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吕梁档案里的抗战故事

文水县档案馆珍藏着一份具有特殊

历史意义的档案文件，即《文水县人民委

员会关于永赖渠改为永田渠及永田渠机

灌站建站启用印章的通知》（〔60〕文农马

字第 112 号），档案号为 005- 1·2·1-
0081-008。具体内容摘要如下：

各人民公社、各机关、厂矿、学校：

为了纪念我县第一任革命县长顾

永田烈士，县委决定将原永赖渠改为

永田渠，并另刻永田渠建筑工程委员

会印章一枚，于 4月 27日正式启用。

永田渠为了及早使旱地变水地夺

取抗旱的胜利，在北徐村南，永田渠山

脚下分两级建立了机械提水高灌站，

于 4 月 10 日投入抗旱春浇运动，为了

今后密切联系有利业务的顺利进行起

见，已刻制永田渠机械浇灌站印章，从

4月 27日一并开始使用，特此通知。

1960年 4月 25日

这份档案中提及的顾永田，是一

位用生命浇灌文水抗日热土的革命烈

士。作为文水县抗日民主政府的首任

县长、晋西北八专署专员，他在文水这

片土地上倾注心血、浴血奋战。

顾 永 田（1916—1940），江 苏 铜 山

人，出身贫农。1936年秋，他到太原参

加牺盟会（即牺牲救国同盟会），次年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积 极 投 身 抗 战 洪

流。1938年 2月文水县城沦陷。不久，

在工卫队与牺盟会举荐下，顾永田受

命担任文水县县长，组建抗日政府，开

展敌后抗战工作。

为迅速打开局面，顾永田积极组

建四个工作团分赴全县各区，一方面

以“改造旧政权”为突破口，瓦解地主

豪绅把持的腐朽统治，建立区、村抗日

基层政权网络；另一方面以“组织群

众”为核心，广泛成立农救会、青救会、

妇救会等抗日群众团体，将文水人民

紧密团结在抗日旗帜下。

刚一上任，顾永田即以县政府名

义发布布告，“本政府在国难当头、民

族危亡之际成立，誓率全县人民与全

国爱国同胞一道，坚决抗战，战胜万恶

的日寇，为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

中国而奋斗！”更重要的是，他雷厉风

行地推行了一系列深得民心的改革政

策，从基层政权革新到民生改善，从经

济生产动员到文化思想启蒙，其深刻

改变了文水的社会面貌，赢得了全县

人民的衷心拥护与爱戴。顾永田被文

水群众深情赞誉为“抗日的好县长”，

说“共产党有这样的人才，总要成大事

哩！”连阎锡山也不得不公开承认“文

水县是抗日的模范县”。在他的领导

下，文水迅速成为晋西北坚强有力的

抗日堡垒。

1940年 1月，抗日民主新政权晋西

北行政公署成立，顾永田在八分区数

十万民众的拥护下，在包括一百多位

军政民代表会议上，被推举为八分区

专员。面对日伪军的疯狂“扫荡”，他

亲率部队在交城边山一带英勇作战，

有力牵制敌军。1940 年 2 月 11 日，在

交城田家沟伏击日寇的战斗中，年仅

24 岁的顾永田身负重伤，壮烈牺牲。

他为了保卫这片曾倾注全部心血、誓

死守护的土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顾永田的牺牲是晋西北和中华民

族的重大损失。晋西北行政公署机关

报《新西北报》刊发他壮烈牺牲的消息，

并发表《悼顾永田同志》的社论。《新华

日报》在发表的《顾永田同志生平》中指

出：“他的死，不但是晋西北人民的严重

损失，也是中华民族的重大损失！”八分

区军民为他举行隆重追悼大会，将其安

葬于交城燕家庄，并在顾永田同志坟前

立碑纪念。碑文内容为：

巨星陨落兮，震惊西北；传来噩耗

兮，大地哀伤。君为民族自由而战死，君

为祖国生存而残伤。革命阵营丧失了青

年领袖，日本军阀夺去我社会栋梁。此

仇必报兮，誓除日寇；君之大业兮，吾等

承担。祝君安息兮，吕梁山畔；一 黄土

兮，万古馨香；史册留芳兮，忠贤宇宙；牺

牲壮烈兮，为我民族之荣光。

历史铭记着顾永田对文水的卓越

贡献。1956 年，其遗骨迁葬至石家庄

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尤为珍贵的是，

1960 年，为永久纪念顾永田对文水的

深情奉献与不朽功勋，文水人民将滋

养这片土地的“永赖渠”更名为“永田

渠”。清水长流，恰似顾永田烈士的革

命精神与他带给文水人民的深厚恩

泽，永世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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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高考季，志

愿填报都会成为考生

和家长群体的“心理

攻坚战”。从“天价志

愿填报服务秒光”的

热搜事件，到“考得好

不如报得巧”的坊间

传言，焦虑情绪如同

无形的网，笼罩着无

数家庭。

就业市场的激烈

竞争倒逼家长将焦虑

提 前 至 志 愿 填 报 阶

段。“选择大于努力”

的功利思维盛行，家

长试图通过一次填报

为孩子锁定未来发展

路径。再加上新高考

模式下，志愿填报数

量从传统的 5-6 个激

增 至 数 十 甚 至 上 百

个，而选科要求、专业

内涵、就业前景等信

息的复杂性，远超普

通家庭的认知能力。教育部虽推出免

费志愿填报系统，但信息碎片化、解读

门槛高的问题依然存在。更有甚者，

部分机构利用“智能分析”“精准填报”

等幌子贩卖焦虑，加剧了家长的决策

恐慌。这些焦虑恐慌本质上是教育焦

虑的递延，更是社会竞争压力的前置

投射。

针对志愿填报市场乱象，教育、

市场监管等部门应建立联合执法机

制，严厉打击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等

行为。同时，鼓励高校、科研机构等

专 业 力 量 提 供 公 益 咨 询 服 务 ，引 导

家 长 理 性 决 策 ；也 可 以 通 过 开 设 职

业体验课程、组织高校专业宣讲会，

帮助学生提前了解专业内涵与职业

发 展 路 径 。 同 时 ，依 托 省 级 招 生 考

试 机 构 的 权 威 平 台 ，整 合 历 年 录 取

数据、专业就业率等信息，开发智能

填 报 辅 助 工 具 ，降 低 信 息 获 取 成

本 。 教 育 部 门 应 联 合 社 区 、学 校 开

展家长教育项目，通过专题讲座、线

上课程、志愿填报咨询会、组织家长

经 验 分 享 会 等 形 式 ，帮 助 家 长 树 立

科学教育观。而家长应将关注点从

分 数 转 移 到 孩 子 的 人 格 培 养 上 ，缓

解个体焦虑情绪。

近日，汾阳市委社会工作部携手山西铸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汾阳太和桥街道庆成社区在太和园公园倾情打

造“志愿心传非遗，享安康防未然”主题公益市集，将多元服务与人文关怀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现场精心划分游

戏互动区、志愿服务区、科普宣传区，融合文化传承、便民服务、知识科普等内容，绘就了一幅邻里和谐、服务周全的

生动图景。 刘丽霞 张馨浓 杨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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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洋 通讯员 张继
忠 刘盛威） 户籍窗口是公安机关服务

群众的前沿阵地，是丈量警民鱼水情的

标尺，更是检验公安服务质量的“试金

石”。作为全省首批“枫桥式公安派出

所”，孝义市公安局崇文派出所始终坚

守“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使命，以新

时代“枫桥经验”为指引，从群众身边的

“关键小事”入手，创新推出系列便民举

措，将户籍窗口打造成传递温暖、排忧

解难、守护平安的“民心港”。

“小举措”传递“大温暖”，服务细节

见真情。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崇

文派出所户籍民警聚焦特殊群体需求，

以一个个暖心服务为切入点，将为民情

怀融入点滴工作。无论是游子返乡的

急切诉求，还是学子升学的紧急需求，

抑或是行动不便群众的办证难题，民警

们始终主动作为，用实际行动回应群众

期盼。

今年春节前夕，在外务工的张大姐

返乡途中发现身份证丢失，焦急万分地

来到崇文派出所求助。民警当即开通

绿色通道，当天便为其办好临时身份

证。张大姐感动地说：“本以为赶不上

回家过年了，没想到民警这么给力，真

是帮了大忙！”为满足不同群体需求，崇

文派出所持续优化服务：春节期间为返

乡群众开设假日办证专场；中高考季为

学生开通周末绿色通道；定期为行动不

便群众提供上门办证、送证到家服务；

针对上班族推出“错时服务”，群众可提

前预约，在上班前、午休或下班后办理

业务。今年以来，该所累计延时服务 34
人次，通过绿色通道办理证件 200余件，

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家门口的便利”。

“小信箱”架起“连心桥”，校园守护

显担当。在护航校园安全工作中，崇文

派出所创新设立“青春护航信箱”，覆盖

辖区所有中小学。这小小信箱不仅是

师生与民警沟通的桥梁，更成为排查隐

患、化解矛盾的“前哨站”。某中学初二

学生小王曾在信箱中倾诉因其性格内

向而遭受同学冷落。民警收到信件后，

立即联合学校开展心理疏导，并对涉事

学生进行教育引导。户籍窗口民警还

充分拓展信箱功能，将其打造为“校园

便民服务站”。今年以来，信箱累计收

到师生业务咨询 31 次，解决实际困难

16 件，实现了服务与需求的精准对接，

为校园安全筑牢法治屏障。

“小延伸”推动“大改革”，流程优化

提效能。在深化“放管服”改革进程中，

崇文派出所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

过流程再造、服务延伸，让“数据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成为现实。为减少群

众办事困扰，民警精心制作图文并茂的

办事指南，张贴于窗口醒目位置，并通

过社区微信群广泛推送。同时，联合社

区民警、网格员和物业，将办事表格提

前发放至群众手中，附详细填写说明，

实现服务前置。

“以前办户口迁入，光是准备材料

就要跑好几趟。现在社区提前把表格

和说明送上门，到窗口几分钟就办结

了，太方便了！”居民李女士感慨道。

方寸户籍窗口承载为民初心，点滴

创新举措彰显责任担当。孝义市公安

局崇文派出所将继续深耕服务细节，推

出更多便民利民新举措，用民警的“辛

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在新

时代公安工作中书写温暖答卷。

在文水县开栅村的青石巷陌间，

孟宝峰大夫拄着拐杖的身影已穿行三

十余载，日复一日奔波于村卫生室与

患者家中。他以仁心扎根乡土，凭一

根银针和数味本草，不仅解乡亲沉疴

之苦，更用那副“拐杖丈量医路”的坚

毅身姿，为当地残疾人树起了自立自

强的精神坐标。

1967年 7月，孟宝峰出生于文水县

的一个中医世家，自幼在药香弥漫的

环境中成长，祖父孟振富老先生手持

银针的身影便成为他最深刻的记忆。

在祖父手把手的教导下，年幼的孟宝

峰不仅熟识百草，更对针灸之术展现

出非凡的天赋与热忱。 1988 年，当他

从吕梁地区卫生学校学成毕业时，面

对城市的繁华与机遇，这位年轻人却

毅然背起药箱，回到生他养他的故乡，

用一根银针、三指脉诊，开始了守护乡

邻健康的漫长征程。

这一守，便是三十五个春秋。

走进孟宝峰的卫生室，映入眼帘的

便是满墙的锦旗，“妙手神针 医术高

超”“仁心仁术”等烫金大字在阳光下熠

熠生辉。这些锦旗背后，是一个个被治

愈的生命故事。“我家属三年前中风，在

北京四个大医院扎针没有见效，在孟大

夫这里扎了一针，吃了七副药，明显见

好。”来自北京的病患家属张书文感慨

道。“我睡眠不好，今天是我第四次复诊

了，吃了孟大夫开的药很管用，孟大夫

真的是老百姓的‘守护神’。”患者米女

士动情地说道……“病人的痛苦不能

等。”孟宝峰摇着头说，“你看，有多少哭

着来笑着走的病人，他们手里拿着牌

匾，连连道谢，这其实正是对我的鞭策，

所以，我不能停下来，我要一直坚持下

去，为他们除去病痛。”

身负残躯，孟宝峰比常人更懂得疾

病的刺骨之痛。带着这份将心比心的

理解，每天清晨七点半孟宝峰就已端坐

诊台；夜色最深时，他的身影仍在药柜

前忙碌。在他的日程表上，没有午休、

没有节假日。在每天十四五个小时连

轴转的日常里，常有夜半急诊叩响门

扉：寒冬腊月抓着手电出诊，酷暑三伏

背着药箱夜行，那副磨损的拐杖，丈量

过无数个月明星稀的救急之路。为此，

每一位村民的身体健康状况——谁患

过哪些慢性病，谁对哪些药物过敏等情

况，他心里一清二楚。正是他的这份

“把百姓健康放在心上”的执着坚守，赢

得了大家的高度认可，更成为当地医疗

卫生战线的一面旗帜。随着口碑远播，

不仅周边县市的病患慕名而来，更有外

省患者千里迢迢求医问诊。面对络绎

不绝的患者，孟宝峰总是耐心细致地为

每个人把脉问诊，从不因疲惫而懈怠。

更令人敬佩的是，他始终心系残疾人群

体，先后为 3位残疾人提供就业岗位，手

把手传授医术，帮助他们重拾生活信

心，用仁心仁术诠释着大医精诚的真

谛。

“晨起应诊济世，夜阑秉烛研方”。

孟宝峰不仅将祖传医术发扬光大，更以

虚怀若谷的求学态度，先后自费赴省、

市医院进修深造，在中医内科、针灸推

拿等领域精益求精。“我经常记得老爷

子的一句话——先做人，再做事。”孟宝

峰铭记祖父的教诲，对待病患，始终秉

持着“视人犹己”的医者情怀，无论是严

寒还是酷暑，只要患者需要，他总会拄

着拐杖第一时间赶到。最令人动容的

是，三十五年如一日，他坚持“悬壶济世

不取酬”的行医准则：诊费分文不取，医

药费仅按成本计算，这些年他累计为孤

寡老人、残疾人、困难群众减免医药费

逾万元。乡亲们提起他，无不竖起大拇

指：“别看孟大夫学历不算高，可医术是

真高明；年纪虽不大，学问却很深；对待

病人啊，比亲人还要亲！”这朴实的话

语，道出了村民们对这位乡村医生最真

挚的赞誉。

三十五载寒来暑往，孟宝峰用坚守

诠释着“大医精诚”的深刻内涵，用奉献

谱写着新时代乡村医生的动人篇章。

他那蹒跚却坚定的脚步，丈量着医者仁

心的广度；他那布满老茧却温暖的双

手，托举起万千百姓生命的重量。在乡

村振兴的伟大征程中，他就像一盏不灭

的明灯，照亮了基层医疗的前行之路，

更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位医者的初心

使命。

﹃
拐
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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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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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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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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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义市公安局崇文派出所
“方寸窗口”有温情

近日，方山县与吕梁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就“文旅特色人才引育”项目

进行座谈。这一碰头，就像往平静湖

面投下石子，激起层层涟漪，为“四

宜”方山建设注入人才“活水”，也掀

开了校地携手新篇章。

方山县旅游资源丰富，作为我市

独一份的省级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

坐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北武当山，山

势险峻，云雾缭绕时宛如仙境；流淌

着“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故里的清

廉文脉，处处透着清正廉洁的韵味；

更有张家塔古村落静静诉说着岁月

故事。靠着这些“家底”，该县打造出

“一镇一园、两带两峪、三区十景”的

文旅格局。

吕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是方山

县家门口的“人才摇篮”。学校开设

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研学旅行服务

与管理、舞蹈表演等专业，和方山的

产业需求完美适配。双方立足“资源

互补、人才共育、发展共赢”的共识，

借着座谈会的机会，畅想未来文旅发

展的蓝图。

现场讨论热火朝天，该县拿出十

足诚意，承诺全力搭建校地合作平

台，畅通常态化沟通渠道，并配套专

项政策支持，在实习保障、就业服务

等方面提供便利，确保每个合作项目

都能落地有声。现场还详细介绍了

“书记领办人才项目”，这项创新举措

将成为推动文旅人才建设的重要抓

手，为方山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

动力。与此同时，吕梁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也抛出了诚意满满的“橄榄枝”，

表示将深入挖掘方山文旅资源，将学

科优势转化为产业动能，真正实现教

育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值得一提

的是，座谈会上还以“才聚北川 智汇

方山”为主题作了宣讲推介。在场的

学生们纷纷表示，想把课堂知识用到

方山文旅发展里。现场还发放文旅

宣传手册和文化袋，把方山的美使劲

“推销”出去。

这场座谈会，就像一把钥匙，打

开了校地合作的新大门。双方还将

在文旅升级、乡村振兴、文化创新这

些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靠着人才

和文旅的“双向奔赴”，共同书写“人

才赋能文旅、文旅成就人才”的时代

答卷。

一场产教共振的文旅人才“联姻”座谈
□ 本报记者 李亚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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