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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然晋中魅力多姿，大学之城活力

飞扬。7月10日上午，晋中学院西体育

场上彩旗飘扬，热闹非凡，备受瞩目的

2025年山西省第二十三届大中学生田

径运动会开幕式在此隆重举行。本届

大中学生田径运动会由山西省教育厅、

山西省体育局、晋中市人民政府主办，

晋中学院承办。开幕式上，来自全省56

所大学、11 个地市的 1283 名大中学生

运动员齐聚于此，以体育之名，为时代

喝彩，共同开启这场青春与梦想交织的

体育盛宴。

这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盛会。近年

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省

教育系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固

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全面加强和

改进学校体育工作，推动阳光体育活动

蓬勃开展，竞技体育捷报频传，青少年

健康素养不断提升，全省学校体育事业

取得了丰硕成果。本届运动会作为校

园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为

全省青少年体育健儿搭建了一个展示

风采、追逐梦想的青春舞台。在这里，

每一位运动员都将成为体育精神的践

行者，用汗水和拼搏书写属于自己的青

春篇章。

这是一场市校互融的盛会。晋中

作为大学之城、青春之城、活力之城，近

年来，坚定实施科教兴市、体育强市战

略，统筹推进体教融合、育人健体发展，

积极探索“体育+文旅”融合发展模式，

以体育运动激活高质量发展强劲引

擎。晋中将热情服务、精心配合、高效

保障，着力打造具有山西特色、展现晋

中元素的体育盛会，打造深化市校协

同、彰显青春风采的逐梦赛场，向广大

青年展示“怡然见晋中”城市魅力。

这是一场充满活力的盛会。上午

8 时 30 分，在铿锵激昂的旋律声中，开

幕式入场仪式拉开帷幕。国旗护卫

队、会旗方队、志愿者方队、裁判员方

队、运动员方队相继入场，他们精神抖

擞、意气风发，迈着整齐的步伐，展现

出新时代大中学生积极向上、奋勇拼

搏的精神风貌。

入场仪式结束后，来自晋中学院和

我市部分学校的青少年学生，带来以

“晋彩青春 逐梦未来”为主题的文体表

演，由500名学子表演的啦啦操《挥洒激

情》，步伐铿锵有力，柔美与力量完美共

舞、激情与团队和谐共鸣，展现出新时

代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大型歌

舞《杏白桃红》，千名学子挥动彩扇，将

左权小花戏的非遗神韵演绎得淋漓尽

致。800 名中小学生带来的精彩表演

《鱼跃龙门》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他们如

灵动的鲤鱼，在舞台上翻飞起舞，绳影

交错间讲述着千年传承的奋斗故事。

鼓点铿锵有力、狮影跃动生姿，他们用

行动生动地诠释着梦想在奋斗中起航，

青春在挑战中闪光。

挥洒青春激情，焕发运动光彩。在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晋中学院体育场

上的鸣枪声、加油声将伴随每一位运动

员“乘梦飞翔”。我们深信，本届运动会

必将在我省体育发展史上留下辉煌的

一页，成为推动全省学校体育事业迈向

新高度的强大动力。让我们共同期待

运动员们在赛场上的精彩表现，见证青

春的绽放与梦想的实现。

晋彩青春 逐梦未来

文 / 记者 张凯鹏 图 / 记者 张昊宇

——2025年山西省第二十三届大中学生田径运动会开幕侧记

开幕式现场

“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于1985年5月

建成，上面镌刻着曾在太行山战斗过的57

位新闻界烈士的英名，排在第一个的名字

是何云。纪念碑面朝左权麻田镇大羊角

村，那里是何云战斗并牺牲的地方。”7月8

日，左权麻田八路军总部景区讲解员吕莹

声情并茂地向前来景区参观的游客讲述

着何云等新闻界工作者壮烈牺牲的英雄

事迹。

何云，原名朱士翘，1905年生于浙江

省上虞县朱巷乡（今上虞区永和镇），《新

华日报》第一任社长，原《新华日报》（华

北版）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华北总分社

社长。

1930 年 8 月，何云赴日本早稻田大

学 读 经 济 学 系 ，后 转 入 铁 道 传 习 所 。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毅然停学回

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2 年，何云

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 年 3 月，“上海国

民御侮自救会”成立，何云任该组织宣

传部长。同年 6 月，被上海国民党宪兵

司令部逮捕。

1937年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经党

组织积极营救，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释放何

云。1938 年，党中央决定创办《新华日

报》，何云被调往汉口参加筹备工作，担任

国际版编辑。同年12月，《新华日报》华北

分馆成立，何云任分馆管理委员会主任

（社长）兼总编辑。

1939年元旦，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

《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刊号诞生。从此，

何云带领报馆员工，在极其艰苦的战斗环

境中，一边打游击，一边出版报纸，编发延

安新华总社的新闻，及时报道华北抗日军

民的对敌斗争。

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了著名的百

团大战。何云随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九

师刘伯承、邓小平奔赴前线组织战地新

闻采访，在火线上编辑、审稿、刻印、发

行，以最快的速度把战斗消息传播出去，

为鼓舞部队士气、宣传百团大战胜利发

挥了巨大作用。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

虽然报馆经常转移，但报纸的出版从未

间断。《新华日报》（华北版）被敌后抗日

根据地军民称为“华北人民的聪耳，华北

人民的慧眼，华北人民的喉舌”和“华北

抗战的向导”。

1942年5月24日拂晓，何云带领报社

200多人马撤离山庄村，翻过东山，向庄子

岭一带转移。5月27日下午，何云召集大

家开会决定化整为零，分头行动突围。28

日黎明，何云不幸牺牲，时年37岁。

2014年9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

何云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

的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

捐躯的 3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

名录。

何云牺牲后，刘伯承沉痛地说：“实

在可惜啊！一武（指左权）一文（指何

云），两员大将，为国捐躯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何云烈士的忠骨移至河

北省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安葬在

左权将军墓的左侧。

每到“清明”“七一”，群众都会自发汇

聚，致敬英烈。白发老者向孙辈讲述当年

何云以笔为枪、在炮火中传播胜利消息的

壮举。青年学子肃立献花，誓言接过何云

爷爷的笔，做时代号角的吹响者。志愿者

们细心擦拭碑身，守护烈士荣光。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左权人，小时

候，吕莹就常听大人们讲起左权这片红色

热土上那些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2023

年，吕莹有幸成为左权麻田八路军总部景

区的一名工作人员。

参加工作以来，每年，她都数十次用

双脚丈量通向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的85

级台阶，悼念57位长眠于此的新闻烈士。

吕莹坚定地说：“作为一名景区讲解员，今

后我将继续用深情的语言、流畅的表达，

追忆每一位英雄、诉说每一段历史，让抗

战精神世代相传。”

记者 张凯鹏

何云：浴血疆场笔作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