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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是我国最鲜亮的底
色，特别是在当年女英雄刘
胡兰血染的地方，这种底色
显得尤为鲜艳、亮丽。

下面给大家介绍的就是
发生在刘胡兰家乡——文水
县的红色故事。

吕梁故事

红色文化风行文水，它变为一股春天的热流，
涌向广袤的田野，流入人们的心田。

县武装部贾锋耀，以雷锋精神为楷模，见一家
起火后，只身冲入火海，一口气扛出六个发烫的氧
气瓶，防止了一场氧气瓶爆炸引起的更大灾难；他
曾勇追歹徒，为群众夺回了被抢的皮包；他一个人
爬上 30米高的铁架，解救下寻短见的妇女……

贾锋耀曾因见义勇为，先后 4次受伤住院；曾
自费掏出 8万余元，资助贫困学生 126人，帮助群
众处理涉法问题 15次；参与救死扶伤 21次，参加
地方抢险救灾 21 次；他发起组建了爱心接力团，
扶贫帮困，累计捐资 10 万余元，资助了贫困户脱
贫。

贾锋耀组织的 300多人的学雷锋爱心接力团
成立几年来，自筹资金 20 多万元，资助贫困学生
180余人，学习用品超万件；帮助群众处理涉法问
题 30余起，参与救死扶伤 40起，救助受伤群众 68
人，参加地方抢险救灾 27次，为近 500多名困难群
众捐赠棉衣、棉被等慰问品等。深入到学校宣传
雷锋精神和胡兰精神 80余次，直接听众 3万余人

（次）。
红色文化志愿者协会是一股具有活力的新生

力量，去年成立后，在会长张小虎的带领下，会员
发展到 190多人，志愿者扩大到 600余人，人员遍
布到全县各个乡村。会员们利用他（她）们自己集
资的钱和会费，给困难家庭送去了粮油等食品。

特别是在抗疫期间，志愿者们奋勇向前，轮流
上阵，冒着夜晚 3度左右的寒冷气温，分布在全县
胡兰大桥西口、开栅高速路口、文水与平遥县交接
处三个偏远的检查站口，昼夜值勤，严防死守，测
量行人体温，检查行人行程……

在当年女英雄刘胡兰等一批革命先烈用鲜血
染红的文水县这块土地上，人们正用红色播撒种
子，用红色感受初心，用红色奉献青春，用红色净
化着心灵……

英雄县的红色情怀
□ 梁振明

红色歌曲，是赞扬和歌颂革命和祖国
的歌曲，它是革命实践的真实写照，它能
唤起人们的红色记忆及革命初心，能够激
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和奋发向上的工作热
情。随着党中央发展红色文化春风的吹
拂，文水大地群众民间文艺活动组织像雨
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

文水县老干部艺术协会把唱红歌、演红

歌，当作一项使命和责任，制定了“以红色的
歌曲激励人，以优美的歌声打动人”的办会
宗旨，先后排练出了《幸福中国一起走》《中
国新时代》《歌唱祖国》《祖国颂》《歌唱英雄刘
胡兰》《党啊亲爱的妈妈》等三十多首大合唱
红色歌曲，在全县进行了多次演出。

2020年以来，他们在张四平老师的精
心辅导下，还排练出了四个声部、难度较

大的大型声乐史诗《长征组歌》，并请国家
原战友文工团的武茂元老师给会员们做
了现场艺术指导，从而提升艺术水平。在
县专场演出后，观众掌声不断。《长征组
歌》的演出，使观众看到了革命道路的曲
折、艰难，加深了对今天幸福生活的珍惜。

以退休妇女干部为主组织的红歌会，
是一支主题鲜明的团队，她们和群众民间
艺术协会、民乐队、合唱协会一道，唱红
歌、演红歌，先后下农村，入社区，给群众
送去了道道精神大餐。

校园文化、校园教育，直接关系到下
一代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关系到培养什么
人的问题。

曾获得吕梁市道德模范的众成中学
成绛卿校长同其他校领导一道，首先从
抓教师的素质入手，要求教师要在立德
固本上狠下功夫，挺起“丹心育人”的精
神脊梁，做有情怀的教育工作者和服务

者，做学史崇德、“丹心育人”的模范实践
者。

同时，在抓学生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
发展基础上，重点抓德育教育，让雷锋进
校园，进教室。在校园制作了学习雷锋专
栏，讲雷锋故事，制订了《学习规划》《中学
生日常行为规范》《众成中学荣辱观》，并
且，张贴在教室、校园版面上，让孩子们耳

闻目睹，内化于心，严以律己。
校园内还利用广播喇叭表扬好人好

事，传播正能量；还办了校刊小报《众成之
光》，刊载励志名言、名篇，传承红色基因；
利用图文并茂的黑板报，引导学生自尊、
自信、自立、自强，增强全校师生“听党的
话，跟党走”的信念。

校园红色教育，潜移默化地改变学生
的思想，拾金不昧、助人为乐事迹层出不
穷，为全县的中小学教育树立了一面鲜红
的旗帜。

文水是女英雄刘胡兰的家乡，在艰苦
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文水军民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不怕牺牲，英勇奋战，书写了
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积累了宝贵的红色
资源，为了充分利用红色文化教育下一
代，县关工委专门下设“红色资源开发利
用办公室”，“红色文化宣讲报告团”，组织
了一些热心红色文化公益事业的老同志、
志愿者，形成一支红色文化资源挖掘、收
集、宣传的志愿者队伍。

为了深度挖掘抢救革命史料，县关工
委主任王忠彦亲自带领志愿者，先后对县
域内具有红色文化历史渊源的刘胡兰村、
康家堡村、西城村、北辛店村贯家堡村进
行了社会调查；拜访了抗战时期参加革命
的离休老干部；走访了革命烈士的后人，
以及 20 多位抗美援朝烈士亲属，收集过

去的革命战斗故事。
原 政 法 委 书 记 刘 五 一 编 写 了 25 万

字的《英雄故土》一书，王学礼局长撰写
了 40 万字的《孙谦的如影人生》，白尚立
撰写了 15 万字的《西城村红色沃土》，志
愿者张小明撰写了 40 万字的《文水游击
队》等史料，供人们了解文水革命历史。
文水籍在广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成学文，
历时三年时间收集资料，编写了《胡兰
花：刘胡兰英雄民兵班纪实故事》一书，
共 25 万多字，以纪实文学的体裁形式，
记述了刘胡兰民兵班从 1964 年成立以
来，刘胡兰民兵班一系列生动鲜活的红
色故事。这些红色书籍出版发行后，深

受人们的喜爱。
康家堡村是山西省吕梁市文水县马

西乡的一个边远小山村，抗战时期，这里
是一条连接延安与太岳的红色秘密交通
线，革命战争年代是文水县的一个红色根
据地，也是文水县委的驻地。刘少奇曾在
村里住过，贺龙司令员曾在这里指挥过战
斗。这里现存有八路军后方医院、后方织
布厂、八路军粮库、八路军烈士陵园等红
色文化遗址十多处。

文水县委、县政府将康家堡列入了红
色旅游开发项目，相关部门着力推动鼓
劲，修复了文水县委旧居、皮影屋、民宿窑
洞、教育研学会堂等，建起了康家堡

红色歌曲忆初心

挖掘资源勤宣传

红色文化育学生

红色事迹鼓舞人

羊皮筏子，是黄河中上游古代先民用羊
皮缝制而成，借助河水之力，用来运输人员、
物资的最古老、最原始之渡河工具。晋陕黄
河两岸民间俗称“羊皮浮筒”。早在上世纪
四五十年代，当陆路交通欠发达时，羊皮筏
子成为黄河两岸人民之水运工具。如今，到
宁夏中卫的沙坡头河段或甘肃景泰石林的
龙弯村河段，还可享受乘坐羊皮筏子畅游黄
河之快感。在随波涛起伏、惊险又刺激中，
尽情领略晋陕峡谷壮美与大漠粗犷风情，亦
已成为人们寻幽探奇、休闲娱乐的活动。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黄河两岸人民就
是靠羊皮筏子偷渡黄河，躲过了匪兵之追
杀、恶霸之欺侮、地主之盘剥。然而，在红军
东征时期，羊皮筏子则成了抢渡黄河天险，
助力红军突破“晋军防线”之战船。电影《黄
河绝恋》中，有两位八路军护送美国飞行员
抢渡黄河，躲过日军之追杀，他们使用的渡
河工具，就是羊皮筏子。

1936年 1月 1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
怀签发“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

锡山的命令”，组建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
锋军”。由毛泽东、彭德怀、叶剑英分别兼任
总政委、总指挥、总参谋长。在东征取得三
大战捷后，将红二十八、红三十军、红一和红
十五军团分为左、中、右 3 路大 军。2 月 17
日，毛泽东签发东征宣言。20 日，下达渡河
命令：“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
当时，黄河天险的晋军构筑了三道严密的封
锁防线。当晚 8 时，红一、红十五军团从北
起绥德沟口、南到清涧河口 100里长的黄河
岸线同时开始渡河，突破阎军防线进入吕
梁；3月 31日夜，由刘志丹、宋任穷率领红二
十八军在兴县罗峪口渡河进入山西。这次
使用的主要渡河工具就是羊皮筏子。为顺
利渡河，红军指战员向当地民众寻求帮助。
紧急关头，晋陕黄河两岸的老百姓不仅献出
了自家的羊皮筏子，援助红军渡河，还帮助
红军火速制作新的羊皮筏子，并教他们使用
技巧。

东渡黄河战役打响后，滔滔的黄河上漂
满了一排排滚圆滚圆的羊皮筏子，整装待
发。时值北方 2 月，黄河上冰凌翻滚、河水
刺骨。红军突击战士在夜色的掩护下，一边
划着羊皮筏子，一边躲避着冰凌撞击，一边
更要冒着对岸晋军枪林弹雨之袭击，排山倒
海，冲锋陷阵，展现了一幅红军战士英勇搏
击黄河，穿越黄河晋军防线，冒死跨越黄河
的激战情景。随着羊皮筏子穿梭黄河之上，
红军主力源源不断地渡河，经过一番殊死拼
搏，红军战士首先突破了石楼县贺家洼渡
口，一举冲破了阎锡山军队所谓“固若金汤”

的黄河防线，消灭了敌人从河边到山脚的全
部碉堡，红军一面乘胜扩大战果，一面往返
接应后续部队，终于在拂晓时挺进山西，开
启伟大的红军东征。

红军在山西征战 75 天，转战 53 个县，
激战 100 余次，总计打垮敌人 5 个师，歼灭
敌人 7 个团、1 个骑兵连，共约 1.3 万余人，
俘敌官兵 4000 余名；同时，扩大红军 8000
余名，筹款 50 万余银元，组织地方游击队
30 多支，建立了中阳县（今属柳林）县、乡、
村苏维埃政权，发展了中共地方党组织，在
山西播下了抗日救亡的火种。红军东征，
作为一次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
奏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奋起
抵抗日本侵略军的战斗序曲，为在抗日战
争初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把山西作为坚
持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奠定了历史基础，
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里
程碑。

一排羊皮筏，一条母亲河，一群河岸人，
一支东征部队，在此美丽邂逅，传承了一段
黄河运输人员、物资古老而原始的摆渡历
史，记载了一次红军东渡黄河征战山西的光
辉历程，演绎了一段强渡黄河打破“固若金
汤”晋军防线的革命故事。

一件羊皮筏子，看是一种古老的摆渡工
具，其实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
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追溯其悠
久历史，远则有 1500 余年，近则 300 余年。
唐代前俗称为“革囊”，宋代时改名为“浑
脱”。每当羊皮筏子在黄河上悠闲漂荡，远

远望去就像一叶扁舟，人筏混为一体，随波
逐流；近看则见紧贴水面的皮筏上坐着五六
个人，随着波涛的起伏，颠簸航行，有惊无
险，极富刺激。古诗曰：“纵一苇之所如，凌
万顷之茫然”，意寓皮筏破浊浪、过险滩之情
景。它具有历史、艺术、文化和经济实用多
种价值。从光绪年间至今，体现的是连续不
断承载了几十代人的劳动、生活、交通运输
的历史使命；艺术价值体现在造型美观、功
能独特，极具观赏性，还被制成雕塑、工艺品
等；文化价值体现在它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可谓
研究黄河地区文化发展的重要标本；经济实
用价值体现在它是食品的衍生制品，不消耗
资源能源，制作容易，操作简单，无噪音、无
污染等。 随着，现代交通工具之发达和交
通设施之便捷，其货物运输和载人济渡之功
能丧失殆尽，进而转向文旅融合，从非物质
文化遗产角度考虑，羊皮筏子亟待予以抢
救、保护与传承。

红色战船 —— 羊皮筏子

（文、图均由吕梁山革命博物馆提供）

（（羊皮浮筒馆藏文物羊皮浮筒馆藏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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