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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年正月的年味还很浓郁，爆竹声、
锣鼓声、歌唱声仍不绝于耳，人们仍然沉
浸在享受歌舞升平的美好生活、颂扬新
时代祖国繁荣的欢乐之中，亲友往来，有
说不完的话题、抒发不完的感情。

刚过元宵佳节，我就接到上世纪八
十年代、任吕梁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直接
领导过我、热情指导我工作的王生明仁
兄的手机通话。他说 1947 年至 1948 年
他在大武镇“贺龙中学”整整一年，边学
习训练，边上山开荒种地，记忆尤深，不
知现在大武变成啥样了？我说变化很
大，旧貌换新颜了，修起高楼，修通新城
吕梁大道，建好和早已启用了大武飞机
场。你可从首都机场起飞来吕梁大武重
温旧情，感受大武前后两重天的变化。
他听了十分惊讶，脱口而出“大武竟有了
飞机场，真想不到啊！”我说机场已开通
五六年，可飞往国内好几个大城市，欢迎
您来，我去机场接驾。

互问一阵各自的情况后，他说最近
写了一副歌词《塞上抗日敌后武工队之
歌》，请原大同艺术学院院长、音乐系教
授李恒林先生谱曲，由大同市作协副主
席姚桂桃女士写了推荐词，在《大同晚
报》刊登。

仁兄王生明，对吕梁有深厚的感情，
我想有必要把《塞上敌后武工队之歌》也
推荐到《吕梁日报》刊出，让演艺人和歌
曲爱好者一展歌喉，唱响在吕梁大地，唤
起人们对革命前辈的追思和崇敬！

在日寇侵略中国的年代，塞上（位于
内长城以北、外长城以南的雁北地区）
是敌后武工队活跃的地区之一，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军民
联合，运用毛主席的战略战术，组织起
一支扎根本土，保卫家园的武工队，勇
敢抵抗日寇的“三光”暴行，昼夜反击日
寇扫荡的野蛮行径，大大挫伤了日寇的
嚣张气焰，鼓舞了军民的抗日信心，捍
卫了塞北乡亲的生命财产和民族尊严，
涌现出像王保那样的民族英雄，为国为

民壮烈牺牲，表现出中华民族英勇不屈
的战斗精神，铭记史册。王保就是王生
明的父亲，是晋绥第五分区直属武装工
作队队长兼政委，于 1942 年 8 月 5 日在
朔北战斗中光荣捐躯。王生明当时只
有 11 岁就当了小八路、小号兵，转战南
北。后到地方工作，几易单位，多年从
事新闻工作，以老报人离休，落居京城，
仍笔根不息，上网发文著书立说，不忘
初心，歌功革命先辈，主持正义，批驳错
误言行，年近九旬，不减当年之勇，受到
很多人的尊重，不愧是革命先烈遗志的
继承人。

吕梁革命根据地也是晋绥边区的一
个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也在党的领导
下，军民奋起抗日，特别是在 120师贺龙
将军的指挥下，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组织
多次反扫荡斗争，如有名的兴县甄家庄
战斗和交口县关上战斗，都给日伪军以
致命打击，也有不少军民献出宝贵生命。

回想起来，如果没有全国各地军民
这种顽强斗争的抗日精神和可歌可泣的
牺牲精神，就不会有全国抗战的彻底胜
利，也就不会有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也
就谈不上彻底推翻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
上的三座大山，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诞生，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的伟大成就及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
辉煌奇迹，也就不会有今天民富国强，歌
舞升平，安居乐业的大好景象。

所以，我们绝不能忘记那些为国为民
捐躯的烈士和参与同日伪军斗争的军
民。我想，这就是王生明仁兄创作《塞上
敌后武工队之歌》的思想渊源和精神动
力，以唤起今天人们不忘国难之苦，珍惜
革命的胜利果实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我们一定要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
中央领导下，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旗帜，不懈努力、
艰苦奋斗、加快吕梁脱贫致富的步伐，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为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而顽强拼搏。

歌舞升平中的追忆
——推荐刊登《塞上抗日敌后武工队之歌》

□ 杜志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建议班主任老师为
住校学生组织过生日呢？事情还得从那一年
3月的一天说起。那天是我刚刚兼任高一年
级 61 班班主任工作的第二天，中午，有几位
学生要请假，说他们应邀为另一个班的同学
过生日去。他们并未误课，是利用午休时间
赴约的。然而，下午的课堂上，竟有两位学生
支持不住地打瞌睡，原因是喝多了酒。第二
天又有两位学生因为拉肚子而耽误了两天学
习。又过了几日，一位家在农村的学生急急
地找我要请假回去，说是向母亲要钱。他看
到我有点迟疑不决怕不准他的假时，便委屈
地诉说，早几天我就给家里打过电话要钱过
生日用。父亲不但不同意还骂骂咧咧地说，
小小年纪，过什么生日，讲什么排场！可我已
经吃了别的同学的生日饭了，我过生日哪能
不请呢？要不，同学们会说我小气，或者说我
不出血。学生们向我反映的另一件事，也很
惊心动魄：某学生因家长不给钱而自己借钱
过了生日。为了省出钱来还债，最近一段时
间，他一天只吃一顿中午饭。那怎么能行？
我急忙找到这位学生，并要借钱给他。谈话
中，我觉得他已经醒悟，说他不该瞒着大人办
这事。学生过生日在外宴请同学这件事，几
天来一直在我脑海里缠绕着。于是，我又走
访了同年级的和不同年级的班主任老师们。
他们也很头疼学生成群结队去饭店过生日。
准假吧，怕出去万一出现不安全的事怎么向
家长交代！不准假吧，学生有抵触情绪。谈
论中，班主任们一是责怪学生家长对子女娇
生惯养，要钱就给；二是责怪教育行政部门没

有严格规定。就此事，我又在家长中做了调
查。经济条件好的家长说，没办法，孩子闹得
不行，不给钱，人家就不去上学了；家境一般
的家长反映，一顿饭吃掉了我们全家半个月
的生活费！孩子不替大人着想，又能怎么办
呢；经济条件差的家长有点难为情，“我们没
有给孩子长脸面，一桌饭大几百元，实在拿不
出来。”

看来，中小学生过生日互相请吃已经成
为一种社会的奢侈现象，作为教育工作者怎
么应对呢？我思考了良久，便把我从家长、老
师、学生那里了解的情况讲给 61 班学生听。
又组织了一次主题班会让同学们各抒己见。
班会上学生们争先恐后地一个接着一个发
言。副班长邢艳丽说：“过生日要感激父母给
了我们生命，是他们把我们带到这个五彩缤
纷的世界，我们不能忘记父母。”团支部书记
贾基鑫说：“过一次生日，意味着我们又长大
了一岁，应该越来越懂事才行。过生日要向
父母表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做一个让父母
放心的好孩子。”十几位学生畅谈了他们的认
识以后，全班学生形成了一个共识：过生日还
是勤俭节约好，全家人吃一顿较好的饭菜，表
示祝贺即可。班会上，我提出：有的同学的生
日正好在节假日能在家里过，如果开学期间，
住校学生的生日不在双休日那又怎么办呢？
同学们异口同声，老师组织全班同学集体庆
祝吧。

隔了几天，团组织委员麻晓慧对我说 3
月 19日是他的生日，邀请老师为他筹划。于
是我兴高采烈地与班干部们研究了怎么过

法。麻晓慧同学生日那一天，同学们把教室
里清扫得窗明几净，桌凳摆放得格外整齐，个
个喜气洋洋。庆典活动安排在了自主自习时
间。当我走进教室，映入眼帘的，是黑板正中

“祝你生日快乐”六个大字，闪闪发光。教桌
上一个黄色圆形大盘子里挺拔站立着 20 支
蜡烛已经点燃。讲台下，三位服务学生正在
为同学们发放喜糖。不一会儿，在主持人一
声热情洋溢的“请”字下，主人翁麻晓慧同学
微笑着快步走上讲台。这时，全班同学起立
齐声合唱了《祝你生日快乐》，优雅的歌声飞
荡在教室的各个角落，震荡着每个同学的心
灵。烛烛光慢慢地变化成一团火。十几位学
生代表在热烈的鼓掌声中一个接着一个发言
祝贺并提出了美好的希望。有的发言铿锵有
力，有的发言温柔体贴，然而都充满了融融的
同学情，浓浓的学子义。他们在祝贺同伴，也
是在激励自己。紧接着，在主持人示意下，室
内顿时一片寂静。只见麻晓慧同学双手抱
拳，慢慢地闭上了双眼，默默地许下自己的心
愿。心愿——天机不可泄露。大家都在猜
想：或许他在说，我 18 岁了，长大了，成人
了。在家里，我要感恩父母一辈子，要成为家
庭的顶梁柱；或许他在说，在学校，我要成为
雷锋式的好青年；或许他在说，对社会，对国
家，我要履行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或
许他在说……生日庆典结束了，同学们依然
沉浸在遐想中。这样为学生过生日，不但同
学快乐，家长快乐，学校师长也快乐，何乐而
不为呢？于是，我才提出了班主任老师应该
为住校学生过生日的建议。

为住校生过一个温馨的生日
□ 成绛卿

三月是一个萌动的季节。
春风不过是挥了挥衣袖，柳树便急吼吼地睁

开了眼，小芽儿舒展着身体，树枝也变得热闹了起
来。最可爱的还是小草，绿绿的，带着柔弱，像害羞
的孩子，这儿一丛，那儿一簇，躲闪着春日的目光。

走进阳台，和煦的阳光在窗户上跳跃，想伸手摘
几朵云彩，让浓浓春意洒满家的每一个角落。

喜欢在午后，捧一本书慢慢品读。始终相信
文字是最好的伙伴，不离不弃，云卷云舒，陪你看
尽江山风景。喜欢在这样的日子里晾晒过往，那
些心心念念，依旧很美丽。

走进三月，心情总是暖暖的，找出好久不戴的
耳环与发卡，看它们摇摇曳曳，顾盼生辉。选一个
带花朵儿的，放在秀发间，清新素雅，别有一番韵
味。那对鲜艳的耳环，也是我的最爱，是以前在三
亚的一个饰品店里淘到的，有着浓郁的民族风风
格，适合踏浪，或者搭配波希米亚长裙，都是不错
的选择。

三月是美好的，生动，活泼，把梦想的灯全部
点亮。把愿望挂上树梢，如风铃一般，摇曳出一派
旖旎。

三月，和女人有关。
三月的风褪去女人身上厚重的冬衣，露出了窈窕

的身姿。一袭长裙，舞动着春的妩媚，万千柔情。
总是固执地认为女人应该有很多裙子，圆点，碎

花，纯白，酒红……春天就穿长袖的，裙摆落在脚踝
处，鞋跟亲吻着大地，发出哒哒哒的响声。

走在通往春天的路上，便是走在追求美好的
途中。与花草相伴，与风月同行，将那些温婉的故
事写在花瓣上。

人生路上，不求圆满，只求心安。最美的遇
见，便是走进了三月的春天。

走进三月
□ 郭雪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