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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两位烈士叔叔，在我心中，他们永

远是红色的。

我的三叔叫刘照珍，1915年出生于兴县

木崖头乡（后归魏家滩镇）庙井村，在兄弟六

人中排行老三，1941 年入伍，是特务团三营

十连战士，因思想进步，作战勇敢，同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

国难当头，保家卫国，家家有责。

当时，爷爷奶奶不一定能看懂时局，但

他们目睹了后院里四太爷被日本鬼子杀害

的惨状，揣摩着长年兵荒马乱饥寒交迫的真

正原因，因而义无反顾地响应共产党的号

召，主动送自己的儿子去参军。

按照当时不成文的规定，我的父亲首先

在应征之列，三叔父担心他的二哥孩子多，

家庭负担重，又比不了自己身体强健，不乏

气力，便主动请缨，替兄参军。走时，他乐呵

呵地调侃二哥：哥替我孝敬爹妈，我为哥建

立功勋。

三叔父所在的部队是贺龙部下的特务

团。特务团是特别任务团的简称，下辖侦察

连、警卫连、通信连、工兵连等；战时担负着

一些特别的作战任务，平时负责保卫首长安

全，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不得有半点马虎和

闪失。在队伍里，三叔人品端正，手脚勤快，

又热爱学习，恪尽职守，多次出生入死，屡建

战功。据说，有一回，险情紧张，他愣是用自

己的双脚，超越了敌人的战马，抢回了时间，

夺回了战机，提前报告军情，保卫了首长和

大部队的安全，化解了危机，争回了主动。

在长达五年的军旅生涯中，三叔父只探

过一次家。回来的时候，衣着一身灰白色的

土布军服，领上的标志是红色的，走起路来

风风火火。在讲述部队作战故事的时候，他

总是诙谐幽默，积极乐观，好像在做着一件

极为轻松的事情，光荣自豪感油然而生。他

不时地逗玩着他的侄子们，劝勉他们长大

后，一定去部队建立战功，说那里才是男儿

施展才能的好地方。原本十天的休假，他住

五天就迫不及待地归队了。他总是说，部队

有许多当紧的事情等着他去做，他住不安

稳。并要奶奶宽恕他的不孝。

探亲的日子里，他还要去村里夜校识字

念书，宣传革命。他说，只有共产党，才能给

穷人带来好日子，跟党走要跟到底！在这五

天里，他给伯母、母亲她们安排了许多针线

活，说他的战友们缺乏棉衣棉鞋，争取在他

走的时候，能多带点回部队。为此，我们家

的女人们五天五夜不睡觉，赶做棉衣棉鞋，

三叔父还要不时检查针线活做得结实不结

实。他说，他的那些战友们最怕鞋子不结

实，关键时候掉了队。归队的时候，背了一

背行装，打着口哨上路了，脚步轻快得像打

了大胜仗！奶奶说，活脱脱还是个小孩子。

之后，我家就成了兴县西川一带运送支

前物资的驿站。每每有从县川那面过来的

搬运人马，就总会留驻在我们家里，吃喝拉

撒睡，全包了。奶奶号召一家人腾出马厩骡

栏，烧暖闲置的房子，供驿站人马使用。她

说，看到支前的队伍，就好像见到了战场上

的儿子。后来，大凡有关于前线消息和物资

往来的事情，我家就成了驻地。

1946 年，三叔在绥远凉城强盘山战斗

中，壮烈牺牲。鲜血染红了他的军装。1947
年 2月 17日，晋绥边区行署批准他为革命烈

士。

五叔父的参军，很大程度上受三叔父的

启发和动员。三叔父探亲在家的日子里，经

常和年仅 17岁的小弟弟谈心，给他讲述自己

的经历，讲述他在前线的见闻感受，还讲述

革命的道理。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上前

线打仗，就是为了让乡亲们安全，让乡村里

安宁。

五 叔 父 天 生 豪 壮 ，见 义 勇 为 ，嫉 恶 如

仇。别人但遇不测，他总会两肋插刀，出手

相助。尊老爱幼，礼遇长贤。入伍后，五叔

父更加砥砺发奋，服从安排，听从调遣，见困

难就上，有荣誉就让，从未流露任何畏难情

绪。

期间，我的奶奶病重，捎话给他，要他回

来见见。苦于部队作战任务重，人手紧，叔

父开不了口向首长请假，他说等部队打了大

胜仗后一定回家来加

倍孝顺奶奶。

服 役 时 间 不 长 ，

但他早已是团里的中

坚骨干，大凡有紧急

任务，总是冲锋在前，

置生死于度外。他的

信条就是轻伤不下火

线，不获全胜决不收

兵。在腥风血雨的日

子里，积极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主动

接受党组织的考验。

1944年的春天，和五叔父同村参军又在

同一军营的刘三提，因为患了伤寒，需要回

家救治修养，部队指派三叔父护送刘三提回

家。从宁武途经岢岚回兴县，到达岢岚后，

见队友病情有所好转，三叔父便临时改变主

意，自个提早归队，放弃了唯一的一次探家

机会。他说，前线战事紧急，我哪能避重就

轻，回家逍遥，前线正需要我，战情正召唤

我。谁能料到，这一错过，竟成为永别。

1946 年 6 月，身为雁门独一团战士的五

叔刘侯留，在宁武三马营战斗中，承担了最

为艰巨的突围任务，前赴后继，血洒疆场。

时值炎热夏天，我的父亲，强忍悲痛，卖

了家里仅有的几口大瓮做路费，带领两个本

家前去宁武认领烈士遗体，在部队和沿途政

府的帮助下，父亲他们经过三天的长途跋涉，

终于使五叔父魂归故里。他的身体里依然残

留着倒插着的箭头，直挺挺地在表达着叔父

的英勇和刚强；累累弹痕，诉说着他的生死抉

择。1946年 12月 27日，晋绥边区行署批准他

为革命烈士。

同一年失去了两位亲人，我的奶奶和家人

承受了怎样的痛苦和惆怅！奶奶把两本证书

捧在手里，放在心上。每每到了纪念日，她就

用那干皱的手，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从娘家带过

来的梳妆盒，揭开包裹了多少层的红标布，去

会见她那连影子也看不见的亲儿子，任凭老泪

纵横……

不久，我们一家人欣喜地得知有一队不

同寻常的人马，从延安出发，渡过黄河，来到

了咱蔡家崖，据说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大家

伙的事情，老百姓快能出人头地了！

看到这些前景，奶奶和一家人宽慰了很

多。

两位烈士用鲜血染红了自己的肩章和誓

言。

在两位叔叔的坟前，至今矗立着高高的

纪念碑，上面镌刻着他们的名字和英勇，最

鲜艳的要数红色徽章，无声地讲述着历史的

辉煌，永远激励着我们晚辈人前行。

作者简介：刘瑞华，兴县人，吕梁市人大

正处级退休干部，中共党员，懂俄语。曾任兴

县中学、兴县魏家滩中学俄语教师。1998 年

退休后曾在太原理工大学北方留学服务部任

俄语教师、山西省翻译公司俄语翻译。曾五

次赴俄罗斯、立陶宛、乌克兰任俄语翻译。

我的“红叔”们

□ 刘瑞华

76 岁的任志忠是兴县转业军人的杰

出代表，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他一生

光明磊落、为人正直，对党忠诚老实、立场

坚定、团结同志、深入群众、平易近人、生活

俭朴。退休后亲自带领家人办教育、做社

会公益事业，认识他的人都亲切地称呼他

是“庄户人家的儿子”。

任志忠从小少吃没穿，跟随父母过着

半饥半饱的生活，但他从不抱怨，打小就有

志气。在他刚懂事的时候就和人讲“出去

才能改变 惶”，他不甘心在这个穷山沟里

生活一辈子。1965 年，兴县武装部征兵，

任志忠义无反顾报了名，当上了一名解放

军战士。

在 11年部队军旅生涯中，任志忠先后

受过多次立功受奖。退伍后转业到兴县人

民法院。经过他自身努力，刻苦学习，从一

个“门外汉”很快成为一名合格的审判员，

法庭庭长。在法院工作三十年，其中基层

法庭二十三年，直到 2006年退休。回顾他

所走过的道路，数十年如一日，有苦也有

甜，有失也有得。但他依然是那样的清晰，

那样的坚定。

退休后的任志忠看到农村幼儿“入园

难、入园贵”一直困扰农村家庭的一个难

题，他下决心为社会分忧，积极办学服务社

会，解决农村幼儿“二难”的问题。

他的家所住的位置属于车家庄村与奥

家湾村的结合点。2003 年以来，先后有 6
个村易地搬迁到这里。年轻人大多数外出

务工，剩下小孩和老人留守。由于两个村

子距离幼儿园离得都远，路途的遥远，造成

接送都十分不便，路上车来车往特不安

全。这也成了困扰这些家庭的一个大问

题，也成了任志忠的心病。

任志忠的妻子是一位有高级职称的小

学教师，自己又是名退休老干部，自家又有多余的房子，这些

自然成了很好的办学硬件。

2006 年，任志忠终于办起了奥家湾乡第一所农村幼儿

园。刚起步时，由于没有教学用地，他就对自己家的老院子进

行翻修改造，并把自己和老伴多年积攒的 13万元积蓄盖了教

师办公室。后来，由于农村学生少，条件远不如城里大的幼儿

园，难以养活高薪聘请的教师，刚刚起步的幼儿园困难重重。

为了解决资金问题，向朋友、儿女借，家人多次劝他放弃，但他

却说:“我办幼儿园不是为了赚钱，作为一名党员不能太自私，

要多做对社会有益的事，这样才能对得起党的培养。”

经过 7年的不懈努力，他的幼儿园由刚开始的 6名学生，

发展到现在的 100余名。由于办学水平较好，收费低，受到了

周边家长的一致好评。幼儿园步入正轨后，任志忠把目光投

向了救助特困家庭和留守儿童。几年下来，他为留守儿童减

免学费 3万多元，同时为村里修路、饮水等公益事业捐资 8000
多元。兴县县委统战部光彩事业基金会将他的幼儿园命名为

“同心助教示范点”，他本人也先后被兴县老干部局、吕梁市委

组织部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转业军人、退休干部，变得是增长的

年龄，不变的是为共产主义奋斗不息的信仰。”任志忠说。

任
志
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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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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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 洋
通 讯 员 胡慧琴

6 月 1 日，石楼县红

军东征纪念馆讲解员徐

海涛正在为灵泉镇马村

明德小学的师生们进行

一场主题为“光辉的历

程，伟大的转折”的党史

学习宣讲。今年以来，

我市各级各类学校结合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讲

红色故事、读红色经典

等系列活动，引导青少

年铭记红色历史，传承

红色基因，坚定不移听

党话、跟党走，争做时代

好少年。

刘少伟 摄

本报讯 党史学习教育以来，孝柳铁路公司

注重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积极开

展挖潜提效增量创收，聚焦生产一线改善岗位

条件，办好办实职工群众最关心的事，以实际行

动践行教育成果，展示组织作为。

党建融合引领企业发展，采取收听讲座、集

中学习、专题讨论等形式进行宣讲，结合公司重

点工作任务，激励党员干部和职工群众学史明

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以永不懈怠

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确保公司各

项工作有序推进。八个基层党支部通过“三会

一课”积极开展学习教育，“重温入党誓词”、“现

场服务活动”、“班前微党课”、“党史知识每日一

学”、“小菜园劳动”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与公司运

输安全生产有机融合，党史学习教育更加入耳

入脑，走心走实。一次次集体学习、一次次主题

党课、一次次思想洗礼……持续不断“补钙”“加

油”，让广大党员干部把对党忠诚、为党负责融

入血脉，铸入灵魂。

孝柳铁路公司领导班子带头践行“学史力

行”，加强一线调研检查，全面深入了解运输生

产和职工生活情况，结合生产实际确定“1211”
工作目标，针对“安全管理、生产管理、经营管

理、职工队伍素质、后勤服务保障”方面存在不

足制订提升管理水平五大措施，以严谨务实的

工作作风履职尽责，以实际行动体现“爱企如

家”的情怀和“勇挑重担”的担当。

面对当前运输“淡季”，积极改进营销组织

模式，实行责任制、项目制管理，定人、定量、定

责组织开展营销工作。党员干部带头进企业、

访客户，动员企业增加铁路发送比例，对集装箱

装车业务开展攻关并于 5月 13日成功发运第一

列。深入开展挖潜提效，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制

定提效措施 31项，实行运输分析制度和协同配

合机制，重点打好离石、穆村、王家会三大货运

站作业效率，确保每日装车高效高标兑现。1
月 1日至 5月 10日，公司货物发运量完成 647.8
万吨，同比增加 166.6万吨，同期运输生产创历史最好水平，增

运上量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关心关爱职工生活，办好职工身边的小事实事。机车乘

务员原来在驾驶室内使用普通电热壶烧水，既存在安全隐患、

也不方便。在了解情况后，公司及时为机车乘务员、调度员、

值班员等重要行车岗位配备了 49台智能压力热水壶，配发隔

热防摔水杯 310个。同时，为职工增加伙食补助，早餐保证每

人一袋牛奶、一颗鸡蛋，让辛勤工作的职工补足营养；改善岗

位环境，整修行车室，让职工工作起来更舒心；对站区旱厕进

行全面整治改造，让职工生活更加方便卫生。 （陈亚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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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冯海砚） 为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走深走实，离石区枣林乡创新学习载

体，创建了党史学习教育基地，把党史知识

“种”上墙，让前来办事的党员干部群众在等

待办理的过程中重温党的光辉历程，接受党

史洗礼，做到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5 月 27 日，记者来到枣林乡党史学习教

育基地，恰巧遇到工作人员张晓燕正在指着

一面“党史墙”，给前来办事的群众义务讲课，

讲述党的一大到十九大的百年奋斗历程和伟

大成就。

该乡党史学习教育基地分为光辉历程、重

要会议、精神谱系、习语智典四个版块。光辉

历程板块以中国共产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为序，

通过精炼的文字和百余幅珍贵历史照片，全面

反映了 1921年 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召开以来，走过的发展历程，生动地展

现了从艰难探索到开拓创新的奋斗历程；重要

会议重点介绍在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外

的其他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精神谱系重点

展现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伟大实践中

的一座座精神丰碑；习语智典重点推出习近平

总书记在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

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等党的建设方面和

重要会议上提出的经典语录。

连日来，该乡立足党史学习，结合辖区发

展实际，提出了“1123”发展总体思路。“1123”
即“一个指引、一个目标、两手抓、三步走”。

一个指引，强调的是发展的指导思想，即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一个目标，强调的是发展方向，即以“建设美

好枣林，打造一流乡镇”为目标；两手抓，强调

的是发展任务，即一手抓农村党建，一手抓乡

村振兴；三步走，强调的是发展时间表，即“一

年打基础、两年上台阶，三年创亮点”。

沿着楼梯，拾阶而上，记者看到，前来办

事的党员干部群众在每一块“党史墙”前，都

会慢下脚步认真观看，墙上的图片和文字分

门别类、一目了然，让大家对党的百年发展历

程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农村党员渠玉平说，

“党史墙”作为学习新载体，不仅方便了村里

党员学习党史，同时也让每一位来此办事的

村民能够在耳闻目染中受到党史教育。

党史文化上了墙，红色基因植入心。党

员干部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信心

足了、干劲大了。该乡聚焦群众反映集中的

共性需求和存在的普遍性问题、聚焦发展亟

待解决的痛点难点问题、聚焦长期未能解决

的民生历史遗留问题，创新推出“五个一”活

动。“制定好一个规划”，帮助各村村委制定一

个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的发展规划；“开展一次大调研”，围绕为民

惠民便民、三零创建，问计于民，开展一次“社

情民意大调研”；“上马一个民生项目”，充分

挖掘自身优势和资源优势，借鸡下蛋，引进龙

头企业，帮助各村村委上马一个直接造福于

民的民生项目；“开展一次大宣讲”，深入党员

群众家中，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讲好党史、上好党课；“制定一个村

规民约”，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引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相统一，制定好一

个村规民约，推动移风易俗，坚决遏制大操大

办、厚葬薄养、人情攀比、天价彩礼等陈规陋

习。同时，开展“亮家风家训”活动，不断集聚

社会正能量，在全乡形成家家弘扬家庭美德、

人人构筑“中国梦”的良好风气。

“通过党史学习教育基地的建设，就是要

着力打通党史学习教育‘最后一公里’，让每

一个支部、每一名党员都学起来、动起来，让

‘神经末梢’与‘中枢大脑’意志统一、行动统

一、步调一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群众的理

想信念，激发干事创业的热情，为建设‘美好

枣林、一流乡镇’新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枣

林乡党委书记李文生说。

党史文化上了墙 红色基因植入心

离石区枣林乡别样党史教育提神暖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