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河东岸，蔚汾河畔，青石崖上！

兴县城往西 25 公里，蔚汾河与黄河交汇

处，便是碧村。特殊的地理位置，注定让碧村不

平凡，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1000多年前，北齐

政权在此置县设村。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碧村

又一度成为抗日战争的前沿和晋绥边区的后

方。国际和平第六医院诞生于此，它的存在如同

一面旗帜，留下了一批批共产党人鲜红的足迹

和感人事迹……

岁月如梭，山川巨变，国际和平第六医院早

已尘封历史，如今发展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

军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世界一流学科建

设高校”、国家“211工程”和全军“2110工程”重

点建设院校。曾经的山崖河畔小村也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曾经贫穷的碧村百姓也过上了

美滋滋的幸福生活。

晋绥军民一家亲

1946 年，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100 多号

人，从黄河对岸迁来碧村。其中一部分是伤兵，

用担架抬着。当天，碧村特别红火，年仅 15岁的

村民王秀俊也赶来凑热闹。

“部队医院回来了。”此前，村民已得到消

息，提早做了准备，纷纷主动腾屋给医院使用。

这导致许多村民一家老小挤住一屋，生活多有

不便，但是大家却很开心。

医院成立之初，一穷二白，条件简陋。医护

人员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亲手设计图

纸，找木工制作夹板等器材，土法办药厂，创建

卫生学校，解决医务人员短缺和医疗技术水平

不高的问题……

上面提到的医院就是国际和平第六医院。

医院搬回来后，依山就势分布在碧村底坪、上街

和前街。大夫和护士照旧忙个不停，医院不仅要

收治伤兵，还免费为老百姓看病，服务范围扩大

到全兴县乃至神木县。

“医生和护士服务好，随叫随到！”一天，半

夜里，一只狼溜进了村民白居后的羊圈。驱狼

时，白居后的腿被狼咬了一口。白居后立即摸黑

赶到医院，医生为他处理了伤口。

有一次，村民王秀俊的母亲王何英吃晚饭

时，麦壳卡在了喉咙上，情况危急。王秀俊带着

母亲心急火燎地跑到医院。值班的是一位男护

士，20岁上下，身着一身灰布衣。问清情况后，男

护士站在院子，吼了两声：“病人来了！”话音刚

落，医生赶来，为母亲解除了痛苦，还给了一些

药。

“我们管大夫叫医生，医院最牛的手术大夫

是祁部长。”据王秀俊讲，那会，村民和医护人员

相处融洽，军民亲如一家。

每逢七月剧社来医院慰问演出，台下，医护

人员、伤员、村民混坐一起，拉家常、鼓掌，场面

感人。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1948 年，医院随军

南下。24 位烈士因医治无效长眠于碧村。每年

清明节，王秀俊给烈士父亲上坟时，都不忘祭

拜这 24 位烈士。“他们都是功臣，我们不能忘

记。”

改革吹来富民风

碧村是一块风水宝地，依山傍水。蔚汾河流

经该村，因拐了九道弯，被当地人叫做九龙湾。

千百年来，蔚汾河水奔流不息，滋润了两岸的庄

稼，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碧村人。

但是，真正让这方水土养育好这方人，却是

在改革开放后。

“要想富，栽枣树”从 1980 年开始，碧村百

姓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乘改革开放之风，

审时度势，把握机遇，发展了 1000亩枣树林。几

年的功夫，九龙湾两侧的平地、山上的坡地，栽

满了枣树。每年深秋，漫山遍野的枣林，枝头挂

满了枣儿，红彤彤一片，枣香四溢。

户均 4亩枣林，从 1990年开始，碧村成为兴

县有名的红枣村，村民享受到枣树带来的红利。

村里的红枣加工成乌枣后，远销海外，成为村民

最大的收入来源。

党员王油孩是最早吃螃蟹的人。他不仅是

村里最早的红枣种植大户，也是最早的红枣加

工户。包产到户政策实行后，王油孩果断承包了

村里的几亩枣林。“我是村里第一个将孩子送进

城里读书的人。”王油孩告诉记者，上个世纪八

十年代，他就是村里的万元户，连续好几年，年

收入三四万元。仅红枣一项，年收入就突破万

元。手里攒了点钱后，他花 6000 元买了村民的

三孔石窑，轰动全村。

“我们都是沾了红枣的光。”在王油孩的带

动下，许多村民开始从事红枣种植、收购与加

工。村民王改生也算是村里较早的一批红枣加

工户。断断续续，王改生从事红枣加工 20多年，

生意好时，年收入两三万元。

最辉煌的时候，碧村共有 50多家红枣加工

户。村里到处可见熏枣炉。碧村也因此成为全国

最早的乌枣加工基地。

靠着红枣，越来越多的碧村百姓成为万元户。

村民认为：“枣树是碧村人的幸福树和致富树。”

“这都是党和国家的功劳！”虽然，近些年，

红枣价格持续维持低位，村民收入下降，但是村

民对枣树怀有特殊的感情。对当初政府提倡栽

种枣树的政策，大家依旧坚决支持。

踏上幸福新征程

“近十年，村里变化最大。”

“党和国家对农民的关心更多。”

碧村广场位于当村，面积达 2000 多平方

米，全部硬化，配有健身器材。

广场中央有一棵老槐树，长得郁郁葱葱，四

五个成年人才能合抱得住。夏日，闲时，村民喜

欢围坐在树下乘凉聊天。聊着聊着，大家就把话

题转到了村子的变化上。

“咱们村的路是修美了！”村民白油处先夸

起了村里的路。自 2014 年以来，村里先后投资

上百万元，硬化路面 3000 平方米，新建了一座

漫水桥和一条 1300米长的村中便民道路，村里

街巷和进村路全部硬化。彻底结束进村路雨天

泥泞、晴天尘土的历史。

“自来水更甜了！”据村民王秀俊讲，2018
年、2019年，省水利厅投资 187万元为碧村实施

了自来水新建和改造工程，更新了 3.6万米长的

管道，使得碧村自来水实现水质、水量、方便、保

证率四达标。村民足不出户，便能吃上放心水。

“看病也方便了。”村委副主任白彦珠则饶

有兴致地介绍起了村卫生室。2016年，村里配备

了村医。2018年，新建达标卫生室。基本做到了

常见病、小病不出村。村民享受到了基本的医疗

和公共卫生服务。

“还有日间照料中心、太阳能路灯、蔚汾河

堤坝、危房改造、开通了互联网……”白彦珠掰

着手指头数起了村里的其他变化，数了一会，把

自己也数糊涂了。

村容村貌变化大，村民个人变化也不小。记

者随机走访了几户村民，发现这几户村民生活

堪比城里人，家中都有现代化的家用电器，户户

通电视、冰箱、洗衣机是标配。有的还安装了净

水机，用上了大尺寸液晶电视……

“解放前，我们村可不是这样。那时，我们吃

不饱、穿不暖，整天东躲西藏。”听了大伙的聊

天，王秀俊感慨地说：“现在，我们的日子很好

了！听党的话！没错！”

有人说：碧村百姓很聪明，出去务工都比别

人挣得多。白彦珠透露了其中的秘密：“我们村

的百姓觉悟高，看得远，能跟得上党和国家的政

策。”

“国家不是提倡发展乡村旅游吗？”据白彦

珠讲，下一步，碧村也将加大旅游资源的开发。

发展旅游，碧村更具优势，因为这里拥有多

处红色遗址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碧村遗址。

西邻兴神黄河大桥、沿黄旅游公路，静兴高

速公路穿村而过，碧村的发展道路越来越宽广。

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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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儿，有一条奔腾的黄河，养育着两岸的人

们；

这儿，有一座满墙弹孔的老爷庙，无声地述

说着过去的故事；

这儿，有一群勤劳善良的淳朴人们，用他们

的方式保护着故土；

这儿，是柳林县三交镇三交村。

2021 年 5 月 20 日，记者驱车来到三交村老

爷庙。数百年来，老爷庙都是三交一带居民和

过往商客祈福求平安的宗教场所，1936年春，红

军东征强渡黄河，在老爷庙内驻军。1936 年 2
月 26 日，山西省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在此成

立，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一座庙 斑驳外墙见证历史

1936年 2月 21日，红一军团强渡黄河，占领

了坪头村山头，把阎锡山的军队的堡垒各个击

破。当战士们打到三交龙王庙时，对面老爷庙钟

楼上，阎锡山的军队凭借居高临下的地形，用两

挺重机枪疯狂扫射，进攻一时受阻，张仁初团长

目睹一个个牺牲的战友，心如刀割。他秘密派遣

两个精兵从后山迂回至钟鼓楼背后消灭了敌人，

占领了三交镇。

“你看这墙上的弹孔，就是那次战斗留下

的。”随着三交红色文化研究员李斌元的指引，

记者发现满墙清晰可见的弹孔。

1936年 2月 26日，周恩来第一次来山西，在

时属中阳县的三交镇老爷庙内召开千余人的大

会，成立了山西省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同时进

行扩军工作，当地青壮年踊跃参军，不仅给新编

三十军补充了百余名战士，还先后建起了三交、

坪上、宋家垣等 16个村党支部和农民协会。同

年 3月中旬，三交镇再次被敌军占领，中阳县苏

维埃革命委员会告一段落。

苏维埃政府机关办公地址选在当时的“当

铺院”，后来的三交粮站院，是一位孝义籍商人

捐赠。在此院内不仅设有红色政权各委员办公

室六处，还设有共青团、工会、妇联等群团组织

四处，游击队总部一处。

尽管其建立时间不长，但山西省第一个县

级红色政权领导广大农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

地革命斗争，使广大民众看到了翻身求解放的

希望，提高了革命觉悟，激发了革命热情。

一群人 各尽其能保留印迹

从老爷庙出来，去往苏维埃政府机关办公

旧址的路并不远。一辆三轮货车拉着建筑材料

从一处大门驶去。“那儿就是。”随着李斌元走进

院子，刚驶入的三轮车正在卸载建筑材料，工人

正有条不紊的工作。整个院子两排窑洞，一排

七孔窑洞，中间一处窑洞内，简易的单人床，几

个塑料凳子。三交村党支部书记强周元为保护

红色遗址，筹集二百余万元，于今年正月二十六

动工修缮中阳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旧址，将于 7
月竣工。此时的强周元和工人们一般打扮，他

向记者介绍三交村：“要说这红色遗址，咱村里

不少，每一处我们都在尽力保护。”

山西省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所在地三交镇

三交村，依傍黄河，村内古店铺、古庙宇、古民

居、古渡口、红色旧址密集，2021年被评为“首批

中国传统古村落”。同时，村内还有红三十军军

部、基本保存完整的 400米明清古街等资源，也

有黄河古渡码头、旅游码头等比较完整的黄河

一日游旅游项目。

“现在我们三交村基本形成赏黄河风景，领

略黄土文化、红色文化内涵的旅游体验线路，每

年接待游客 3万人次。”

比邻中阳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旧址，是周

恩来办公旧址。

1936 年 2 月 21 日，红一军团攻克三交镇的

第三天，毛泽东派周恩来开辟地方工作，周恩来

东渡黄河来到三交镇，住在原“三合成商行”，现

在的“东征纪念馆”。

周恩来一到三交就风尘仆仆地接见穷苦群

众代表李文才，向他们了解群众疾苦及对顽军

态度，并深入群众中宣传红军主张，成立了工作

队、宣传队、保卫队。经过几天的走访，于 2 月

26日在老爷庙召开千余群众参加的庆祝大会，

正式成立了山西第一个红色政权——中阳县苏

维埃革命委员会。

周恩来在三交住了七天七夜，周恩来的到

来，给了当地老百姓亲切的关怀和巨大的鼓

舞。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有不少富商捐粮捐款、

青年踊跃参军，使当地支红扩红的各项工作取

得了显著成效。

如今周恩来办公旧址还是三交人李兵照自

费建立的红军东征纪念馆。这个四合院内，不

止有周恩来办公旧址，还有毛泽民办公旧址、刘

志丹、宋仁穷实物展室、红三十军扩军处、红军

征粮处等展室。仅刘志丹烈士的图片、信件、批

阅的文件、会议记录和所率部队遗留下来的实

物等革命文物就达 500余件。

从小就听爷爷讲红军东征故事的李兵照，

想把红军东征时遗留的东西收集起来，既教育

子孙后代，也可告慰先烈。从 1981 年开始，李

兵照拿出 30 多万元搜寻红军东征时的资料和

遗物。1999年，红军东征纪念馆开馆，免费向公

众开放。馆内的万余件原始信件、图片、作战兵

器及一些实物资料，展示了红军东征、山西第一

个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情况及周恩来、刘志丹等

老一辈革命家在黄河渡口的活动情况。目前，

该馆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开馆以来，已接待超十万参观者。

一颗心 红色精神永追随

与强周元、李兵照一样，随记者一路追寻三

交红色遗址的李斌元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保护

着这片红色热土。

年逾古稀的李斌元，是三交红色文化研究员，

也是三交镇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2015年伊

始，《三交老年》创刊，他是编委主任，也是责编。

李斌元担任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之后，

提出“为三交老区人民树碑立传，为当代英雄著

书立说，为三交发展鸣号擂鼓，为子孙后代树标

立范”的宣传工作思路。

2016年 4月 14日，是刘志丹将军殉难 80周

年纪念日，李斌元在党支部发出“纪念刘志丹将

军牺牲 80 周年暨红军东征胜利 80 周年征文活

动”的倡议，并带领写作组成员深入乡村、城镇，

收集资料、查阅档案，整理编撰了《此情可待成

追忆》一书，赠送给刘志丹将军纪念馆，供参观

游人阅览。

在《三交老年》中，“红色回忆”“红色文化”

栏目是他一直坚持的，他说：“从小听到大的故

事，我们有义务写出来。”他发动老同志投稿，传

承红色文化，为尽情讴歌真善美，传递和释放正

能量搭建了又一个平台。

一片情 红色热土焕新颜

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正焕发出新的活力。

具有千年历史的三交村自古就是黄河古

渡，水陆码头，是秦晋两省四县交界处。村内有

省级文保单位——刘志丹殉难处，市级文保单

位——山西省第一个苏维埃政府旧址，县级文

保单位——老爷庙、勤俭老店，以及周恩来办公

旧址、红三十军军部、基本保存完整的 400米明

清古街等资源。为推动旅游产业发展，三交村

2016年聘请设计院，对当地 2016年至 2020年的

发展做了系统规划和设计；投资 65万元对三交

村中国传统古村落和历史文化名村进行规划设

计；筹资二百余万元对“山西省第一个县级苏维

埃政府旧址”进行修缮保护；投资 20 万元对三

交村古建筑群进行设计。

近年来，三交村发挥自然资源、红色资源优

势，以创建省级旅游示范村为着力点，通过不断

加强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实施山村宾馆、农家乐

经营发展等举措，推动旅游产业发展。在发展

旅游业的同时，当地还通过“党建+红枣”模式，

大力发展红枣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凭借旅游、红枣、商贸等主导产业，三交村人

均年纯收入已超万余。相信，通过挖掘黄河文

化、红色旅游文化，振兴红色产业，一心向党的基

层领导人能够带领当地百姓走向幸福新生活。

革命火种燃三交革命火种燃三交
——来自柳林县三交村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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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符宏伟 木二东

19361936年年 22月月 2626日日，，在三交镇老爷庙内召开千余人大会在三交镇老爷庙内召开千余人大会，，成立了山西省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成立了山西省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符宏伟符宏伟 摄摄

今非昔比九龙湾今非昔比九龙湾
——来自兴县碧村的报道

□ 本报记者 曹永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