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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写方山，你就要写北武当山的苍劲雄
浑，黄土高原的天高地厚，写北川河滔滔从北来，
在横泉水库陡然回转，留驻片刻温柔；

你要写方山，你要写春寒料峭的一九三六，
红军东征在方山。写那支壮志凌云的红色军队，
曾在横泉村、兴隆湾村、水沟湾村留下拥军爱民
的故事，写方山抗日故事、写国际和平医院第七
分院救治未果的无名英雄、写全民接力播绿色，
换来遍野锦绣、写赤子同心拔穷根，造福方山；

你要写方山，你就要写方山县位于山西省西
部，吕梁山西麓腹地。东屏关帝山与娄烦、交城
接壤，西依汉高山与临县毗邻，北与兴县、岚县交
界，南与离石县相连。方山县介于东经 111°2′
50″—111°34′30″，北纬 37°36′58″—38°18′27″之
间。方山县整体地势由北向南倾斜，北川河纵贯
南北，最高海拔 2831米，最低海拔 987米，属黄土

丘陵沟壑区。年平均降雨量 400—600mm，无霜
期 90—150天，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就方山县的
历史来说，早在春秋时期，该地区属晋国这一诸
侯国的疆域。该县有甘草、黄芪、远志……遍地
药材，是上苍发来的绿色问候;煤、铝土、煤层气
……深藏不露，是注定要留给后辈的殷实富有。
写方山玉米丰产，土豆繁多。写山乡美食，有莜
面齐齐、合楞则、南瓜钱钱小米粥……

你要写方山，你就要写她远离都市的悠闲款
慢，地旷人稀的缕缕乡愁。此心安处，是方言上
语里的绵柔；魂兮归来，是古道斜阳里的凝眸。
请你带上故事到此一游，捡拾她散落在滚滚红尘
里的灵秀。去宝泉寺听风、梅洞沟观雾、北武当
山数星宿、张家塔钻地道、马坊品美酒、公园雨中
漫步、庄上村赛车、刘家庄观花、于成龙文化园参
观、李来平红色庭院观光、左国城遗址考古……

你要写方山，你就要写方山非物质文化遗
产，贺翠萍的钩编，物品琳琅满目，小巧玲珑；王
宝珍的面塑，生肖惟妙惟肖，生龙活虎；宋秀英的
剪纸，奇形怪状，各有特色；王强强的葫芦套色烙
刻，形态各异，含义深刻；杨延平的大武木楼，古
香古色，设计精巧；王二牛的唢呐，优美动听，余
音绕梁，方山道情、于成龙酒坊酿造，皆为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你要写方山，你就要写血汗浸过的土地、患
难与共的亲友;写五千年沧海桑田、艰难岁月；写
十一万父老乡亲的顽强拼搏、执着坚守；写饮食
男女的市井烟火、人间至味；写不羁之士的废寝
忘食、无畏奋斗!

战国赵地，历史悠久；红色圣地，名垂千秋；
生态方山，康养胜地；山乡巨变，方山新韵。愿方
山日新月异，成为全国康养胜地一杆旗！

新中国成立前后，在抗日战
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小米是我军
最重要的食物来源，毛主席曾经
说过“小米加步枪”迎来了新中
国。这句话在邓草沟村更是有着
深刻的验证。

金山冉冉波涛雨，锡水茫茫
草木春。有资料记载，在第 72 集
团军某旅曾有过这样一支光荣的
连队——战斗模范连。这是一支
英雄的钢铁连队，组建于 1938 年
3 月，因战功卓著，于 1951 年 4 月
被西北军区第一军授予“战斗模
范连”荣誉称号。1938年 8月，该
连队在山西省岚县邓草沟诞生，
归属八路军 120师直属山炮连，抗
日战争时期先后参加过岚县、介
桥、康家会战役和保卫张家口等
大小战役数十次。

人们常说的 120师，据相关资
料记载，1937年 11月中旬，第 120
师师长贺龙率领师总部由五寨经
岢岚移驻岚县。政委关向应、副
师长萧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
主任甘泗淇等师领导干部同时来
到岚县。师部设在岚城城内的福
音 堂 ，后 移 到 南 街 范 树 棠 家 后
院。师卫生部设在前庄村，师政
训处就设在邓草沟村。

120 师 在 岚 县 生 活 了 14 个
月，保信昌就供应了 14 个月的粮
食。范家后人在家史中这样写
道：“120师在岚城驻防期间，保信
昌多次供粮总计 2000 多石，为苦
难中的国家承担了更大的责任，
按这个数字折合约 30 多万斤粮
食。部队其他开销也是以保信昌
为主，所有县城商号、店铺来分
摊。”120师部队的后勤供给，在当
地各界的大力支援下得以解决。
在这里，邓草沟小米就立下了汗
马功劳。

邓草沟当属于岚城镇，而岚
城镇城内村民牛存珍曾遗憾地
说：“当时我家也是财主，听说八
路军需要粮食，我爷爷就给 120师
部队送去了黑豆、小米啥的，120
师后勤部给打了借条，借条上面
还盖着他们的戳。我爷爷和我父
亲从未跟家里人提起过借条的事
情。他们去世后，我在拆旧房时，
才在顶棚上发现了爷爷用布包着
的一卷借条，共有 4张。我妻子不
识字，前些年就把这些借条给扔
了。”“可惜了，这些字条要是留下
来的话，也是很珍贵的文物啊！”

这也是小米为 120 师做出贡献的
见证呢！

在那个年代，邓草沟的小米，
激活了当地农业的发展，更促进
了邓草沟新型工业的诞生。十九
世纪 20 年代末，曾有岚城邓草沟
村郭扶唐和他的儿子从太原购回
五部（木制）织布机，厂房设在岚
城大北街，起名“新民织布厂”。
同时招收了本地十余名农村青年
到太原专门培训了织布技术，并
购回各种纱锭等原料开始上机织
布。当时只能织些粗白布，当地
人称土布，也叫马子布，这也开创
了岚县有史以来的新事业。岚城
的大小商店都经营开新民织布厂
织的布。

邓草沟的小米也曾养育出更
不少博学人才与英雄豪杰。郭
英，岚县邓草沟村人。第一完全
小 学 校 三 十 年 代 高 级 班 毕 业 ，
1937 年“七七事变”，他走出校门
参加牺牲救国青年会。1939年入
党，先后在岚县三区、一区、五区
任过区委书记，1945 年 8 月任县
委宣传部部长，1948 年 5 月随军
南下四川省西昌地委第一书记，
以 后 任 省 手 工 业 厅 ，农 机 厅 厅
长。李有栋，邓草沟人，1922 年
生，1940 年 12 月入伍，三五八旅
七一六团六连班长，1947 年 4 月
19日在六里坡战斗中牺牲。郭谋
桃，邓草沟人，1926 年生，1945 年
11月入伍，兴岚支队战士，1948年
在陕西榆林负伤牺牲。

如今在邓草沟，小米不仅仅
是一种食物，更成为一种文化的
象征。当地人民世代相传的种植
技艺和耕作经验，使得邓草沟小
米在品质上独树一帜。同时，小
米在当地的民俗、节庆和日常生
活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邓
草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
着时代的变迁，邓草沟小米也在
不断创新和发展。现代科技与传
统种植技艺的结合，使得邓草沟
小米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
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口味和需求。
如今，邓草沟小米已经成为当地
的特色产业，为当地经济发展注
入了新的活力。

枝叶葳蕤，籽粒累累。从狗
尾草华丽转身而成的小米，诉说
着邓草沟人勤劳朴实的来路和贡
献，也成了中华民族贡献给全人
类的珍贵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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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岚县邓草沟人经常所吃的
小米的祖先是狗尾巴草，这真是令
人大开眼界，但更让人惊奇的是岚
县邓草沟村的小米在历朝历代历史
中所做出的贡献。

约 16000年前，生活在黄河流域
的先民在有意识地播种过程中，发
现了青狗尾草的天然变异现象。人
们选出穗大、苗壮、不落粒、分藤少
的青狗尾草进行特殊培育，使它形
成新的优良遗传性状。之后，经过
一代又一代的优中选优，人们将这
些优良遗传性状稳定地传递下去，
最终培育出了小米。

灿灿的小米，像历史长河里点
燃的火把，满足一个人的一日三餐，
也影响一个民族的未来。随着小米
的广泛种植，华夏先民逐渐有了剩
余粮食、剩余资产，结束了逐水草而
居的游牧生活，形成了以种小米为
主，以采集、渔猎为辅的定居生活方
式，并开始饲喂家猪、家狗、家鸡等
畜禽。随后出现社会分工、阶级分
化、社会组织，最终形成了国家。至
此，先民告别了史前时代，进入了农
耕文明时代。

中国种植最古老的粮食之一就
是小米，山西是小米的故乡，而山西
岚县的邓草沟村则是盛产小米的天
然优选之地。邓草沟小米的种植历
史可谓源远流长，与当地的文化背
景紧密相连。这片土地自古以来文
明的发祥地之一，小米作为重要的
粮食作物，自然也在邓草沟这片沃
土上努力扎根生长。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勤劳朴素的岚县人民世世代代劳作
于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除了土豆、毛豆、豆面、糕，
邓草沟最好的农作物就是小米。小
米能在这片土地广泛种植，其主要
原因有三：一是它能适应各种生态
条件，特别耐旱。它叶面蒸发量小，
在生育期能经济地利用水分，比其
他粮食作物需水量少得多；二是它
对土壤要求不苛刻，沙土、黏土、碱
土均能适应，即使是高山陡坡的瘠
薄地仍能获得一定收成；三是它极
耐储存，在低温干燥的环境中可以
持续储存数十年之久，这在古代备
荒以及粮食短缺的时代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

邓草沟村，其实原名为屯草沟，
是部队屯集储存马草的地方，后来
改称邓草沟。既然是部队屯集储存
马草的地方，那这里肯定驻扎过军
队了。去过岚城的人应该听说过或
者见到过，在岚城镇岚城村北 1公里
处有一处隋城遗址，属山西省第四
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岚县志》
记载，隋城为隋炀帝大业十年（614
年）建，坐北朝南、西高东低，东西长
800米，南北长 1000米，城外有护城
壕，深 3米。历为岢岚、岚城、宜芳、
岚州、楼烦郡，东会州治所。唐高宗
武德四年（621 年）改为州城，经唐、

五代、北宋延续 550余年。宋神宗元
丰二年（1097 年）在旧城南筑新城，
即今岚城。宋城建成后隋城遂废。
今岚城北门外仍称东故城、西故城，
现存城墙遗址主要集中在城池的西
北两面，保存较好的西城墙宽 6—12
米，残高 2—10 米。夯层厚 6 厘米，
夯土为黄色沙性土和粘土。想必位
于北城墙后面的邓草沟村村名的来
历一定与这城墙有着很大的关联
吧。当初筑城墙护城池的兵马粮草
当应该就选在盛产小米的邓草沟这
块地盘了，久而久之形成村落，遗存
下来。

古
老
的
传
说

兵
马
粮
草
﹃
屯
草
沟
﹄

﹃
小
米
加
步
枪
﹄
迎
来
了
新
中
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