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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孝河大地的英雄儿女(下)

□ 文/张丽妍 图/赵泉 武斌 刘怀清

那是一个如火如荼、热血澎湃的年代。

隆隆的炮声敲击着孝河大地的夜幕，在黎明的曙光中，

孝义迎来了战火洗礼后生命的新篇章。

1949 年 3 月，刚刚迎来解放的孝义县委、县政府，积极

响应党中央“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分两批组织

了 155名南下干部工作团，奔赴湖南长沙、湘潭等地，为新中

国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建立后，中共孝义市（县）委领导全市人民在社

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取得了辉煌成就。尤其是进入

新世纪以来，孝义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始终牢记革命

传统，弘扬艰苦奋斗精神，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

展，孝义经济和社会发展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今天，这座充满活力的新型城市正在深化改革中再焕

青春。

苏 宁（1953—1991），孝 义 市 楼 西 村 人 ，

1953 年 出 生 ，1969 年 2 月 应 征 入 伍 ，1973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班长、排长、连长、作

训参谋、作训股长、营长、炮兵团参谋长等职，

中校军衔。先后受嘉奖 5 次，提前晋级 1 次，立

三等功 1 次。

苏宁以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比忠诚，埋

头苦干，在工作过的岗位上，取得了出色成绩。

当战士，他是训练尖子；当班长，他带领全班夺

得全团训练比武第一名；当干部，被师树为基层

干部标兵、优秀指挥员。在走上团的领导岗位

后，他先后撰写了 70 余篇、共 30 多万字的学术

论文。他撰写的《用运筹方法优选野防最佳方

案》论文，首次提出和论证采用纵深机动防御的

设想。他提出的《摩步师攻防计算机辅助决策

系统》总体设计方案，几千个数据，上百个计算

公式。后在此基础上，与专家合作研制成《陆军

师团攻防作战微机模拟系统》，引发了指挥手段

的巨大变革。

苏宁不仅钻研理论，还脚踏实地进行部队急

需项目的改革。从 1981 年到 1991 年 4 月，苏宁

自己完成和参与研制的改革有 162 项，其中 1 项

获全军模拟器材二等奖，6项受到总部、军区机关

肯定和推广，1项获军区科研成果四等奖，8项被

军区、集团军推广。

苏宁乐于助人，关心群众疾苦，与战士情同

手足，曾 3 次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战友，并为群众

和战友做了大量的好事。1991年 4月 21日，他组

织部队进行手榴弹实弹投掷，为保护战友身负重

伤，4月 29日牺牲，年仅 37岁。

1993 年 2 月 19 日，中央军委颁发命令，授予

他“献身国防现代化的模范干部”荣誉称号，称他

是“新的历史时期我军干部中的一个德才兼备、

忠于职守、献身国防的突出典型”，号召全军广大

干部战士向他学习。

侯佑诚（1892—1999），共产党员，孝义市长

兴村人。9 岁入私塾，15 岁因家境贫寒被迫辍

学，到山东、河南等地做学徒经商。1927年军阀

混战，社会动荡不安，便绕道返里，与故交在孝义

旧城南街集资开设“裕兴厚”五金杂货商店，以维

持生计。

侯佑诚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1928年联合各界

人士恢复了孝义秋季集会，开辟永安市场。1938年

倡导募捐，把日本侵略者毁坏的宋代建筑城隍庙乐楼

修葺一新，并多次组织修坝建桥，治理孝河水患。

日寇侵华，民族危亡，民不聊生，激发起侯佑

诚教育救国的热情，于是弃商从教。1938年至新

中国建立初，先后创办道德学社，儿童讲习班和

尊德中学，坚持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传统道

德，对学生进行收复失地、爱我中华教育。

1952 年后，侯佑诚先后在孝义县、介体县的

水利局、农建局、财政局等部门担任副局长等职

务。1959 年 11 月，任孝义市张家庄水库管理处

主任。为修张家庄水库，20年间奔走 1035余里，

坚持把工程全部完工，为国家节省经费百万余

元。在完成职能工作之外，先后参与了整修中阳

楼及旧城街道，防治城关水患，规划新城街道等

公益事业。

为了使家乡那些入不了初中的小学毕业生

能够继续学习，1981年，侯佑诚不顾自己九旬之

躯，联络了 14位热心教育的离退休干部，在党和

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创办了私立五爱

学校，并将自己的工资和积蓄全部捐给学校。19
年间，该校培养出各类人才 4000多名，赢得了社

会各界的赞誉。

1990年 7月 1日，99岁的侯佑诚加入中国共

产党，实现了他一生梦寐以求的夙愿。1999年 9
月 15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 108岁。侯佑诚

热心公益事业、兴学育人的事迹广为宣传，赢得了

社会各界的赞誉，也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评价。

杨金生（1923—2009），孝义市梧桐镇北梧桐

村人。少年时参加劳动，并担任村干部。1959年

任梧桐公社良种场场长，1976年任梧桐乡农业科

研研究站书记、站长，1992年任孝义市农业科学

研究所书记、所长。

早 在 50 年 代 ，为 了 改 变 当 地 农 业 生 产 的

落后面貌，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下，杨金生

开始了艰苦创业，在一无设备，二无技术，三无

资金的条件下，他凭着一腔热情和执著，当年

就把农大 183、华北 187 等 5 个先进的小麦品种

引 进 ，取 得 了 比 当 地 小 麦 增 产 一 倍 的 惊 人 战

绩。 1960 年冬，杨金生试验成功了土温室，生

产出了反季节蔬菜。 1962 年引进了平顶茴子

白、白封顶西红柿进行推广。 1964 年，试验成

功了亩产千斤粮、万斤菜。杨金生先后从省内

外引进各种作物良种上百个，因地制宜，在吕

梁、晋中推广高粱、玉米、小麦、棉花等 30 多个

品种。 1970 年，杨金生带领农场科研人员，以

间作套种方法取得亩产千斤粮、万斤菜和亩产

“双过江”的高产纪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

的责任制得以落实，杨金生大胆进行了科技服务

体制改革，制定出了“一站带千家 (示范户)、千家

传万户”的科技成果推广方式，一大批科技户、示

范户依靠科学种田成为千元户、万元户。90 年

代，杨金生亲自主持选育出的千斤高产不倒小麦

新品种 90—12，解决了北方小麦高产与倒伏的难

题。

据统计，杨金生带领农科所人员共完成省级

项目 9 项，地级项目 10 项，其中有 1 项获省科技

进步二等奖，2项获三等奖，4项获吕梁地区成果

一等奖。这些成果，在全省、全区农业生产中得

以广泛推广，有的还在河南、河北等省推广,并取

得巨大经济效益。

杨金生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农业科研

事业，多次被评为“吕梁地区劳动模范”“山西

省 劳 动 模 范 ”“ 全 国 农 业 技 术 推 广 先 进 个 人 ”

“科技功臣”等荣誉称号。 2009 年 6 月 4 日，这

位与土地相守一生的“土专家”，与世长辞了，

但岁月掩抑不住他人格的光辉，他永远给我们

以激励和启迪。

苏宁：用鲜血和生命为祖国服务

许石青：艺坛巨匠 梨园师长
侯佑诚：百岁入党的爱国人士

杨金生：与土地相守一生的“土专家”

1948年孝义南下干部合影

侯佑诚与学生亲切交谈

杨金生深入田间地头提供农技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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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石青（1925—1999），原名许士诚，孝义市东许村人。国家一

级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1997 年，被吕梁地委、行署命名为

“吕梁人民艺术家”。

1942年，年仅 17岁的许石青为生活所迫而辍学到孝义兑镇高小

当了教员，后以优异成绩考入汾阳铭义中学，毕业后回到孝义县高级

小学任语文、声乐教师。孝义解放后，许石青在其任教的简易师范办

了第一期文艺培训班，并组织学员利用假期演出，一炮打响，轰动城

乡。1950年，县里以文艺班为主体，成立了孝义县文艺宣传队，许石青

当任队长兼编导，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文艺人才。1952 年，许石青在

孝义县文化馆任副馆长，并兼管剧团工作。他极力主张培养青年文艺

人才，并四处奔波，筹资集款，选聘教师，选拔苗子。此后，县里便以青

年文艺培训班为主，组建了孝义新艺剧园。1955年，许石青先后担任

晋中晋剧二团、青年团的编导、编导室主任、副团长。在他的精心指导

和培养下，涌现出了一批蜚声三晋剧坛的名演员。1979年，他先后担

任吕梁晋剧团团长、吕梁行署文化局副局长等职。这期间，他体弱多

病，仍兢兢业业，不遗余力地工作，念念不忘培养新秀。

许石青编剧、导演历史剧、现代戏二十三部，改编整理传统戏十

部，排导过的戏七十二部，其中编导的《下河东》《三下桃园》《三上桃

峰》《游西湖》等剧，蜚声中外，引起社会很大轰动，受到中央领导人

及专家的好评。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台均录音录像向全国播

放。《人民日报》《戏剧报》《人民戏剧》《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北京

晚报》等报刊发表文章称赞。多个剧目入选《中国百科全书·戏曲·

曲艺卷》《戏曲、曲艺词典》，《剧本》《火花》等杂志发表剧本和山西人

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单行本，多部作品获奖。

1999年 12月，一代艺坛巨匠许石青病逝。在他一生的编导过程

中，以苦作舟，以勤为桨，一直都在向成功的彼岸搏击，值得我们后

辈不断学习。

英雄，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坐标，是一个社会的价值引领。每个

时代都呼唤英雄,每个时代也都有属于自己的英雄。任时光流转,
人们的英雄情结不会改变,英雄的故事也将持续上演、流传……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读红色经典故事，重温英雄人物仍会热

血沸腾。相信在英雄精神的鼓舞下，50万大气智慧、勤劳淳朴的孝义

人民一定会以更加高昂的斗志，饱满的热情，合力同心，奋力拼搏，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孝义新征程，再铸孝义新辉煌！

马牡丹 (1949—1985)，孝义市西辛庄镇盆子

坡人。1949年 4月 14日降生在田间的路上，故名

“皮牛”。三年后，舅父给起名牡丹。牡丹从小品

学兼优，后因身患疾病，无奈退学。之后受父亲

影响，培养了她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品德。

18 岁时，马牡丹和贺家庄的张根喜结为夫

妻。虽然婆家贫寒，但她不怨天怨地，同丈夫一

起侍奉公婆，同妯娌诚心相待和睦相处。参加集

体劳动时，马牡丹总是拣重活、难活、脏活干，因

此赢得了全村人的爱戴，1979 年被选为妇女队

长。当干部后，她事事为群众着想，邻居有事她

必伸出援助之手，热心帮忙。邻里之间遇到了什

么困难，也总是会想到找她来帮忙。为此，人们

又叫她“心良嫂”“好媳妇”。

1985 年 6 月 10 日上午，马牡丹的小儿子三

宝偕同邻里小孩在一孔堆满麦秸的窑洞内烧

红薯引起火灾。正准备去磨面的马牡丹闻风

赶往现场，二话不说，奋不顾身冲入烈火中，见

三 小 孩 子 挤 成 一 团 ，都 伸 出 了 小 手 哭 着 叫 妈

妈，她毫不犹豫地抱起二新递给来救火的武俊

元老汉，并对三宝喊道：“三宝等一等，妈妈抱

出他们，再抱你 !”烈火越烧越旺，她再次冲入

火中，又尽全力抱出二花。这时，窑洞被大火

吞没。全村人都赶来了，待人们把紧抱在一起

的牡丹母子救出时，她俩已经烧成重伤。抢救

途中三宝停止了呼吸。牡丹被送入汾阳医院，

终因烧伤过重，抢救无效，于 6 月 19 日 11 时 52
分逝世，年仅 36 岁。马牡丹爱憎分明，朴实无

瑕的品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感动了

全县人民。

中共孝义县委、中共吕梁地委、中共山西省

委和全国妇联先后做出向马牡丹同志学习的决

定并发出号召。邓颖超题词誉她是“伟大中华母

亲”。

马牡丹：伟大中华母亲

马牡丹烈士英雄事迹电视剧《山溪之歌》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