个回眸，发现了木建筑的奇观
雨花宫，因此中国古建筑史多了
一处现存的宋建筑，我也站在这
处遗址前，往东望，隐隐还看得到
母亲娘家村苏家庄的那条美人
街。当年或者也有美人闲坐说玄
宗？今年春节，我把多看了一眼的
余光写入春联，“雨花宫止步正太
线，苏家庄尚留美人街。”老武对榆
次许多领域熟悉，再加腿快，手快，
趁热写《榆次往事》有一把自信，而
我对榆次有一种不离不弃的感情，
我从小生活在此，看惯了这里的城门城楼，街街
巷巷也都有熟人，即使脸面不熟，名字也熟，老武
的《榆次往事》出书前，不少文章曾在网络上见过，
老武请我为其散文集《榆次往事》作序，冲这书名，
也亲切，他提前将作品目录发来，我们可以共同
回顾充满苦和乐的小城故事，也就在老武的省作
协会员批下来的日子口，在小城十八般武艺闹红
火的正月里，我来做这番文字，既可代酒当祝贺，
也可在回忆中重温往事，岂非一鱼两吃？

榆次60年代的变迁现状从一段顺口溜可
见始端，那时流行所谓“一条马路一座楼，一个
交警管两头，民间联播八角亭，公园里边养只
猴。”指城内仅一座百货大楼，一座公园，一个
交警。北门外有一座八角亭，是市民打扑克的
消夏地，也是八方消息的交流地。尤其“文革
时期”还是大字报最显眼处。两派群众组织辩
论擂台……

对于情感浓烈、丰富的人，小城并不比其
他城市单薄，市民的记忆可远不是地图册里的
标志。大街小巷，都充满人物的形象、经历与
事端，比如，我们省城老作家孙谦写《一个奇异
的离婚故事》就取材于这个小城。胡正先生的

长篇小说《汾水长流》也取材榆次，小说中描写
的“铁棍背棍”至今还在城乡闹红火，其电影插
曲《汾河流水哗啦啦》还时不时在城乡听到，那
可是榆次的梆子戏角儿王爱爱的演唱。

当然，一个人身上悬挂的奖章、纪念章，不
如他身上的伤疤深沉，伤疤有生命记忆，收藏
痛感。留着小城知识分子的命运起伏，是在知
识分子感同身受的情感脉动上。如，我在其中
的榆次“老插”（60年代的知青）；我的学友“老
五届”们；我的邻居“萧涧秋”式的庞老师，能写
会画，脖子里搭长围脖，一头朝前一头朝后，只
因墙上写标语误写一个字，被下放农村；从国
家“画典”上走下来的“天才少年”满逢春，分在
北山煤矿挖煤；“第一小提”在北门外，站在面
包车前大声召唤客源……

这些用文字谱写的命运交响
曲，一代知识分子对这个城市的
刺激与影响，是小城潜流多变的
精神面貌。

说起伤疤，还借用孙谦先生
的书名《伤疤的故事》，具体到榆
次城内各处的大水坑，更形象，尽
是日本人轰炸留下的，东大街城
隍庙对面的那个大水坑，经历数
十载，它所处的位置叫茶壶嘴子，
孩提时我们爬在老院子后院的土
墙头，看得见几棵老树的树冠，春
天披挂婆娑的柳条，缀满肉牛牛
的柳蛐、白墩墩的槐花，人们或尝
鲜、或拌凉菜、也曾做主食填肚
子。孩子们编花串，吊挂脖颈，兴
高采烈。

茶壶嘴子很象形，壶把儿在
衙门街，壶嘴子伸探在富户街，肚子便是这片
大水坑，它是城南两条主街的通道。

老武写散文手快，茶壶嘴子一类可能不及入
“往事”眼，因为壶嘴子、壶把儿俱已经被新修老城
城隍爷出行时平踩在脚下。当年的出入之道，如
同庚岭劳人的文言说鸟道羊肠，而小城市民叫蚰
蜒小巷，好像“悄悄地进来，打枪的不要。”有两三所
院子安分守己待在里边。街门窄小，开门须手慢，
以免碰撞过往行人。行人若不留神往院子里瞧一
眼，才发现院里乾坤大，按民间说法，茶壶里煮饺
子，肚肚里有货呢。

老武有自己的行文习惯，像他退休多年，仍
常常主持会议，会后总结，一把能抓住发言人的
中心意旨。小城不拘何方事动，他一看便认出
典型材料的眼。亮点闪烁，马上采访、同时搜罗
资料尽数纳入。下笔千言倚马可待。速度可比
张之洞在榆次写奏章。再加老武颂诗激情澎
涌，慷慨昂扬，保留着共青团干部的气势。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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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向日葵 张建民 作

在建党101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广播电视总台
名牌栏目《等着我》播出了一期寻找入党介绍人的特别节
目。特等功臣唐章洪，60多年坚持不懈地寻找自己的入
党介绍人，同为特等功臣的指导员、我市红军荣军休养
院原院长高晋文的传奇故事，又一次令人感动落泪。

作为持续关注此事进展的新闻记者，对两位英雄的
故事并不陌生。当年曾在节目录制现场见证过他们的
重逢，之后多次观看介绍两位英雄事迹的纪录片，不断
深入采访报道他们的英雄事迹。但每一次看到节目中
营造出来的悬疑气氛时，已然知道结果的我仍然无法抑
制感动的泪花。

为什么总是眼含泪花？两位英雄相识于上甘岭阵
地，并肩作战两年，彼此失去联系长达60多年。60多年
中，在山西工作的高晋文曾多方打探他的“宝贝疙瘩”唐
章洪的下落，夜深时抚摸着战地日记上的照片，思念着自
己一手培养的“小兵蛋子”。唐章洪对自己的入党介绍
人、如父如兄的指导员一直念念不忘，四处托人寻找山西
籍的老英雄。两年生死相依，60多年漫长寻访，相隔一个
甲子后的真情拥抱，令多少观众涌出激动的泪花？

为什么总是眼含泪花？两位英雄与战友们当年在
上甘岭面对强敌无所畏惧、顽强作战，从爆炸掀翻的泥土
里刨出损毁的炮身，用流血的肢体当炮架坚守阵地，为最

后的胜利赢得宝贵时间。战斗结束的最后时刻指导员重伤昏
迷，从此音信杳无。当18岁的唐章洪终于按照指导员的要求，光
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多么希望自己的引路人能现场见证这
一幸福时刻啊。现在，英雄将士用鲜血浇铸的上甘岭精神，已成
为国人永远仰望的精神高地，随英雄回望当年的烽火往事，体验
坚守新时代上甘岭的神圣使命，怎能抑制得住致敬英雄的泪花？

为什么总是眼含泪花？岁月静好的幸福时代，是前辈们用
青春和鲜血，用信仰与坚守，换来了和平与鲜花、稳定与发展。
他们用落后的装备击退武装到牙齿的敌人，靠的是信念的力
量。“神炮手”的军事技术，是指导员在战争实践中摸索出来的

“土办法”，以大拇指为参照判断发射距离与方向。第二代“神炮
手”的火线成长，得益于指导员的严格要求与悉心培养。今天先
进的军事装备，是对他们当年因陋就简坚持赢得战斗的坚实回
应。现在尖端的军事技术，是对他们战场上匠心独创精神的继
承和发扬。在党的生日来临之际，老英雄与入党介绍人跨越60
多年的感人故事，浓缩着几代共产党人追求强国强军、实现民族
复兴的伟大梦想。英雄何须悲白发，百年大党正风华。回望历
史，展望未来，怎不令人喜极而泣，眼含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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