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家庆 资料图

一声长鸣，一列满载货物的列车从寿

阳县芦家庄穿村而过。

车轮与铁轨碰撞，哐当哐当的声响由

远及近、由近及远。放学归来，芦家庄的

孩子们会随着火车声响追逐嬉戏，而打响

百团大战第一枪的芦家庄战斗，也在大人

们的讲述中，成为他们永远的记忆。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八路军一二

九师在晋中》一书中记载：“打响百团大战

第一枪，谢家庆十六团血战芦家庄。”对这

段历史，芦家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石建新反复研读，他想把这段可歌可泣

的抗战故事讲给更多孩子。

百团大战是全民族抗战以来八路军

在华北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

一次带战略性进攻的战役。在民族危亡

至艰时刻，百团大战如醒狮之怒吼，打出

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极大振奋

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坚定信心。这次

战役由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等将领精

心策划并直接指挥，其目标明确，即破袭

日军在华北的交通线。

自1939年冬以来，日军以铁路、公路

为支柱，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

企图割断太行、晋察冀等战略区的联系，

推行所谓“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

锁”的“囚笼政策”。

在华北交通线中，正太（石家庄至太

原）铁路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横越

太行山，是连接平汉、同蒲两条铁路的纽

带，是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之

一，而芦家庄车站是正太铁路上具有重要

战略位置的日军盘踞点。

1940年，为了打击敌之“囚笼政策”，

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八路军总部

下达关于破袭正太铁路为中心的《战役行

动命令》，决定战役于8月20日开始。

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十六团在收到

《战役行动命令》后，团长谢家庆率部从太

岳区出发，经五昼夜急行军，于18日冒着

滂沱大雨到达寿阳、榆次、昔阳、榆社4县

交界处的和顺县石拐镇，参加了第一二九

师前线指挥所召集的左、中、右翼破袭指

挥员参加的作战会议。会议结束后，谢家

庆很快回到十六团驻地——寿阳（路南）

县三区韩赠村。

8月20日，在十六团召开的党员干部

会议上，经研究决定：以三营的一个营牵

制突出的外围据点——冀家垴日军据点，

一个连牵制榆次长凝日军据点，对据点围

而不打，并严密监视。两个连配合寿阳

（路南）县抗日自卫队、工兵部队破环铁

路。集中一、二营主力，用两个连破击堡

垒群，一个排攻击一个堡垒。另外两个连

直入芦家庄车站、兵站。全团按八路军总

部规定的时间，20时准备发起袭击。

在谢家庆的率领下，当天战役打响不

到半小时，芦家庄村东北高地的7个堡垒

全部被十六团二营攻占，同时，攻击车站、

兵站的一营也都得手。两处的残敌纷纷

逃向车站附近的一个仓库中，猬集在那

里，作困兽之斗。

全团紧紧围定仓库，在谢家庆的指挥

下，采用缴获的日军燃烧弹，用曲射炮弹

对准仓库打了过去，顿时，熊熊烈火在仓

库中爆炸、燃烧。火光中，敌人惨叫着、挣

扎着，加之兵站的汽油库、弹药库也都被

曲射炮击中，各种爆炸声与烈火汇成巨大

的声响，火光瞬时映红了整个芦家庄上空

的夜色。

战斗结束，十六团全部攻占芦家庄

车站、据点、兵站，歼敌 100 余人（一个中

队），缴获枪支 50 余支及曲射炮等重武

器，并有效地展开了对该段铁路、桥梁的

破击，成功阻止了榆次、太谷之敌的东

援，为全线部队打好百团大战第一阶段

战役做出了典范，并创造了极为有利的

条件。

时光远去，火车的鸣笛再次响起，石

建新说，芦家庄的硝烟早已散去，但那场

战斗的英勇与壮烈，永远铭刻在家乡这片

土地上，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芦家

庄也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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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响百团大战第一枪

寿阳县芦家庄战斗：

记者 史俊杰

本报讯 （记者 史俊杰） 7月

11日，晋中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内气

氛热烈，2025年晋中市首届社会体育

指导员电视大赛决赛成功举办。本届

大赛以“怡然见晋中 健康向未来”为

主题，由市委宣传部、市体育局主办，

晋中市全民健身指导中心、晋中广播

电视台承办，晋中广电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协办。大赛旨在持续叫响我市

“怡然见晋中”城市文旅品牌，进一步

发挥体育多元功能，倡导全民健康生

活方式，展示我市社会体育指导员时

代风采。

在经过海选、展播和网络评选环

节后，此次电视大赛决赛阶段共有来

自全市11个县（区、市）和市级协会推

选的18名选手进行角逐，涉及参赛选

手、助演团队150余人，涵盖榆社霸王

鞭、形意拳、柔力球健身秧歌、广场舞、

健身气功气舞、健身操（舞）瑜伽、中医

健身棒、健身花戏等9个项目。

决赛现场，选手们纷纷拿出“看家

本领”，经过激烈角逐，来自昔阳县的

李志燕荣获冠军，来自晋中市柔力球

协会的霍晓华荣获亚军，来自左权县

的江丽霞获得季军。

此外，大赛组委会还颁发了优秀

社会体育指导员、十佳社会体育指导

员、优秀组织奖、特别贡献奖、最佳体

育精神奖、最佳社会公益奖、最佳传统

项目奖、最佳体育传承奖、最佳创新传

播奖、最佳人气奖，以此鼓励大家再接

再厉，为晋中全民健身事业作出更大

贡献。

本届大赛通过传统与现代项目的

融合展示，不仅丰富了全民健身内涵，

更让“怡然见晋中”城市文旅品牌深入

人心。晋中市体育局负责人表示，社

会体育指导员是全民健身的“火种”，

这样的比赛将会带动更多人参与到科

学健身中来，为“怡然见晋中”注入更

大的健康活力。

本报讯 （记者 武玲芳） 7 月 12

日上午，由晋中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主

办，文化历史学者、作家、国家第二届

“韬奋新苗奖”获得者李强主讲的《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千年实践》在晋

中市博物馆开讲，来自社会各界的文

学、历史爱好者齐聚一堂，共同聆听这

场知识的盛宴。

讲座中，李强层层递进，解析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逻辑。为了更生动

地阐释这一过程，李强以山西人的语言

特征、姓氏由来等为例，考证山西在中华

文明进程中的特殊地位；以东晋十六国

与“五胡入华”等为切入点，阐释中国历

史上各民族始终以国家大一统为目标指

向。他生动地讲述了匈奴、鲜卑、契丹、

女真、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

之间如何通过贸易、通婚等方式交往、交

流、交融的历程，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

中华文化，充分论证了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是人类文明史上伟大的民族融

合实践。

在谈到晋中文化时，李强的讲解更

是 让 听 众 对 这 片 土 地 有 了 全 新 的 认

识。他指出，晋中这一概念从古至今意

义深远，作为“晋之中”，晋中是山西的

核心文化区域，在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

位。这里是韩、赵、魏三家分晋时的核

心位置，拥有深厚的文化和历史底蕴。

李强以匈奴墓葬中出土的犁铧、石

磨等农耕遗存为例，证明早在秦汉时期，

游牧族群已开始吸纳农耕文明；而北魏

孝文帝迁都洛阳、改汉姓、禁胡语的改

革，标志着少数民族政权从政治层面主

动突破。李强强调，这种从“族群分野”

到“文化共识”的转变，正是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核心驱动力。他指出，在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每个公民的责任

和义务。

通过李强的精彩分享，现场听众深

切地感受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深厚历史底蕴与时代价值。大家纷纷

表示：“李教授的讲座精彩生动，让我们

更深入地了解了晋中人和这片‘晋之中’

的土地，以及在中华民族融合进程中发

挥的重要作用。今后，我们要从历史中

汲取智慧和力量，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共同推动中华民族的发

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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