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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
唱，唱一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
湾好地方，好地呀方……”一首传
唱大江南北的陕北民歌《南泥湾》，
不仅让人联想到风景如画的陕北

“小江南”风光，更让人回想起那段
难忘的革命岁月。

1941年春天，为打破国民党的
经济封锁政策，八路军 359旅在旅
长王震的率领下开进南泥湾，展开
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生产自救运动，
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南泥湾
精神播撒在中国人心中。

车出革命圣地延安城，向南行
驶 50余公里，记者走进了南泥湾。
脚踏绵绵黄土，放眼漫坡青翠，再
一次哼起那熟悉的旋律，不禁心潮
澎湃、热血沸腾。如今的南泥湾，比
歌声中唱的还要美丽、动人……

（一）
来到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一

座高 10余米的大生产纪念碑矗立
眼前，由毛泽东亲笔题词的“自己
动手、丰衣足食”八个大字，在阳光
下闪烁着熠熠光辉，顿时让人有种
置身于大生产运动现场的感觉。

广场上不时有人拍照留念。南
泥湾镇政府工作人员贺旭说，每年
的“七一”、“八一”、“十一”，前来参
观和学习的游客都是一拨接一拨，
而今年特别多，平均每天要接待两
三千人。“追寻和感悟南泥湾精神，
是人们不远千里踏上这片黄土地
的初衷。”

步入展览馆，在解说员薛成玉
饱含激情的讲解中，记者走进了 70
年前的那段如火如歌的岁月。

很久以前，南泥湾土地肥沃，
人烟稠密，经济十分繁荣。到了清
中期，封建统治者挑起民族纠纷，
回汉两族互相残杀，使这里变成野
草丛生、人迹稀少的荒凉之地。当
时流传着一首歌谣：“南泥湾呀烂
泥湾，荒山臭水黑泥潭，方圆百里
山连山，一片荒凉少人烟。”

前来开垦的 359旅战士们，凭
着“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
卫党中央”的信念，在边区人民的
配合下，硬是将一片荒芜之地变成
陕北好江南。展览馆里一份珍贵的
资料，是这段历史的佐证———359
旅农业生产统计表，上面记载：
1940年，粮田面积为 2450亩，年产
粮食仅为 200石；到了 1944年，粮
田面积达 26.1万亩，年产粮食 3.7
万石，自给率达200%。当年的垦荒
人为此自豪：“早上吃了四个菜，晚
上又吃油炸馍；大米饭，米面馍，我
们的生活改善了！”

这段火热如金的历史，让当地
人颇为自豪。来自延安市安塞县的
薛成玉，已在展览馆做了两年的解

说员。因为工作需要，她要时常听
革命先辈讲述这段历史。“每次听
起这段历史，都有不一样的感受。
作为革命后人，‘自己动手、丰衣足
食’的精神永远不能丢。”20多岁的
她说。

（二）
从展览馆出来，步行至 66岁

的南泥湾村村民侯秀珍家，东侧新
修的四间平房，与正北的 5口老窑
洞连在一起，成了一个小小的院
子。而这 5口老窑洞，就是八路军
359旅 9团 9连连长刘宝寨修下
的。

刘宝寨，是侯秀珍的公公。
听说我们要来采访，侯秀珍早

早候在门口，远远地就打招呼。“大
生产呢，就是小米加步枪，山上开
荒挎着个枪，挎着枪再扛个镢头，
扛着个镢头到山上，把枪往地上一
立，立起来就开荒大生产。”侯秀珍
回忆家事的开场白，就从当年的大
生产运动开始。

刘宝寨是359旅旅长王震的马
夫，第一批进驻南泥湾的战士。当
初，他从延安进驻南泥湾，整整走
了 3天。一路披荆斩棘，脚下踩着
一尺多厚的树叶。到达南泥湾，没
来得及休息，就放下枪支，抗起锄
头，和其他战士一起开荒。

“听公公说，刚开始时，条件真
的很艰苦。要啥没啥，大家都是在
林子里逮着啥吃啥。山上的野树、
野草长有刺头，一些战士的皮肤被
割烂以后，因为缺医少药，最后就
发展成了皮肤溃烂。”侯秀珍说。

359旅离开后，刘宝寨作为留
守人员，在自己开垦的南泥湾安了
家，直到1984年去世。老人一生严
谨，一件外套整整穿了 30年，还经
常教导儿女们一定不能忘记过去
的艰苦岁月。他91岁还下田锄地，家
人心疼他，把锄头藏起来也不行。

在侯秀珍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家里，“传家宝”就是公公在世时打
的这把镢头。刘宝寨常说，“自己动
手、丰衣足食”的南泥湾精神，就是
用镢头一下一下刨出来的。“公公
生前经常给我们讲大生产的故事，
听得多了，就像自己亲身经历过一
样。”

侯秀珍的老家在河南省密县，
14岁那年，老家闹灾荒，一家 7口
人踏上逃荒之路，来到了“到处是
庄稼，遍地是牛羊”的南泥湾。经媒
人撮合，侯秀珍两年后与刘宝寨儿
子张金龙结了婚，后来一直在镇里
上班。

2001年 3月 7日退休后，侯秀
珍在家呆了 7天，再也坐不住，主
动请缨，义务担任镇关工委辅导
员。如今，侯秀珍一有机会，就会给

孩子们讲讲过去的历史，为革命老
人扫扫墓。“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
可革命精神永远不能丢。”

（三）
展览馆的对面，是一片开阔的

水稻田。稻田刚刚翻过，山上微风
吹过，水面泛起丝丝波纹。贺旭说，
这就是当年359旅战士们开垦出来
的稻田，至今都是陕北唯一的水稻
田。

稻田里，有人正在忙碌。走近
一问，原来是南泥湾农场正在组织
人员插秧。

61岁的农场干部邢丹东站在
田埂上，耐心指导工人操作插秧机。
搬运秧苗、摆放育秧盘，显得一丝不
苟。他说，这是一块有着光荣历史
的稻田，革命先辈在这里流下了无
数血汗，马虎不得。

邢丹东还说，为提高稻田的经
济效益，农场今年第一次引进了插
秧机等现代耕作设备，并建立 50亩
机械化示范田，实行良种良法机械
化，亩产量有望提高100公斤左右。

“过去一人一天插 5分田已经很了
不起，现在使用插秧机，50亩地两
三天就会插完。把这块先人留下的
地种好种出效益，是我们的光荣职
责。”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艰苦奋
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仍然激励着南
泥湾人走向富裕，创造更为美好的
新生活。邢丹东说，2000年，南泥湾
提出“山变绿、水变清、路变畅、村变
美、人变富”的思路，大规模推行退
耕还林的绿色革命。如今，南泥湾
的森林覆盖率已达到 83%，村村通
上了水泥路，农民人均年收入 5000
元以上。

走访中，总能感受到南泥湾人
对现在生活的满足感和幸福感。今
年71岁的三台庄村村民曹元生，已
有10多年没下地干农活。眼下，儿
子在政府机关上班，女儿在延安开
了一家私人诊所，一家人的日子过
得红红火火。

当了 20多年村干部的曹元生
老人说，现在的政策好，种田有补
贴，看病有报销，每个月还能从政府
领到 55元的养老金。拿饮用水来
说，过去因水质不好，村里许多娃都
会得佝偻病，如今政府出钱给家家
户户装上自来水，既方便，又卫生。

如今的南泥湾，真与往年不一
般。

各单位纪念活动掀高潮

本报讯（记者 程英 柯晶贞

陈玲玲吴晓玲邱宇通讯员卢建

飞 王焦焦）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
立 90周年，我县各单位连日来组
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纪
念活动，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以更
大的热情投身于创业创新实践。

滨海新城管委会于近日组织
党员及中层以上干部，赴江西开
展“走红路、温党史”红色之旅活
动。大家先后参观了毛泽东旧居、
黄洋界哨所、革命纪念博物馆、庐
山会议旧址等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追寻革命足迹，重温入党誓
言，进一步增强了自身党性觉悟。

高枧乡于 6月 25日晚上举
行以“唱响主旋律、颂歌献祖国”
为主题的红歌会，吸引该乡民间

文艺爱好者们登台献艺。期间，演
员们尽力演出，以大合唱、舞蹈、
小品、歌曲、京剧、红歌连唱等多
种形式，表达了对党的热爱之情。

亭旁镇于 6月 20日特别邀
请县委党史室工作人员，为全镇
机关 86名党员上了一堂红色党
史课。除此之外，该镇还开展“党
员干部下村上党课”活动，以深化
全镇农村党员干部对党的认识。

工商银行三门支行于 6月 25
日组织全体党员参观一江山岛烈
士陵园和纪念馆，对党员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党员们先后参观了
烈士纪念碑、烈士陵园、纪念馆和
一江山岛登陆战纪念馆，一幅幅
图片、一件件实物、一个个模型，
震撼着每一位参观者的心灵。

身老心不老
为纪念建党 90周年，连日来，全县老干部

纷纷开展各种体育竞赛活动。图为乒乓球比赛
现场。本报记者陈兴长包美芬通讯员林祖增

记者眼中的红土地

之延安站

359旅9团
9连连长刘宝

寨当年住过
的窑洞已装

饰一新

本报记者贺军陈兴长

章氏纪念馆展出“红色章氏”

本报讯（记者包美芬通讯

员 章宏奖）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90周年，海游章氏文化纪
念馆展厅从年初开始着手改造，
收集丰富展览内容，增加“红色
章氏”板块，并于 6月 25日起开
门迎客。

1949年2月17日，海游地
区党组织动员地下党员、进步青
年，积极配合浙东人民解放军第
二游击纵队第三支队、第四支队
及地方武装，分两路攻占海游与
亭旁，使三门成为浙江第一个解

放的县。1984年、1985年，海游
镇和城北、城西、丹峰、城中、城
东等 14个村，被台州地区行署、
三门县人民政府分别批准为第
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
争时期革命根据地乡镇、村。

“红色章氏”集中展示了海
游地区章氏和其他各姓群众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
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三个时期的革命斗争实践
活动，为建立新政权所作出的努
力和贡献。

花桥大学生党员有个“e支部”

本报讯（记者吴晓玲 通讯员

林巍）6月21日，花桥镇组织干事
陈孝国一吃完晚饭，便打开电脑，
登录 QQ，进入镇里的“大学生党
员联系群”，组织群成员围绕重温
党史这一主题开展网上讨论。“群
里的成员大多工作、生活在外地，
很难过上正常的组织生活。不过
有了这个群，就方便多了。”陈孝
国说。

近年来，花桥镇许多大学生
党员毕业后，选择把组织关系转
到镇上或村里。由于工作地点离
老家比较远，他们一般无法正常
参加组织生活。针对这一情况，花
桥镇党委于去年 6月决定建立

“大学生党员联系群”。QQ群的
建立深受该镇大学生党员的欢
迎，到目前为止，已有 42名大学

生党员在这里找到“家”。
如今，该镇大学生党员无论

走到哪里，只要连上网络，就能和
党组织取得联系，或汇报思想动
态，或畅聊时事热点，或学习文件
精神。“一根网线，一头连着党组
织，一头连着我们党员。”1989年
出生的下岙方村党员方领说，他
毕业后一直在外工作，对家乡的
发展情况了解甚少，加入这个“e
支部”后，他每天都会上网和其他
人聊聊。

“一名党员就是一个旗帜，许
多大学生党员人在他乡、心系家
乡，我们应该积极发挥他们的作
用。”陈孝国告诉记者，接下来，镇
里决定以建党 90周年为契机，成立
党员连心社，为大学生党员自我发
展、自我管理搭建一个新的平台。

南泥湾，好地方

插秧机第一次开进南泥湾水稻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