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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

机。”1935年 11月 6日，在陕北甘泉县象鼻子湾村

的漫天大雪中，面对着300余名红军战士，毛泽东

发表了著名的“雪地讲话”，鼓舞全军士气。

1935年 12月 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

堡召开会议，会上通过了毛泽东的东征主张。

1936年 2月 20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

军在总指挥彭德怀、总政委毛泽东、总参谋长

叶剑英等指挥下，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突破阎

军“黄河防线”，开始了渡河东征。

3 月 2 日，毛泽东率红军总部机关从石楼

县马家庄出发，翻越吕梁山进驻交口县水头镇

后水头村，至 4 月 25 日离开，期间 3 进 3 出，在

交口驻扎了 42天。交口是红军东征最重要的

战略支点，也是毛泽东主席及红军总部机关和

红军部队驻扎时间最长的县。

3月 17日，毛泽东率红军总部和少数参谋

警卫人员约 500人到达交口县双池镇西庄村，

住在“鳞厚堂”正中窑中。一方面指挥中路军

抗击阎军；一方面指导地方工作委员会在双池

周边开展地方工作，主要任务是深入群众，在

宣传教育的基础上，做扩军、筹款、打土豪和宣

传抗日及建党建政等工作。

当时，阎锡山在双池设立区公所、保卫团、

公道团，在老虎山庙里设立公安局。同时，双

池还驻有敌一个师，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杀猪

杀鸡都要交税，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红军

一到双池，敌人慌忙逃进灵石城。红军战士在

街头墙壁上刷写标语，张贴传单，帮助老百姓

担水、扫院并与之谈心，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

策。群众对红军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外逃群

众陆续回到双池，开始主动接近红军。

毛主席到达西庄村的当日，接见了红军地

方工作委员会工作组马佩勋同志，详细询问了

双池镇一带抗日宣传，打土豪、扩红军，地方政

权建设等工作的进展，并指示要搞好建党和扩

红工作。

红军地方工作委员会工作组以双池镇为中

心，先后打开了双池“万兴当铺”、石咀会“福庆

长”杂货铺盐库，斗争了一批土豪劣绅，将粮食、

食盐分给了群众，将穷人的典当物归还本人并

当众烧毁了当票，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工作组

注重在贫农、雇农、铁匠和小手工业者中发展党

员，交口县先后有 1000多人参加了红军和革命

工作，解学恭、赵家声（赵起）、冯克武、刘之聪、

侯德长、郭万胜等就是他们中间的杰出代表。

红军在西庄村驻扎期间，纪律严明、公买

公卖，没有白吃过群众一斤菜、一斤粮、损坏了

群众的东西都要按价赔偿。同时，热情宣传抗

日救国主张，把党的温暖送到每个饱受饥寒的

劳苦大众的心坎上。

3月 18日，毛主席住在西庄的第二天。一

位红军战士走进村民王金柱家时，发现老人正

躺在炕上痛苦地呻吟着，就赶快带医生给老人

看病，还给老人买了些药。这位战士提出向王

家借一斗小米和一桶酸菜的请求，感激在心的

王金柱当即应允。第四天，红军战士背着一斗

麦子，提了一桶盐，并拿着一只细瓷碗走进了

王金柱家，抱歉地说：“前两天在家里住，麻烦

您很多，我们马上就要走了，这点麦子和盐给

您留下。那天，不小心打碎了您家的碗，就用

这只顶上吧。”王金柱一听，心想白给我看病，

借了小米和酸菜，却给我小麦和盐，打了一只

粗瓷碗却赔一只细瓷碗，这咱不能要，经过再

三推让，红军战士就是不依，还说“借东西要

还，损坏东西要赔，这是红军的纪律。”说罢，行

了一个军礼就跑出门外，随部队出发了。事

后，王金柱老人感动得逢人就讲：“咱从来没见

过 这 么 好 的 军 队 ，共 产 党 将 来 一 定 会 成 气

候”。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亲似一家人。“一个

瓷碗”的动人的故事也成为共产党人不忘初

心，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鲜活例证。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毛泽东亲自带领子

弟兵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吃水问题的记载有两

处，一处是江西瑞金沙州坝的红军井，另一处

就是西庄村的幸福泉。

在西庄村，毛主席不仅日夜操劳国家大

事、指挥红军作战、建立地方游击队，而且对人

民群众的生活也十分关心。西庄是一个北靠

荒山秃岭的小村，干旱缺水，人畜吃水都要到

几里远的地方去挑。毛主席得知西庄吃水困

难时，当即安排杨尚昆同志负责根治解决，并

指示：“我们首先派出战士去挑水，不仅要够我

们自己吃，还要把群众家里的水缸挑满。”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挑着木桶的红军战士

来来回回行走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向群众挨

门逐户送水。同时，几支扛着镐头和铁钝的红

军队伍，在村民的带领下四处寻找水源。红军

战士们越过山山岭岭，找遍沟沟洼洼，终于在

村东头的一条小山沟里找到一眼细小泉水。

红军经过昼夜苦干，镢刨锹挖，终于挖出一股

清泉，解决了当地群众多年的吃水难题。解放

后 ，泉 水 被 引 至 双 池 、寺 底 村 ，从 1936 年 到

1996年，一直饮用了 60年。后来，西庄村民为

表达对毛主席和红军感激和怀念，将此泉命名

为“幸福泉”，并编了一首歌谣来颂唱：“吃水不

忘挖井人，恩人就是毛泽东；紧跟红军闹革命，

全国奋起打日本。”

从 3 月 17 日到 20 日，毛主席及红军

在西庄村虽住了短短 4 天，却给当地群众留下

了深刻印象，唤醒了民众的抗日热情，播撒了

革命火种。

□□ 解德智解德智 陈玲容陈玲容

军民亲似一家人军民亲似一家人

□ 李大斌

1937 年 11 月 13 日，日军侵占交城县城及

平川地区，实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同时，向交

城山抗日根据地不断地进行袭扰和“扫荡”，所

到之处，奸淫烧掠，杀戮人民，无恶不作，滔天罪

行惨绝人寰，罄竹难书。勇敢、坚强的交城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坚持不

懈地开展游击战争，不断地打击和消灭敌人，涌

现出了一个个英雄群体和个人，谱写了一曲曲

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诗篇。

1941年 10月，日军侵占交城山通向平川地

区的咽喉之地——东社镇夹岔一带，强迫民众

修筑起武元城、东社、野则河碉堡，并以此为据

点，频繁地对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奔袭”“扫荡”，

致使我抗日军民的遭受重大损失。1942 年 9
月，日军又在西冶川的芝兰、中西川的岔口设下

据点。这些据点犹如锲入交城山根据地的尖

刀，晋绥八分区的抗战进入了极其艰难的时

期。12 月，晋绥边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调

整和加强了晋绥八地委的领导力量。交城县迅

速成立了“对敌斗争委员会”，实行“党、政、军、

民”统一领导，全力一致“挤”敌人。同时，派共

产党员、敌工科副科长宋俊英同志，只身打入日

军芝兰据点内部。经过百般周旋，伪装身份，宋

俊英充任日伪警备队小队长。

在日军大肆推行“三光”政策期间，宋俊英

多次递送重要情报，为“挤”敌人的胜利作出了

卓越贡献。日伪县警备队长姚兴业，诡诈谲琢，

效忠敌伪，是抗日地下工作的障碍。宋俊英时

时警惕，细心防范。但姚狡猾狐疑，与宋俊英发

生龃龉，曾密告敌人，訾言宋私通八路。他以攻

为守，事先贿赂通姚家佣人，将加盖晋绥八分区

戮记的书籍文件暗藏于姚家顶棚之内，据此诉

讼姚。日酋见证据属实，以通“匪”罪将姚斫杀。

宋俊英利用自己担任日伪警备队小队长的

“方便”身份，日夜与日军、伪军及汉奸等敌

人周旋，巧妙的为根据地筹措军需物资、保护

处于危险之中的共产党员及其他我方人员；设

法扰乱敌人的计划；及时传递信息，为八路

军、游击队伏击出扰之敌创造条件；拦截敌人

的运输物资，“抢”回敌人强征的粮食、民

夫。利用尽可能的时机，了解和掌握敌伪人员

的心态、动机，宣传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宣

传抗日政府对敌伪人员的所作所为记录“红黑

点”的办法，为抗日每办一件好事，就记“红点”

一颗,每办一件坏事则记录一个“黑点”，累计

“红黑点”，作为奖惩的依据，提醒敌伪人员给自

己留条“后路”，从而争取了数十名敌伪人员

“反正”，极大地削弱了日伪军的有效力量。对

一些死心塌地效忠“皇军”的顽固分子，则为

我政府提供其外出的准确信息，予以相机消

灭。在我抗日军民的围困下，日军断粮、断

水，时时处在我抗日军民的围困之中，惶惶不

可终日。1943 年 7 月 21 日，胜利“挤”掉芝

兰、岔口之敌，解放了一大批乡镇、村庄，从根本

上扭转了交城山抗日根据地的严重困难局面。

1945年 8月 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

后，阎锡山政权乘机抢夺胜利果实，占据交城县

城及平川，妄图苟延残喘，继续与人民为敌。阎

匪在其统治区，实行残酷地“兵农合一”“三自传

训”暴政，致使土地荒芜，人民流离失所，卖儿鬻

女，一片黑暗。为了尽早使敌占区的人民脱离苦

海，翻身得解放。宋俊英再次受党组织的委派，

毅然舍身打入阎匪内部，在狼窝中工作，继续收

集、传递情报信息，为交城的解放再立新功。

为了策反阎军“反正”，在一次“宴请”阎军

驻安定据点的排长时，因醉酒而暴露身份，倏转

文水，后在交城县城头村不幸被捕。缧绁羁身，

但正气浩然。1947 年 2 月 15 日，慷慨就义，时

年仅 28岁，以生命诠释了他入党时“以身许国，

矢志革命”的宏伟誓言。

宋俊英（1919—1947），原名宋润堂，交城县

洪相镇广兴村人，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高

小毕业后，结识进步青年，接受新生事物。面对

日军侵华，国破家亡，气愤不已，遂矢志革命，

抗日救亡。曾赴陕西革命根据地学习革命理论

和军事知识。“晋西事变”以后，参加晋绥第八分

区敌工科工作。经常深入敌区，收集情报，成绩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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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宋俊英

本报讯（记者 岳旭强） 4 月 27 日，吕梁

日报社联合民生银行永宁西路支行举办“学

党史、跟党走、作表率”纪念五一活动，组织干

部职工来到兴县四八烈士纪念馆参观学习，

让大家在现场学习党的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激发干事热情。

在四八烈士祠前，参加活动的干部职工

庄严肃立，伴随着《献花曲》深情的旋律，共同

向烈士祠三鞠躬，然后手持菊花依次走进烈

士祠鞠躬献花，表达对先烈的缅怀和哀思之

情。在四八烈士纪念馆及副馆，大家跟随着

讲解员聆听烈士英雄事迹。纪念馆里一幅幅

图片、一段段文字、一件件实物，引导着大家

穿越时空，沿着中国革命的历史轨迹追寻英

烈的金色年轮。

“当看到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我心想，如

果他们知道革命取得了胜利，我们的祖国现在

正走向强大，该有多高兴！今后要向烈士学

习，继承他们的遗志，进一步学习党史、宣传党

史，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为建设美好幸福吕

梁继续奋斗。”走出纪念馆，吕梁日报社杜小红

分享着自己的感悟。大家表示，四八英烈故事

给予自己强烈的心灵震撼和巨大的精神力

量。尤其是四八烈士中的邓发同志，从一名普

通海员成长为中国工人运动先驱和领袖。在

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通过学习邓发同志

的事迹，更加激励他们坚守理想信念，练就过

硬本领，唱响新时代奋斗者之歌。

吕梁日报社联合民生银行永宁西路支行
举办“学党史、跟党走、作表率”纪念五一活动

道德，我从自己第一次准备道

德讲堂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上一次

我理解了道德的含义，这一次道德

讲堂的主题是“学史崇德 知行合

一”，从甲骨文形体来看，德的左边

是“彳”（chì），它在古文字中多表

示“行走”之义；右部是“直”字，其字

形像一只眼睛上面有一条直线，表

示眼睛要看正；二者相合就是“行得

要正，看得要直”之义，西周时人们

又给“德”字的含义加了一条标准，

即除了“行正、目正”外，还要“心

正”。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德是人们

发自内心的对道的一种坚守，在物

欲横流的社会中能有这样一份自觉

和自律的心境是很可贵的。

开始学党史，就接触到一个人

陌生而熟悉的人——李大钊，说陌

生是因为对于他，我知之甚少，说熟

悉是因为他的名字如雷贯耳。作为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历史上

有“南陈北李”之说，这里的陈就是

南方的陈独秀，李就是北方的李大

钊。

李大钊也是一个报人，1916 年

5 月李大钊从日本回中国，在北京

创办《晨钟报》，任总编辑。不久后

辞职，任《甲寅日刊》编辑，推动新文

化运动的发展。1918 年在北京大

学任图书馆主任，后任经济、历史等

系教授，参与编辑《新青年》，并和陈

独秀创办《每周评论》，推动共产主

义的发展。

他书写过一副著名的对联“铁肩

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副对联，是

他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为了追求

革命真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

放，李大钊同志把个人生死置之度

外。他说过：“牺牲永是成功的代

价”。当面对生与死考验的时候，他

从容地选择了为他认定的主义和事业献出生命。

在他身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体现着中

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他作风质朴，不驰于空想，

不骛于虚声。他坚持真理，待人宽厚，团结同志，正如

后人所赞誉的，“没有宗派气，内外从如云”。

他一生俭朴清廉，淡泊名利。在北京大学任职

期间，他经常倾家纾难，接济贫寒的青年和支持革

命活动，以至学校发薪水时不得不预先扣下一部分

直接交予他的夫人，以免家庭生活无以为继。由于

他一生简朴，牺牲后没有钱下葬。又由于他高尚的

道德品质得到了社会公认。在举行公葬募捐时，不

论政见相同与否，人们都对李大钊抱有崇敬之情，

纷纷募捐，政见相左的汪精卫捐了 1000 块大洋。与

李大钊进行过“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胡适，也在其文

存第四卷的扉页上写道：这一卷献给李大钊等四位

先生。所以说李大钊同志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他

的伟大人格和崇高风范，将永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

道是我们选择的路，德是我们一生的坚守。作

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们选择了共产主义事业，就选择

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就要像革命老前辈一样用一生

去坚守。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

中，我们党员干部都应该静下心来认真学习党史，

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道德品质，从中汲取

力量，不断进行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塑造，做

到行知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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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晓强

本报讯 在这春意盎然、鸟语花香的春天里，

在这举国喜迎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的喜庆日

子里，交城县西社镇西社学校迎来了学校的盛大

节日——2021年“强身健体展风采，献礼建党 100
年”主题春季运动会。

蓝天白云、彩旗飘扬！校园里溢满了欢乐祥

和的气氛。“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醒目

的中国红十二字方针，犹如一盏明灯照耀着沸腾

的校园，照耀着希望的明天。

伴着雄壮铿锵的运动进行曲，运动会拉开了

帷幕！全校十二个班以及教师组成的队伍，跟着

乐曲，踩着节奏，喊着口号，整齐有序入场。党旗、

国旗、校旗、团旗、队旗、班旗、班牌，五彩斑斓，熠

熠生辉；学生教师身着统一的校服，整齐美观、朝

气蓬勃！

本次运动会是一次强身健体检验课，也是一

次红心向党“教育课”。升国旗，唱国歌，广场舞

“站在草原望北京”，红歌大合唱，引领同学们弘扬

红色精神，提升团结拼搏意识，激励他们在赛场上

锻造钢铁意志。在互相加油、合作接力赛中激励

同学们持续发扬奋发向上、不屈不挠的精神。

传承党的红色基因、铭记党的深刻教诲。西

社学校的同学们用对运动的热爱和对体育精神的

追求，来展现新时代好少年健康阳光、积极向上的

精神风貌，以此向伟大的祖国致敬，向建党 100周

年献礼！ （卫东 王俊刚 王佳露）

本报讯 （记者 王洋通
讯员刘志远） 4月 23日，石楼

县第八小学举行第一届“阅读

红色经典，争做强国少年”读

书节启动仪式，拉开了读书节

活动帷幕。希望同学们从小

读红色书籍，学红色历史，树

远大理想，做强国少年。

活动现场，二年级同学

表演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把最诚挚的祝福献给伟大的

中国共产党；《三字经》《弟子

规》等国学经典诵读，声情并

茂地展示了祖国传统文化的

魅力；朗诵《沁园春·雪》铿锵

有力，荡气回肠，“数风流人

物，还看今朝！”激励着第八

小学师生勇往直前，奋发向

上；一年级的孩子们灵动可

爱，一首《中国么么哒》，用最

质朴的方式表达对祖国的深

深爱恋；老师们慷慨激昂的

《中华颂》，用最动听的朗诵

营造书香校园，用最饱满的

热情祝福伟大的祖国……

该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

为孩子们展示了石楼县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作品，同学们

在惊叹之余更加深了对家乡

的热爱与自豪感。据悉，石

楼县第八小学将以此次读书

节活动为契机，扬帆起航，与

经典同行，让读书成为一种

习惯，让书香溢满整个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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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城县西社学校交城县西社学校

让党史学习在运动项目中入脑入心让党史学习在运动项目中入脑入心

记者记者 薛志雄薛志雄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