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走长征路，沿途不时出现的一座

座“红军桥”，让记者难忘。

红军长征涉越过近百条河流，逢水

架桥成了家常便饭。这些桥，每一座都

有故事。

信任之桥

贵州黎平县高屯街道上少寨村河

边，有一座 80多年前红军整修的桥，当

地人称作“少寨红军桥”。

“上少寨村和下少寨村村民出行，

多年来全靠这座红军桥。”上少寨村民

吴锡焰说，当年他爷爷和伯伯参与了修

桥。

1934 年 12 月中旬，红军先遣连进

寨。那时，国民党造谣，说红军杀人放

火，当地人大多躲到山上，只有一些老

人在家。先遣连进寨后宣讲红军是穷

人的部队。战士们看到八舟河上的桥

又矮又小，提议修整。

“红军讲话和气，留寨的人就把外

面躲藏的人喊了回来，找些树、木板，跟

红军一起修桥。”吴锡焰说，有的村民还

把家里的门板卸下来做桥面。

80 多年来，这座红军桥经多次维

修，现在 1.5米宽，50米长，有 18个木制

桥墩。吴锡焰说：“寨子有村规民约，要

保护好这座桥，洪水来了，就把桥板拿

走存起来，水一退再架上去。为了纪念

红军为我们架桥的情谊，这座桥我们会

一直用好、保护好。”

记者了解，在少寨村红军桥下游约

200 米处，一座可以行汽车的水泥桥刚

刚落成。桥还未命名，当地村民已经叫

它“新红军桥”了。

恩情之桥

1934年 12月，湘江战役后，红军西

进至桂北越城岭山区。

当时，广西军阀把瑶族民众驱赶

到荒山上，百姓民不聊生。红军先遣

部 队 来 后 ， 为 瑶 族 民 众 做 了 很 多 好

事，宣讲了少数民族政策，瑶族民众

受到感动。

兴安县同仁村瑶族等民众得知，红

军要在龙塘江上修桥迎接大部队，便义

务帮助红军修桥。国民党军发现桥被

修整了，派人拆桥。当地民众又连夜把

桥修好。

红军大部队听说这件事，很感动，

派工兵上山伐木，重建并加固桥梁。就

这样，同仁村有了一座红军桥。

98 岁的村民赵旺财说：“当时我们

住在乌岭背附近，我爷爷和父亲还帮先

遣部队带过路。奶奶告诉我，红军从我

们家门前路过，在门外生火煮饭，还请

她一起吃饭。”

20 世纪 70 年代，由于道路硬化需

要，木质的红军桥要改建成水泥桥。当

地共产党员、基干民兵与瑶族村民又一

次共同修桥。这座凝结了几代人心血

的红军桥，让瑶族同胞世代铭记。

胜利之桥

桥的故事，写满长征路。

1934年 10月，在江西，红九军团抵

达瑞金市武阳镇武阳村绵江时，简易的

小 木 桥 无 法 满 足 1 万 多 人 马 过 桥 所

需。这时，百姓主动送来门板、床板，几

乎把家中所有可用的木料都拿来搭设

浮桥。部队开始渡河，村里小伙子分成

十几个组，每组两人，扛起木板，用身体

支撑桥墩，以保证桥面更稳固。这是一

座用木板、门板和血肉之躯搭起的红军

渡桥。

1934年 11月，在广西，湘江界首渡

口群众帮助红军用小船和木板搭建浮

桥，红军主力凭靠这座浮桥抢渡湘江。

搭桥时木板不够用，红军借用当地群众

家的门板时，在门板上都编好号，归还

时丝毫不差。

1935 年 1 月，在贵州，红军西渡赤

水河，发动群众征集架桥物资和船只，

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经过一夜努力，

在土城上下游各架起一座轻便浮桥，揭

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

1935 年 3 月，在四川，红军与当地

百姓建了一个造船厂，1个月内造出 70
多艘木船和 3座竹扎浮桥，军民肩扛手

抬这些船和桥，夜走山路运至嘉陵江

边。

……

这一座座红军桥，体现了工农红军

与各族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血肉

联系，这是长征乃至中国革命胜利的根

本保证。

而今，在贵州省瓮安县，当年红军

抢渡乌江的峡谷上，建起了一座江界河

大桥，至水面高度 263米，主孔跨径 330
米，气势巍峨。

中共瓮安县委书记张文强介绍这

座大桥时说：“长期以来，这里山多水

众，交通不便，这是百姓贫困的重要原

因。我们修路建桥，归根到底是为了造

福百姓，帮各族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

实现新长征的目标。”

（采访记者：张瑞杰、李黔渝、朱超、
齐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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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位于广东省江
门市开平市的江门中微
子实验项目建设现场
（6 月 23 日 无 人 机 拍
摄）。

由中国主导的大型
国际科学合作项目——
江门中微子实验基础建
设目前进入地下实验室
开凿的关键阶段，整个
项目预计于 2021 年全
面建成。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
究所牵头的江门中微子
实验位于广东江门市开
平市附近埋深700米的
地下实验室内。该实验
的核心是一个直径 35
米、重两万吨、由液体闪
烁体和光电倍增管构成
的中微子探测器。该实
验的首要科学目标是利
用反应堆中微子振荡确
定中微子质量顺序，这
对人类了解物质世界的
基本规律和宇宙的起源
与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有来自 17 个国家
和地区、77 个机构的
600多位科研人员共同
参与该项目。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 摄

一首传唱多年的民歌《交城山》，让

交城广为人知。

山西省交城县，地处吕梁山区，这个

被称为“山水之城”的地方，正在经历新

的山水之变。

治水治污：水变清变“靓”

“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不浇交城浇

了文水……”《交城山》唱出了交城的山

水 禀 赋 ，也 道 出 了 人 们 望 水 兴 叹 的 无

奈。发源于交城的文峪河，是汾河的大

支流，河水在交城山区转了个弯，流向了

地势较低的文水县。

交城山多川少，多年来，面临巨大的

环 保 压 力 。 而 环 抱 县 城 的 两 条“ 小 河

流”——瓦窑河和磁窑河，也因承载生产

和生活的污水排放，饱受其困。

治水先要治污。记者近日在交城县

污水处理厂看到，提标升级已经完工，提

温保温工程施工正在紧张进行。经理范

英杰说，改造后日处理污水将从 1 万吨

提升到 2 万吨，能保证交城县城 10 多万

人的生活污水处理，而且县城污水处理

管网还在不断增加……

位于交城东部的交城经济开发区，

聚集着 70多家工业企业，曾是河流的主

要污染源之一。山西上德水务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马强景说，以前企业污水都是

各自分散处理，企业多总量大，河流难以

承受。如今日处理能力 1.5 万吨污水处

理厂已建成运行，深度处理后，出水水质

实现稳定达标排放，“现在，50户企业废

水全部进入新建成的开发区污水处理

厂，其他企业管网正在加速推进。”马强

景说。

在瓦窑河、磁窑河、白石南河“三河”

交汇处，交城县通过采取截污治污、建设

湿地等措施给河流交界安装了一个“总

开关”。据介绍，这一项目受益的不仅仅

是交城，它涉及太原、吕梁两市，流域面

积广，覆盖人口多。

交城的水正在变清也在变美。在县

城的磁窑河-瓦窑河生态修复治理工程

施工现场，河道内正在铺设鹅卵石。施

工方说，1号坝很快将蓄满清澈干净的河

水，这里即将变为景观河道。磁窑河附

近小区居住多年的居民张春飞说，我的

房子将会升值为“河景房”。

植树造林：山更绿更“俏”

位于交城县城北 3 公里的卦山，因

形状类似八卦而得名，山中古木新树连

成一片，绿色遍布。

作为山西第二大林业县，如今，交城

县森林覆盖率达 54%以上。

“这源于持续开展的绿化工作。”交

城县林业局局长吴红清说，这些年，交城

坚持不懈地植树造林，扩大黄土高坡绿

色“版图”。

80 岁的太原游客陈月兰告诉记者

说，她和老伴儿多次来卦山登高，相比 10
多年前，交城的山越来越绿了。

“2016年以后，栽种的品种也不一样

了。以前以侧柏、油松为主，不利于防

火、防虫害。现在栽种的苗木选用金枝

槐、金叶榆、西府海棠、黄栌、木槿等，呈

现出四季常绿、三季有花的景观效果。”

吴红清说。

矿山由此发生变化。在岭底乡的一

个山沟里，大面积的矸石山正在披上绿

装。山西焦煤汾西中兴煤业煤矿负责人

说，这是一个“V”字形的山沟，煤矸石倾

倒这里后，马上进行移土植树。一家工

业企业负责人说，而今企业出现环保问

题，一次警告，再犯就不能在交城投资办

厂了。

依托山水：开旅游“新篇”

交城县庞泉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山

水相间，森林覆盖率高达 74%，是黄土高

原难得的绿洲，有“华北绿肺”之称。

在庞泉沟镇的苏家湾，当地结合山

水美景开发旅游资源，打造出数十家农

家乐。苏家湾村党支部书记杨继生介

绍，他们通过对接旅行社和“华北第一

漂”等旅游景区景点，更多村民实现了就

业；利用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创办了旅

游开发公司，仅 2018年苏家湾欢乐谷景

区就接待游客 2 万人次，大大带动村民

致富。

依托山水资源，近两年交城还在

发展独具特色的全域旅游。 2018 年 7
月，庞泉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了

一场高水平的自行车挑战赛，接着又

举办了康养交城旅游季暨白木耳采摘

文化节……

今年 6月 2日，“大美交城、古韵磁

窑”全国山地半程马拉松比赛在交城县

鸣枪开跑，比赛起点和终点均设在第五

批中国传统村落——磁窑村。一名参赛

选手说，这是一次难忘的“半马”比

赛，城区街景、乡村美景令人流连。

“交城正在打造山水‘新名片’。”交

城县县长张潞萍介绍，山水康养元素已

融入交城旅游方方面面，近两年，交城

大力发展禅修康养、运动康养、生态康

养、文化康养等新业态，卦山、玄中寺

4A 级 风 景 名 胜 区 着 力 打 造 禅 修 康 养

区；庞泉沟水上乐园、果老峰户外休闲

运动小镇重点打造户外休闲运动示范

区；以柏叶口水库、吕梁英雄广场为核心

的文化康养区正在成为青少年综合实践

教育基地。

新华社成都7月9日电（记者 高
健钧） 四川省遂宁市烈士陵园的两

排参天柏树旁，坐落着一尊“手抱炸

药 包 ，向 前 冲 锋 ”的 志 愿 军 人 铜 像

——这就是抗美援朝战斗英雄伍先

华的纪念雕像。每年 9 月 30 日烈士

纪念日，当地干部群众都会在这里重

温入党誓词，数百名中小学生在这里

齐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接受

爱国主义教育。

伍先华，1927年出生于四川省遂

宁市安居区东禅镇，自幼家贫。念了

两年私塾后，15 岁时被拉壮丁入伍。

在国民党军队里，伍先华受尽折磨。

1949 年 12 月，他参加中国人民解放

军 ，次 年 8 月 加 入 新 民 主 主 义 青 年

团。1951 年 3 月，伍先华响应“抗美

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参加中国人

民志愿军，奔赴抗美援朝前线。

在 1951年 4月至 6月进行的抗美

援朝第五次战役中，伍先华冒着敌人

疯狂的扫射和轰炸，把受伤的班长背

下阵地，又返回战场痛击敌人，打退

敌人三次反冲击，荣立三等功。同年

8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伍先华所在部队向北转

移，他调到连部照料重病的连长，不

久升任二连一排三班班长。在部队

修筑防御工事挖交通壕时，伍先华勤

动脑，想出先掏空底层，再砸上层的

办法，将工效提升两倍。修穿石坑道

时，他又找到窍门，使爆破进度由 30
厘米提升到 50厘米。对待战友，伍先

华更是表现出春天般的温暖。修工

事、劈木柴的斧头不够用，他就让战

士们休息，自己顶风冒雪彻夜干。晚

上大家睡觉后，伍先华还给战士刮掉

鞋上的冰块，烤干湿鞋。战士脚冻，

他把袜子送给战士穿，自己却用破布

包脚。伍先华带领战士出色地完成

了修筑工事的任务，又荣获三等功。

连队到驻扎地附近练兵时，伍先

华 所 在 的 班 住 在 一 户 朝 鲜 老 乡 家

里。这家只有老两口和两个小孙子，

生活困难。于是，伍先华和战士们研

究出既能练兵，又能帮老人家做事的

办法：爬山演习时，每人背回一捆干

柴；冲锋演习时，顺便把粪背上山，把

玉米收回家；晚上谁站岗，谁就给牲

口添把草。两位老人十分感动，把志

愿军当自己的亲人看待。

1952年 9月 29日下午 5时，官岱

里反击战打响。伍先华领着班里党员

战士宣誓：“在党需要的时候，愿献出自

己的生命！”然后，伍先华指挥全班分两

个爆破组冲向目标。在连续炸毁了几

个地堡后，正面进攻部队仍被敌人机枪

扫射压住不能前进，爆破组也有很大伤

亡。当此紧急关头，伍先华抱起一捆

10公斤的炸药包冲向火海，即使中途

中弹倒地，仍冒着枪林弹雨爬到敌人火

力点，最后拉燃导火线冲进坑道，炸死

敌人 40余人，扫除了部队前进的障碍，

为官岱里反击战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伍先华壮烈牺牲时，年仅25岁。

1952年 11月 2日，志愿军政治部

给伍先华追记“特等功”，并追授“一

级爆破英雄”称号。同年 12 月，他被

志 愿 军 政 治 部 授 予“ 模 范 党 员 ”称

号。伍先华生前所在班 12 军 100 团

一营二连三班被命名为“伍先华班”。

1953年 6月 25日，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

会追授伍先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英雄”称号，并授其金星奖章和

一级国旗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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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伍先华肖像。
新华社发

伍先华：抱着炸药包
冲向火海的战斗英雄

山水之变看交城
□ 新华社记者 王文化 魏飚

啊，红军桥！
□ 新华社记者

（上接1版）

项目全面带动 提升乡村造血功能

如何最大范围地带动贫困群众脱

贫增收，确保高质量高水准脱贫，是李

亮的不变初心和坚定信念。

李亮在与镇村干部反复沟通的基

础上，本着最大程度让利于民的基本原

则，提出了贫困户自主经营、承包租棚

经营、扶贫资金入股分红、劳务就业四

种模式，与贫困户形成利益联接，实现

了输血与造血并重。特别是他主导推

广了“贫困户全程参与、企业保姆式服

务”自主发展帮扶模式和“五统一分”的

利益联结机制，即:企业统一制棒、统一

建棚、统一发菌、统一技术服务、统一保

底价收购,贫困户管理分红。这为全省

脱贫攻坚提供了参考和范本，仅 2018年

就接待来自各级各部门参观学习的干

部群众 5000余人次。

目前，一期工程已吸纳贫困户 300
余人就业，人均收入 8000 余元；吸纳扶

贫专项资金 1090 万元，按 10%分红，用

于石口、回龙、康城三个乡镇共 20个村

委无劳动能力的深度贫困户每户每年

3000 元的收益分红和贫困村集体经济

“破零”，带动 361户深度贫困户实现稳

定增收；与下蒿城、孔家庄 100户贫困户

签订了“五统一分”带动养菇协议。

“今年我们没垫付一分钱就租下了

韦禾公司的养菇大棚，6 月首茬夏菇上

市就收益近两万元，有了自己的产业，

贫困户的帽子总算摘下来了。感谢李

亮，真是咱穷苦百姓的贴心人！”家住石

口乡下蒿城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李四

娃和史文义激动地说。

勇担社会责任 投身公益事业

自 2012 年任天马能源实业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以来，六年时间，李亮以

大爱向善的个人性情与强烈的社会责

任担当，不计回报，投身公益事业。在

抓企业自身发展的同时，他一直倾力于

社会帮扶工作，先后投入 6000 万元，积

极参与并脚踏实地支持贫困村基础设

施建设、就业扶贫、教育扶贫、金融扶贫

等公益事业发展。真心扶贫与主动扶

贫，成效斐然，受到地方党委、政府和群

众的高度赞誉。

2013 年以来，天马公司共出资 500
余万元资助回龙乡茶坊村、张家岭村、

陶上村、石口乡下蒿城村用于村级组织

活动场所建设、学校卫生所条件改善，

修路、引水、村民红白理事会建设等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2018年，党中央提出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李亮再显身手，

他资助建设的下蒿城美丽乡村项目已

全面开工。该公司每年还拿出 100余万

元，慰问下蒿城等周边村 50 多名 65 岁

以上的老人，资助全县范围贫困大专以

上学生上学，五年来累计资助资金达

500万元，资助贫困学生 600余人。

近年来，在李亮的主导下，天马公

司在用工方面优先安排本地贫困户劳

力，现在公司 90%以上一线工人是本地

劳力，从业人员有 2000人以上，其中：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劳 力 300 人 ，月 工 资

3000-4000 元，年收入 3.5-5 万元，解决

近 1500 户农户的稳定增收脱贫。在此

基础上，他带头示范并鼓励支持 10名石

口籍优秀人才回乡创业、发展实体、助

力脱贫，为家乡的脱贫攻坚事业注入新

动能、新活力。

2017年以来，天马公司全面对接金

融扶贫政策，在县农行的配合下采取贫

困户贷款、公司担保、公司使用资金保

本分红模式，落实“蘑菇贷”3000 万元，

带动全县 4个乡镇 500户贫困户参与金

融扶贫资产收益分红，每年每户分红

3250元，2017年的 98.275万元分红款已

如期兑现到贫困户。

“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狠抓转型创新，把企业

做大做强，重点是将韦禾打造成带动当

地 农 民 脱 贫 致 富 的 农 业 产 业 龙 头 企

业。未来的发展定位是打造集特色食

用菌、文旅、康养休生、速生林产业、废

弃物综合利用、有机农业、特色小镇建

设为一体的 20 多平方公里的国家级田

园综合体，到时候带动周边 5000 户农

户，3000 户贫困户稳定增收，建设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序、

生活富裕的新型农村指日可待。”憧憬

着未来的发展，李亮信心满满地说。

李亮：用真情助力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