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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4日，是我国现代文学“山药蛋派”骨干、新中国电影
文学先锋、山西“人民作家”孙谦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日子。4
月2日，在他的家乡文水县南安镇南安村，部分群众到最近落
成的孙谦纪念馆敬献花束，并参观孙谦先生生平与业绩展
览。同日，南安村小学部分师生也到学校瞻仰刚刚竖立起的
孙谦先生雕像。 冯增清 摄

本报讯 连日来，为助力疫情防控宣传，孝义市的
民间剪纸艺术人们在省级剪纸传承人郭润芝的牵头
下，用一把把剪刀、一张张红纸表着自己的“斗志”，他
们设计制作了一系列剪纸作品，为抗击疫情加油鼓
劲。

郭润芝作品《抗击疫情中国加油》呼吁人们要保
护动物，要与动物和谐共处；《同舟共济》围绕医护工
作者昼夜忙碌在病床前的情景而构思创作完成。她
说：“我要用传统的剪纸给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加
油鼓劲。”

民间高手王钟用传统民俗手法创作了剪纸作品
《镇邪去疫是吉祥》和《生命之光》。剪纸艺术家赵宝
仙的《战疫神》白衣天使手持各种医疗器械，保民保万
物平安吉祥。许麦英的《抗战疫情》以众志成城、共同
抗疫战胜疫情为主题，表达了人们共同抗击疫情的信
心。王新连的《平安是福》是天使手捧白鸽爱心相连，
祝愿所有战斗在一线的医生护士们平安吉祥。王爱
红的《众志成城.抗病毒》歌颂了医护人员响应党的号
召万众一心，把人民群众的健康放到第一位，众志成
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这些天，孝义市还有李俊梅、侯爱莲、张爱爱、李
林娥、程彦琴、褚爱云、段翠则、李俊新、韩润香、高秉
莲等民间剪纸艺人创作的《战胜疫情》《众志成城.抗疫
情》《追求灿烂的生命》《剪灭疫情》《共同抗击病毒》等
作品相继问世，都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
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决心和意志。他们用这些作品
表达美好祝愿，为祖国加油。小小的剪纸,寄托着美好
的期盼。 （李竹华）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一次查
找，让事情的真相浮出了水面。

据王波介绍，王顺世的父亲
名叫王二原，是革命烈士。但是，
兴县烈士英名录上却没有登入这
位烈士的英名，而且在县志等好
多资料上也查不到他的名字。“这
就是事情的蹊跷之处。”结合自己
的工作经验，王波分析出现该情
况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王二原
牺牲以后，王顺世才两三岁，跟着
母亲改嫁到了别的地方，烈士阵
亡通知书没有及时上交，没有录
入登记，所以烈士名录上没有记
录。二、王二原从小父母双亡，自
11 岁起就靠哥哥抚养长大，1940
年，他 21 岁参加八路军。因其在
幼年时候父母双亡，由哥哥抚养
长大，兄长有享受烈士待遇（政策
上）的 权 利 。 1980 年 ，王 二 原 的
哥哥申请享受烈士家属待遇，并
要求给王二原补发烈士证。从当
时的申请内容看，之前，有关部门
没 有 给 王 二 原 发 过 烈 士 证 。“ 当
时，我看了这些申报材料后，我认
为应该为王二原发烈士证，他的
哥哥应该享受烈士待遇。但是，他的
烈士待遇申请提交时间是 1980 年，兴
县 革 命 委 员 会 于 1981 年 7 月 9 号 批
准、追认王二原为革命烈士，此时，他

的哥哥却病逝了。当时，烈士证
不是由兴县革委会给直接发，它
先报到吕梁地区，再报到山西省
民政厅，烈士证是经山西省人民
政府盖章以后才能给发下来的，
烈士证最后批准回来的时间大约
是 1981 年 底 或 者 在 1982 年 之
间。烈士证回来了，持证人去世
了，烈士证就没发出去，烈士证现
在应该在兴县民政局未发出去烈
士档案里。”王波说。

由于年代久远、资料缺失，想
要快速寻找到答案不容易，但看
着心事重重的王顺世，王波还是
再 次 认 真 地 搜 寻 了 70 年 前 的 革
命烈士参军档案。经过一个星期
多的仔细找寻，他从海量的档案
中查找到了王二原烈士的革命轨
迹。

资料显示：王二原是在 1952
年抗美援朝期间，在参加上黄铺战
役时牺牲，牺牲后被埋在临江。

王二原，兴县奥家湾乡王家会
村人，1941 年参加八路军，在抗美
援朝战争中，参加了上黄铺战役，
当时他是 47 军 319 师 416 团一营

副营长。
至此，王二原烈士以身殉国的英

雄事迹有了资料的印证，王顺世老人
一生的心事得到了圆满的答案。

孝义剪纸艺术家用

作品助力防控疫情

郭润芝剪纸作品《同舟共济》

许麦英剪纸作品《防控疫情，我们在一起》

父亲死因成老人“心结”
海量档案见证英雄事迹

□ 本报记者 曹永亮 本报通讯员 张亚东

王新连剪纸作品《平安是福》

王顺世是兴县人民医院的一名退休医师，即将迎来耄耋之年的他有一桩压在心底的陈年往
事，一直让他难以释怀。这件事就是关于父亲的死因。

据王顺世老人讲，他原籍是兴县奥
家湾乡王家会村，从小就没有享受过父
爱。3 岁那年，他随母改嫁到兴县麦地
山。“听人们讲，我的亲生父亲早就不在
了。我三番五次向母亲询问亲生父亲
的死因，母亲只说父亲是死在了朝鲜，
具体的情况一概不知。”

多年来，父亲的死因成为他的心病。
他多次不厌其烦地去兴县烈士档案保管
单位打探父亲的消息，然而，一直没有找
到答案。“我只想赶紧查清父亲的死因，也
算是对父亲有个交代。如果父亲是牺牲
在朝鲜战场，那我想去那里走一走。但
是，我现在只知道关于父亲的一丁点消
息，无法进一步查证。”王顺世称，母亲生
前曾经告诉过他，有关部门为家里发过一
张盖着“红戳子”的黄纸，仅知道父亲在朝
鲜战场牺牲时是个连长，是个烈士。但
是，家里头没有父亲的烈士证。

“为了父亲的事，王顺世找过我多
次，我也想早日帮他了了这桩心愿。”兴
县晋绥革命烈士档案管理处原主任王
波告诉记者，这次再进档案室，还是为
了帮王顺世完成心愿，查找尘封多年的
烈士参军档案。

多方寻找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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