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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末冬初的清早，在方山县生态文化旅游示
范区任职的胡静兄接二连三来电，让协调去来堡
村做一个红色革命题材的田野调查。

来堡村是方山县北武当镇的重点发展村之
一，也是“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的故里。与河庄
村、韩庄村、下昔村、武当村、庙底村、新民村相
邻。全村 257 户 896 口人，大部分村民以务农为
生。近年来，在北武当镇打造旅游名镇的牵头下，
来堡村也着力打造北武当镇旅游名村，现有于成
龙廉政文化园、于成龙故居两个廉政教育基地。

位于骨脊山下的来堡村地理非常险要，是兵
家必争之地，当地曾多次设寨筑堡。抗日抗战时
期，来堡人民在中共离东县委抗日政府领导下，
谱写了动人的历史史诗。1941年到 1945年四年
的时间里，在离东县委领导下，来堡人民与一区

（阳坡村）、二区（千年里村）、三区（鸦儿崖村）军
民团结一致总动员，与敌人进行了大大小小的几
百次袭击战、伏击战、阻击战、反击战。在抗击日
本侵略者的同时，离东县委（常驻今北武当镇鸦
儿崖村）担负着护送往返延安到各抗日根据地的
高级领导指战员出境的安全保卫任务，也担负着
运送伤员、粮食、弹药、物资和文件等艰巨任务。
据资料记载，从八分区驻地古交关头村开始——
交城——鸦崖——来堡（西岭上、马勺峁）——峪
口——圪针湾（花家坡）——临县——延安，形成
一条秘密的“钢铁走廊”。特别是离东县地下红
色交通线来堡村与韩庄村相依的石虎山脉东侧
芦则（泽）山，东山土焉战斗，六大队为保卫红色
交通线全队牺牲，只有一位昏死复苏的幸存者。

1943年 11月，陈毅遵照党中央、毛泽东的指
示，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一路上突破重重封锁，
历尽千难万险，经来堡村后山于 1944年 2月抵达
吕梁境内骨脊山下，面对雄伟壮丽的吕梁山、骨脊
岭，陈毅诗意大发，写下了《过吕梁》等三首诗作，
至今在吕梁流传，其中的《过骨脊岭》如下：
我过骨脊岭，于此见吕梁。林深木亦茂，到处风雪扬。
雪积量腰短，冰坚铺路长。同行屡颠仆，我亦倒地忙。
山行四十里，遍体湿衣裳。村舍生新火，煮酒暖心房。
嗟嗟吕梁路，一片白茫茫。居民为我言：君等多吉祥。
顷间有骡夫，载重心惶惶。烈风卷地来，牲口倒路旁。
风推雪覆盖，人骡须臾亡。仅得抱尸归，至今哀满堂。
我闻居民言，惊悸逾非常。回忆晨间事，风雪何猖狂！
狰狞逞万态，其势如虎狼。失足判生死，稳步慎勿忘。

1942 年冬季日寇“扫荡”后，加上 1943 年天
年收成不好，军民被日杀伤无数，粮食和牲畜被
抢，到 1943 年初，八分区根据地的面积缩小了
90%以上。我抗日军民人力、物力的来源十分困
难，干部、战士穿不上棉衣，吃不到油盐、蔬菜，营
养严重不良，许多人患了夜盲症，部队的活动被
局限于关帝山离东县（新民、来堡）周围狭小地
区，延安通往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的通道受到
严重威胁。在这最困难的时刻，离东县委统一领
导全县党政军民的对敌斗争，精兵简政，充实连
队，加强基层，组织正规部队、当地干部、游击队、
武工队、民兵共同对敌。

来堡村抗日力量与其他周边地区一起秘密
开展工作，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线，伏击日军运
输队，夺回物资，消灭汉奸武装，建立新政权，选
出可靠人员担任村长，发展了地下党员和地下民
兵，组成了我们自己的情报网，发动群众筹款项，
做军鞋，送军粮，成为离东县抗日根据地的抗日
名村，涌现出抗日烈士冯马驹等英雄人物。

1943 年冬，我八路军 120 师 358 旅下属 6 大
队集合 120多位战士从交城红崖山经秘密交通线
准备对敌战斗，当部队行军至来堡与韩庄交界处
的芦则山沟底时，被提前收到汉奸告密的日军包
围，此地三面环梁的有利位置被敌占据，且敌有
断后火力。尽管被装进了“口袋”，但我军迅速组
织反击，受地理位置处于低凹和武器的局限，在
敌轻重机枪和掷弹筒、手榴弹等强火力的压制
下，除一名叫郝玉明的战士昏迷滑落在一个雪坑
幸存外，全大队 120多人全部阵亡牺牲。

据来堡村于成龙故居文管员王四保口述：
“听老人们讲，牺牲的烈士多为交城文水汾阳一
带的人，大部分才 20来岁，战后不久部队上来了
人，大家看着惨烈的战场默默垂泪，都不忍下沟
里去收拾烈士遗体，是我们村郭恩贵的父亲郭树
清（小名囊则）下去收拾的，据当时在现场的老人
回忆，他每规整一位，都要流着眼泪摸摸战士的
头和眼睛，哽咽地说看这么年轻， 惶的！”

王四保介绍：由于当时战事频繁环境恶劣，
条件艰苦，从芦则山沟底收拾上来的 120多具遗
体就地掩埋在芦则山口上，由于当时掩埋得不
深，到 2019年 11月 20日，王四保、李耀东等人与
方山县寻找烈士遗骸志愿者李来平团队在此处
寻找烈士遗骸时，仅找到 6具遗骸。

烈士无名，风范长存，来堡村和韩庄村的人
们每每提到芦则山这次惨战，都会和听众一道泪
眼模糊，哽咽不止。战争淹没了他们的姓名，他
们是谁？家在何处？还有哪些亲人？我们已无
从知晓。

2022 年 11 月 上 旬 ，在 方 山 县 领 导 的 重 视
下 ，由 方 山 县 生 态 文 化 旅 游 示 范 区 党 工 委 委
员、党政办主任胡静牵头，抽调于成龙故居文
管员王四保、于成龙墓地文管员李耀东、方山
县寻找烈士遗骸志愿者李来平、李任平，市直
工委驻北武当镇工作队长高平，驻来堡工作队
员高清华等人组成调查走访组，先后对来堡、
韩庄、峪口等周围的知情人进行走访。

调查走访组查史料、访老人、勘墓地，试图拨
开历史的烟云，寻求到萦绕心头疑惑的答案，现
在唯一有价值的线索是，当时参战唯一幸存者郝
玉明曾在峪口生活数年，后于 1958年左右回到汾
阳，现正在和方山汾阳两地的军人事务局查找线
索，以期进一步还原战争情况。

历史不会忘记为国牺牲的无名烈士。烈士
牺牲后，当地人民群众自发将烈士掩埋，有人几
十年如一日义务为烈士扫墓，拔拔杂草、培几捧
新土，清明节按当地习俗敬几杯家乡的酒，献一
束寄托哀思的鲜花。近些年，国家又加强了烈士
纪念设施管理保护工作，让生活在这块红色土地
上的子子孙孙永远记住他们！

当前，“以文促旅、以旅彰文”促进
文旅深度融合，已成为打造文化旅游战
略性支柱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的必然
选择。十四五以来，我市认真贯彻落实
山西省关于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
有关部署，坚持文化搭台、旅游唱戏，实
施全域旅游战略，不断完善基础设施，
加快项目建设，加强宣传营销，统筹推
进文化事业和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加快把文化旅游产业培育成战略性支
柱产业。目前，全市共有国家 4A 级旅
游景区 9 处、3A 级旅游景区 2 处，正创
建的 5A级旅游景区 5处，国家级名胜风
景区、自然保护区等经典景区 50多处。
依托农耕文化、古镇古村、田园风光等
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成为推动全
市农村产业扶贫的有效途径和乡村振
兴的重要引擎。全市文化旅游产业发
展势头强劲、态势良好，取得了积极成
效。

然而也要看到，我市文化旅游产业
开发深度仍然不够。已开发的旅游景
区大多停留在表面利用上，还是以传统
观光为主，景区对文化旅游资源挖掘的
系统性不足，对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价
值发掘和创新不够，文化特色不明显，
差异化、主题化开发不够，能够让旅游
者真正融入其中的参与性、娱乐性、体
验性项目比较少。旅游线路还不完善，
一些特色旅游景区景点还未全部纳入
省、市旅游线路。一些文化旅游资源深
度开发不足，尚未转化为文旅产品。在
景区发展、旅游线路、产品体系、品牌建
设等方面缺少系统性整合，文化旅游资
源开发利用率较低，没有能更好地把资
源优势有效转变为品牌优势和经济优
势。

记者在全市旅游行业采访时，诸多
文化旅游界人士呼吁，要认真落实全市
经济工作会议有关要求，高度重视文化
旅游产业发展，把握文化旅游融合新趋
势，推动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化、品牌化
发展，努力把文化旅游产业培育成战略
性支柱产业。

控照统一规划、有序开发、永续利
用原则，加强顶层设计，全域布局、区线
带动，全力打造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示范
区、黄河文化全域旅游目的地，大力实
施龙头景区带动行动、市场环境提升行
动。特别是要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积极推动智慧旅游，全面提升游客的便
利舒适度、体验满意度、品牌认同度。

加快文化旅游资源整合。积极融
入山西中部盆地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战
略，充分发挥我市生态环境优势和资源
优势，以黄河黄土、红色经典、汾酒文
化、传统习俗等主题文化为支撑点，打
造优势互补、共建共享的发展新路径。
坚持文化搭台、旅游唱戏，发挥资源优
势，推动文旅产品融合、业态融合和产
业重构。加强文创产品开发，推进非遗
和演艺进景区，打造高品质文旅产品和
线路套餐。深入挖掘名镇名村资源，打
造一批特色小镇，开发一批特色鲜明的
乡村旅游产品。积极培育以文物遗迹、
博物馆、美术馆、艺术馆、非遗展示馆等
文化场所为支撑的体验游、研学游，充
分挖掘历史文化、非遗文化、红色文化
等资源，坚持特色化、差异化发展，打造
精品文化旅游线路，形成特色鲜明、优
势互补的文化旅游发展格局。在推进
景区景点建设过程中充分挖掘文化内
涵，在文化传承中充分考虑旅游需要，
使旅游的市场优势和文化的内涵优势
在景区建设中相互融合、相得益彰。

加强文化旅游宣传营销。创新宣
传营销，瞄准目标市场开展针对性营
销，推动我市与周边区域实现客源互换
共享、产品线路共联、旅游品牌共塑、旅
游市场共治。将文化特色品牌和旅游
宣传纳入对外宣传计划，充分利用广

播、电视、报纸、网络、手机以及各类文
化旅游节庆活动，多层次精准投放广告
信息，精细开发和培育市场，进行“立体
式”“开放式”广泛宣传。以大型展会、
重要文化活动和体育赛事为平台，培育
新的文化旅游消费热点。发挥具有地
方特色的传统节庆品牌效应，组织开展
群众参与性强的文化旅游活动，进一步
提升我市文化旅游的生命力、影响力、
吸引力。同时，要通过大力度宣传营
销，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以投资、
参股、控股、并购等方式进入文化旅游
市场，进一步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提升
景区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

积极培育文化旅游复合人才。通
过创新用人机制、制定奖励政策、完善
人才培养体系等系列措施，充分调动人
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培养和吸引市内
外文化旅游名人和优秀经营人才积极
投身我市文旅产业。结合市场需求和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实际，定期组织业务
培训，加大对旅游管理人才、技能人才、
本土人才的培训力度，不断扩充数量、
优化结构，培育一批既懂文旅又懂经济
还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建立旅游景
区、企业、高校互动的人才培养机制，支
持旅游景区景点吸纳文艺演出团体和
艺术表演人才，以多种方式参与景区经
营。通过以人才为“引擎”，不断增强内
生动力，推动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山水是吕梁的“颜值”，人文是吕梁
的“气质”。推动文旅深度融合，不仅是
文化和旅游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吕梁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略任务。全市上
下唯有顺应大势，主动作为，推动文旅深
度融合向纵深开拓，才能让吕梁生态之
美、人文之韵得到更加充分的绽放，才能
聚集更多人气，走出一条富有吕梁特色
的文旅发展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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