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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平故里展新颜叔平故里展新颜
————来自方山县大武镇大武二村的报道来自方山县大武镇大武二村的报道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温元元温元元 石艳芳石艳芳

在人民军队的序列里，“启洪连”是最早

以牺牲连长名字命名的连队，比抗美援朝时

期的志愿军“杨根思连”还早五年，这支现

在以“空突利刃”闻名的英雄连队，诞生于

1945 年七月汾阳境内峪道河镇敖坡村的一

次与日寇的战斗中，也就是军史所称的敖坡

阻击战。

清明节前的一天，我们吕梁日报汾阳采

访组的三位记者在汾阳党史办张庆忠等同志

的陪同下，驱车前往位于汾阳城西北 20公里

外的峪道河镇敖坡村，走访红色遗址，祭拜革

命先烈，追寻英雄连队的足迹。

忆往昔峥嵘岁月忆往昔峥嵘岁月

说起敖坡村，如今的人们可能觉得陌生

而普通，没什么名气，但是在革命战争年代，

它曾是中共汾阳县委县政府的驻地，是连接

晋绥根据地与太岳根据地秘密交通线的重要

驿站，是从吕梁山区进入晋中平原的主要通

道，是晋绥革命边区最南端的抗日桥头堡。

1939 年春，党领导的牺盟会在敖坡村一

带发动民众抗日救亡。这个山村的群众为革

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日寇曾经九次在这里

疯狂烧杀，不足两百人的村里就有十数位群

众遇难，但是，这个不屈的山村，没有出过一

个汉奸，始终忠心耿耿跟随着共产党八路军。

敖坡村是中原地区及太岳根据地通往晋

绥边区与革命圣地延安的重要红色交通要

道，我党许多领导人和部队从这里经过，延安

与晋绥革命边区的许多重要物资都从这里输

送，敖坡村民为我军贮备粮草、做饭烧水、侦

查敌情，护送过境，昼夜不歇。1948 年 7 月，

汾阳解放，汾阳县民主政府从这里走进汾阳

城，因而这个村庄享有“汾阳西柏坡”的美

誉。“启洪连”及其敖坡阻击战的故事就发生

在这里。

在启洪连当年战斗过的地方，沿着弯弯

曲曲的小路而上，在山坡一处较为平坦的地

方，十余座砖石砌成的烈士墓映入眼帘，百余

棵松柏树掩映其间。据说这里原来并没有

树，是烈士安葬后敖坡人从十里外的山上人

挖肩扛移来树苗，从山下抬来一桶桶的清水，

为烈士忠魂在这石头山上营造出的一方绿色

世界。1993年 12月，启洪坡烈士墓被确定为

汾阳市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由于时光已经过去了 76个年头，难以找

到当时的亲历者，也无法查阅到相关第一手

资料，我们只能根据汾阳党史办提供的基本

情况、汾阳文联主席张立新的现场介绍，结合

一些当年参战者后人写的回忆文章，大体还

原那次战斗过程。

1945年 7月 6日，负责保卫延安的警备第

一旅和留守陕北的三五九旅部队，护送刚刚

参加完党的“七大”的部分代表以及从中央党

政机关调派南方根据地组建政权的高、中级

干部 400余人，从陕北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翻

越吕梁山，于 7 月初行进至吕梁山脉东麓汾

阳县境内，准备下山穿过晋中平原敌占区，进

入太行山区继续南下。

7月 6日拂晓前，警备第一旅部队经过夜

行军抵达汾阳县西山山麓敖坡村，决定在此

宿营为通过敌占区做准备。来自汾阳据点的

日伪军七八百人，分三路趁夜色向敖坡村袭

来，警备第一旅一团八连指战员在连长曹启

洪带领下立即投入战斗，面对数倍于己的敌

人，他们毫不畏惧浴血奋战，先后七次击退日

军进攻，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枪托和石头与

敌人拼杀，连长曹启洪等 14 名同志壮烈牺

牲。八连最终将敌人击溃，消灭日伪军一百

多人，完成了保卫了南下支队安全的光荣任

务。

此战军史称作敖坡阻击战，上级命名八

连为启洪连，连队番号至今保留，改编为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一支空中突击旅。

1970年，启洪连所在部队千里野营拉练，

在当年的主战场老子梁上为烈士们建墓立

碑。为纪念英雄，这道山梁从此更名为启洪

坡。2020年 7月 6日，阔别 50年后，启洪连部

队指战员重返敖坡，追寻先烈足迹，传承红色

基因，在这里感受军民鱼水之情，汲取强军的

精神力量。

看今朝变化万千看今朝变化万千

和平年代，敖坡村在党的领导下，投入

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事业中，利用

光照充足的特点，大量栽植苹果树等经济

林，是汾阳绿色生态建设排头兵，是远近有

名的花果山。改革开放以来，敖坡人两个文

明一起抓，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进行了整村搬

迁，从七零八落的崖畔土窑洞变成了一排排

的砖砌窑洞，从通电到通自来水，再到通水

泥里通网络，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

善，村民日子过得如芝麻开花节节高。特别

是注重文化教育，仅有五百人的小山村，自

恢复高考制度后，几十年里先后培养出了一

百多名大学生，为国家为社会输送了宝贵的

人力资源，这样的教育奇迹应该在全市也是

屈指可数。

村支书任学敬对记者说，尽管现在村里

常住人口只剩下二百余人，但是村民的勤劳

朴实、艰苦奋斗的传统依然没有丢失，村里

的苹果核桃等产业依旧发展良好，达到了

2000 多亩，人均 4 亩还多，林果收入占到了

村民收入的一半以上，正常年景光这一项收

入就可以保证农民衣食无忧，人们从生活劳

动实践中体会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道理。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比过去有

了巨大的变化，过去吃水要到一公里外的山

沟泉眼里挑，现在家家户户通了自来水，原

来村里好多是羊肠小道，现在都是硬化水泥

路，近年来网络进村后，更是拉近了与外界

的距离，虽然大多数年轻人为了孩子的教育

已经到城里居住，但村里的生机活力仍在，

和谐富足的生活状态没变，村民收入连续几

十年稳步提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去年以来，敖坡人民

在汾阳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正在以红色文

化引领绿色发展，积极探索乡村振兴共同富

裕之路。成立红色敖坡文化旅游发展公司，

着力打造红色敖坡文化生态旅游风景区、国

家级国防教育园区，开工建设红色敖坡展览

馆、复建国防教育展馆，新村红色文化广场，

逐步修复县委政府驻村旧址，拓宽 10公里旅

游道路，扩建启洪波烈士陵园，创作拍摄电影

《中国战场之启洪连》。目前，展馆设计、建

设，陵园维护、道路修建等工作都在紧锣密鼓

地推进，一批批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干部络

绎不绝慕名而至。不久的将来，这里将成为

山西晋绥革命历史文化片区的又一枚红色印

记，敖坡村也将在新的发展机遇下再次焕发

勃勃生机。

血沃青山山更绿血沃青山山更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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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时期，方山县大武镇大武二村张氏

家族因商而起，因商而兴，也因商而闻名。后

因张氏家族人才辈出，父子进士，兄弟贡生，

文臣武将，不可胜数，受世人羡慕。

张继枢人称“干蔓菁”，作为张氏家族 53
个大学生中的一个，他为人豪气大方，扶危济

困，留下了很多关于他的故事，至今依然为人

们所津津乐道。

张叔平作为张氏家族的后代，它不仅继

承了祖辈的“亮节高风”，更在传承祖辈优良

作风的基础上，从小就萌发“铲尽人间不平，

拯救天下黎民”的志向。投身革命 12 载，实

现报国大志。他用崇高的革命气节和青春的

热血，谱写了共产党人的不朽诗篇，也成为了

张氏家族的骄傲。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大武张家仍然被世

人所称赞，不仅在于商业，更在于张氏家族的

精神之美。

小山沟出了革命家小山沟出了革命家

1928年 1月 20日凌晨，寒风刺骨，星月无

光。

国民党杭州陆军监狱后院的刑场。一阵

杂乱的枪声后，七位革命志士倒在血泊之

中。一张狰狞的面孔怒吼道：“这就是你们共

产党人的下场，这儿就是你们的天堂，此时此

地，不知道张先生有何感想？”

被 称 作 张 先 生 的 这 位 共 产 党 员 ，就 是

1897年出生于方山县大武镇大武二村的张叔

平。

张叔平先后在离石县立高级小学、山西

省立第一中学、太原私立山右大学就读学

习。作为进步青年，他不仅加入了社会主义

青年团，而且站在斗争的前面。他不仅推举

学生代表前往督军府请愿，而且发动太原大

中学生罢课游行；他不仅领导开展轰轰烈烈

的反房税斗争，而且声援五卅反帝爱国运

动。尤其是在任太原支部书记期间，一方面

组织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员；另一

方面提出“普遍建党”“到农村去”的号召。在

他的组织领导下，全省各地建党工作迅速铺

开。

1925 年的农历年底，张叔平刚从太原回

到大武，参加侄子的婚礼。突然，他收到一封

中共北方区委调其到上海工作的加急信件。

1926年春，他离开吕梁山、走出娘子关，到达

大上海，以报馆记者身份开展革命工作，尽管

只有一年的时间，但他不避艰险，为革命事业

四处奔走，参与领导了杨树浦、沪东、浦东区

的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参与指挥浦东工人纠

察队，一举摧垮了浦东区的反动武装力量，成

立了浦东区临时保安局，组成浦东区市民委

员会，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做出了应

有的贡献。

1927年，因叛徒出卖，他被捕入狱。在杭

州陆军监狱，虽然他饱受压杠子、坐电椅、灌

辣椒水、上老虎凳等酷刑，但是，他始终坚守

秘密，不吐实情，哪怕一句一字。在狱中，他

发出“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的

生命绝唱。铁钉穿身，他傲然宣告：“野火烧

不尽，春风吹又生。共产党人是杀不尽、斩不

绝的！为共产主义哪怕抛头颅，为劳苦大众

甘愿背十字架！”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用力喊出：“中国

共产党万岁！”

““小康路小康路””走出新天地走出新天地

就在 10年前，大武二村的村民还在为没

有搭上吕梁经济腾飞的快车而懊恼，这里地

处离石、方山、临县交界地带，虽然交通便利，

商旅发达，经济繁荣，但是街道狭窄，房屋密

集，车辆拥挤，生活环境差，人们幸福指数并

不高。

时间拨回到 2012年，大武镇纳入吕梁市

新城区规划建设区域，二村也迎来了一个重

要的发展机遇。几年时间，就焕发新的生机

与活力。

一条条纵横交错的柏油马路映入眼帘，

站在路上遥望远方，蓝天白云之下，犹如“黑

丝带”般的笔直大道跨进绿野、穿过二村，这

是承载着全村 2000 余人“小康梦”的“快速

路”。

“这柏油路修得好啊，光滑平坦又宽敞！

我们小时候，街道坑坑洼洼，是石子路，晴天

一身土，雨天一脚泥。改革开放后，街道都变

成了柏油路，但是非常窄，根本没法和现在

比。能赶上这样的好时代，我这辈子算值了，

在这宽敞的柏油路上溜达溜达，心里别提多

舒坦了。这路修得就像我们老百姓现在过得

日子一样，那是芝麻开花节节高。”村民李红

卫感慨地说。

纳入吕梁新城区规划后，大武二村地理

位置优势更加明显，吕梁市区的公交车通到

了家门口，209国道纵贯南北，218省道、吕梁

环城高速贯穿东西；村子西北 3 公里处建有

吕梁飞机场，已通航线 18 条；太中银铁路吕

梁线途经村庄南北，形成了纵横交错的交通

网络，打通了制约大武二村发展的“大动脉”，

成为拉动经济跨越发展的强劲引擎。

“我在北京工作，以前回来一趟，真不容

易，得折腾一天才能到家。吕梁机场通航，我

回家的路越来越近了，一个多小时就能从北

京回到大武家中，路上中转少了，这心情也好

了。”提起吕梁机场，在北京上班的村民杨秀

平一脸自豪。

“要致富，先修路，这话说得太对了，现在

村里的路修得这么好，家家户户住进了电梯

房，孩子有学上，年轻人好就业，老人生活有

保障，我们对未来更有底气和信心了。”村民

张桂元说。

小蒜头鼓起钱袋子小蒜头鼓起钱袋子

“红皮”大蒜是大武二村的一个特色产

业，种植历史悠久。因其独特的水土环境，产

出的大蒜品质极佳，蒜头多为 6 瓣，皮色紫

红，蒜瓣洁白晶莹，肉质致密，味道辛辣、口感

香脆，蒜汁粘稠，有很好的药用价值，深受当

地百姓的青睐。

据了解，近几年来，大武镇老百姓对种大

蒜情有独钟，因为种大蒜比其他农作物划算，

且市场价格稳定，“大武蒜”鼓起了老百姓的

钱袋子，大家尝到了甜头，种蒜积极性很高。

“千算万算，还是种小蒜！”提起种蒜，村

民段林聪如数家珍。他告诉记者：“我种大蒜

已经有几十年的经验了，蒜地撒上农家肥、深

耕地、耙地、选最好蒜种，这蒜就算是种好

了。”

“大武最适宜种植大蒜，二村就有 50 多

户蒜农，仅今年村里就种植几十亩大蒜，一斤

蒜苔卖 40—50元，大蒜一挂能卖到 170—180
元，平均亩净收入 1.4万元。种蒜头净收入比

种植其他蔬菜收入还要高，大蒜种植在我们

村已成为百姓增收致富的香饽饽。”村党支部

书记王吉才说。

在大武开了 20 多年饭店的李娥则向记

者透露：“大武蒜苔口感与众不同，味道辛辣，

口感细腻，开门就能闻到。每到蒜苔收割季

节，店里总能接到专程来吃蒜苔的客人，这样

的订单每天能接十来个，持续一个月左右，我

的饭店也粘上了蒜的光。”

“既然大武蒜苔经济价值高，内外销路

好，远近闻名，为什么不进行测土配方，通过

技术手段进一步提高大武蒜的品质？”王吉才

告诉记者：“下一步，村里将打造‘好大武蒜’

这一品牌，计划在原有的基础上，通过造地增

加 200 亩的种植面积，加快对大武蒜进行品

牌注册、有机认证、真空礼盒包装延长保鲜

期。同时，加大对大武蒜品牌宣传、市场推广

工作，使其发挥更大的市场价值，引领大伙共

同增收致富。”

山川换颜，水土重生。古老的大武二村已

然成为吕梁新城区极具发展潜力的新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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