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大众新闻··大大众众日日报报记者 
    刘笑笑 梁雯

  “就在这太行山区的老山根儿，有一个
不大的小山村。这个小山村，很特殊，似熠
熠闪光的大明珠，指引着中国走上了一条
光明路，叫世界人民都瞩目。这个小山村，
放光辉，是中国革命的里程碑……”西柏坡
招待所负责人封晓琴一段郎朗上口的快板
表演，引来游客阵阵掌声。
  这个小山村，就是位于河北省石家庄
市平山县的革命圣地西柏坡。当年，西柏
坡一带的滹沱河两岸土地肥沃、稻麦两
熟、物产丰富、群众基础好，成为党中央
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三大战役”在这里指挥，“两个务必”
在这里诞生，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溯源伟大精神，感悟奋斗之路。新中
国成立75周年之际，大众新闻·大众日报
记者来到西柏坡，触摸红色脉搏，记录时
代发展。 7 5 年过去，西柏坡这片热土
上，早已沧桑巨变，焕发着新的生机
活力。

  “这个石碾子，是个念

想，更是个见证”

  9 月的西柏坡，风清气爽，游人
如织。
  西柏坡纪念馆广场上，来自四面八方
的游客争相在几个醒目大字——— “新中国
从这里走来”前合影留念。中共中央旧址
内，人潮涌动，一批批游客在这里参观学
习，重温伟大精神，汲取前行力量。
  在西柏坡纪念馆里，有一面绣着“土
地回老家”五个字的锦旗。虽经岁月洗礼
渐渐褪去颜色，但其蕴含的情义却历久弥
新。这是1947 年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召
开后，分到土地的农民送给中央工委的。
  “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让农民有了土
地，也让党赢得了民心。 61 岁的村民闫
庆芳从小听奶奶讲，村里人交公粮，都是
拣最好的。夏天下雨长芽的麦子，留下来
自己吃，一粒也不能交。“西柏坡人坚定
不移跟党走，才有了今天的好日子！”闫
庆芳见证了西柏坡这些年的发展巨变，如
今家家户户住上了宽敞的民居。
  沿着中共中央旧址西侧的小坡往下
走，就是西柏坡村的主街。街道干净整
洁，家家户户白墙青瓦。临街的位置，开
着一家家农家饭店和旅馆，“圣都”“圣
湖”“老房东”……人们用一个个特殊的
名称，纪念那段峥嵘岁月。
  闫青海老人，是村里依然健在的历史
亲历者。
  走进闫青海家的院子，就能看到摆放
在门口处的一口石碾子。“这个石碾子，
是个念想，更是个见证。”闫青海用扫帚
轻轻扫去上面的几片落叶，讲述起自己被
董必武救下的故事。
  1947 年 5 月，中共中央工委进驻西柏
坡，董必武夫妇住进了闫青海家的老院
子。那年秋天，年幼的闫青海得了重病，
奄奄一息。“父母觉得我没救了，只好用
茅草把我包裹起来，放在院子里的石碾子
上，准备天黑埋了。”闫青海说，是董必
武夫妇路过发现后，将他及时送到了中央
机关医院救治，这才保住他一条命。

  “是共产党救了我啊！”闫青海哽
咽道。
  西柏坡时期，党中央召开了两个重要
的会议，提出了“两个务必”“六条规
定”，开国三大法典《共同纲领》《土地
改革法》《婚姻法》也起源于这里。
  88 岁的韩花珍就是《婚姻法》的受益
者。“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以2斗玉
米、 1 斗谷子，把我‘卖’给邻村一户人
家做儿媳妇。”韩花珍回忆起往事，“长
大后我不愿意，但是父母不同意我退
婚。”
  因为不满包办婚姻，韩花珍和同伴就
去找了政府。干部听说这一情况后，亲自
到她家和男方家里了解情况。就这样，韩
花珍退了婚。后经人介绍，1953 年韩花珍
嫁给了西柏坡村村民闫民生。

西柏坡从不缺艰苦奋斗的故事

  1949 年 3 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
柏坡召开。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发出了“两
个务必”的号召：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
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
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艰苦奋斗是西柏坡精神的重要内涵，
刻进了西柏坡人的基因里。在西柏坡，从
来不缺艰苦奋斗的故事。
  被董必武夫妇救下的闫青海一直提醒
自己，只有艰苦奋斗，带头致富，把西柏
坡精神发扬好，才不辜负老一辈革命家的
救命之恩。
  上世纪 50 年代，为防范洪水修建岗
南水库，西柏坡村与周边村庄，在收割了
最后一茬庄稼，交上了最后一次公粮后，
从鱼米之乡的“粮窝子”迁到高岗旱岭
上，从人均五六亩良田，减少到不足三分
旱地。守着薄田在土里刨食，乡亲们的日
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过得紧紧巴巴。
  改革开放后，为了改变守着三分薄田
靠天吃饭的窘困生活，身为村干部的闫青
海，发动村里的壮劳力一起到石家庄当煤
炭装卸工。 1981 年，他靠着从北京批发布
匹回来售卖，赚到了“第一桶金”。两年
之后，他买回了一艘观光船，在岗南水库
搞起了旅游。上世纪 90 年代初，他又牵
头组建了西柏坡水上旅游公司，带领村民
发家致富。在他的带动下，村里吃上“旅
游饭”的农户越来越多。
  9 月 11 日中午，一个来自北京的老年
旅行团在参观完中共中央旧址后，来到西
柏坡招待所用餐。封晓琴利用游客们吃饭
的空当，主动为大家送上了两段快板表
演。“我们的招待所，是从一只大公鸡起
家的。”封晓琴这样介绍。
  这个靠卖掉公鸡换来2 . 8 元起家的故
事，主角就是封晓琴丈夫闫二鹏的外婆韩
花珍。
  1989 年，韩花珍的丈夫因病去世。
“那时候我问自己，生活过不成了？能过
成！”很快，她在中共中央旧址门口发现
了商机——— 游客逛累了都想坐下歇歇脚、
喝口水，卖茶水会不会受欢迎？
  没本钱怎么办？她将家里的一只公鸡
卖了2 . 8 元，买了一套茶具、一张圆桌、
六把凳子。就这样，她成了村里第一批
“干买卖”的人。随着游客越来越多，她
的生意也越做越好。
  靠一碗茶水富起来的韩花珍一家，搭
上了红色旅游的快车，日子过得越来越红
火。 1993 年前后，韩花珍的女儿闫文翠承
包经营西柏坡供销社，后又开起餐馆。

2002 年，韩花珍一家又拆掉旧宅院，建起
了村里规模最大的农家乐“西柏坡招待
所”。 2004 年，闫文翠的儿子闫二鹏大学
毕业后，也回到了西柏坡，从父母手中接
过了招待所。
  “我非常看好西柏坡的红色旅游，希
望通过我们年轻一代的努力，把红色文化
传承下来、推广出去。”很快，闫二鹏利
用所学建起了西柏坡旅游网，“客源一下
上来了”。
  如今，开了 20 多年的招待所，不断
扩大规模、提高标准，升级成了四层楼，
能容纳100 人住宿、 600 人用餐、 200 人参
加会议。
  “咱西柏坡人不怕吃苦，现在的好日
子，就是靠一代接一代奋斗出来的。”这
是韩花珍常对晚辈们说的一句话，也是西
柏坡精神代代传承的真实写照。

在乡村振兴路上加速奔跑

  新的“赶考”路上，西柏坡的奋斗故
事每天都在更新。
  在西柏坡红色旅游产业带动下，周边
村庄也在党建引领下，加速在乡村振兴道
路上奔跑。
  迁到高岗旱岭上的水库移民村有“三
大难”——— 没井吃水难，只能水库里担；
无路行走运输难，全靠背和担；无渠灌溉
难，全凭靠等天。
  “现在家家户户有自来水，道路也修得
宽敞平坦，老百姓还吃上了旅游饭。谁能想
到，现在能过上这种好生活。”85 岁的西柏
坡镇南庄村村民王文江老人感慨道。
  如今，依托中组部旧址，南庄村红色
旅游发展的步子越迈越大，老百姓的生活
也越过越好。
  南庄村新建红色教育培训基地，面向
社会开放。“去年一年，我们村共接待全
国各地的学习班 85 次，为村集体增收10
多万元。”南庄村党支部副书记王惠巧
说，目前，村里正在打造3 处民宿和1 处
餐厅。将来，还会依托水资源优势，进一
步开发其他旅游项目。
  在王文江的记忆里，以前南庄村和北
庄村来往要翻山越岭，十分难走。如今，
“只要沿着标有三彩线的公路一直走，步
行不到20分钟就到了”。
  漫步北庄村，街巷宽敞整洁，家家户
户灰砖黄墙，屋顶铺设着光伏板。从路口
的指示牌上，就能感受到村里业态之丰
富：电商基地、房车露营基地、民宿、观
光采摘休闲田园综合体、手工作坊、团结
书屋、团结食堂、新媒体运营中心……
  在村委会门口，北庄村党支部书记封
红卷刚为村民们发放完米、面、油、月饼
等中秋福利。这几年，村里发展好了，村
民的福利也多了起来。
  “和西柏坡村一样，北庄村也是岗南水
库移民村。我们村最大的优势是靠近西柏
坡景区核心区，劣势就是山多、耕地少，因
此必须大力发展好红色旅游业，以‘红’带
‘绿’，让绿水青山变成带动群众致富的金
山银山。”封红卷说，近年来，北庄村发挥党
建引领作用，干部群众团结一心抓产业，谋
划出“红色北庄、绿色振兴”的发展路子，村
集体年收入超过100万元。
  “下一步，我们要努力丰富业态、增
加体量，与邻近村庄抱团发展，共同把红
色旅游业做精做强，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
越红火！”对于未来发展，封红卷充满
信心。

赶赶考考路路上上，，西西柏柏坡坡奋奋斗斗不不歇歇

  9 月 11 日，来自北京的游客在西柏坡一民宿内就
餐。（□大众新闻·大众日报记者 王培珂 报道）

   新的赶考路上，西柏坡的奋斗故事每天都在更新。图为9月10日拍摄的西柏坡全貌。（（□□大大众众新新闻闻··大大众众日日报报记记者者  王王培培珂珂  报报道道））

在西柏坡

人人都是“讲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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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近“十一”假期，位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的
西柏坡纪念馆，从早上开馆起，就会迎来一批批游客。
  从 1983 年在岗南水库搞观光旅游开始，村民闫青
海就一边带游客欣赏西柏坡风光，一边讲革命领袖在西
柏坡的故事。“游客们都喜欢坐我的船，听我讲故
事。”退休后，闫青海也时常为慕名而来的游客担任义
务讲解员，一讲就停不下来。
  在西柏坡纪念馆里，90 后讲解员闫文彦正在为游
客们讲解西柏坡的历史。讲完“董必武夫妇救下房东幼
子”的故事，她说道：“这个被救的孩子就是我父
亲。”这让游客们很是惊讶，也更激发了大家的兴趣，
纷纷围着她询问详情。她的父亲正是闫青海。
  游客最多时，讲解员赵迪一天要讲十几场。每天早
上接到讲解任务后，他会查阅资料，迅速把讲解词在脑
海里过一遍，根据不同游客的需求因人施讲。
  “讲解员不是教育别人，而是要分享故事。每次讲
解，游客能有所思、有所悟，记住这段光荣的历史，就
是我最开心的事。”他说。
  从西柏坡纪念馆出来，步行一分钟就是西柏坡村史
馆。这里不仅可以免费参观，还有义务讲解。
  今年 48 岁的封枝花，在村史馆做义务讲解员已有
五个年头。此前，她是周边村庄的一名家庭妇女，村史
馆的建立，让她能在家附近打工补贴家用。“咱们当地
人耳濡目染，都知道西柏坡发生的事，再加上培训、看
书，一般讲解没什么问题。”封枝花说。
  像封枝花这样的讲解员，在西柏坡还有很多。
  2006 年，从河北师范大学毕业的封晓琴选择回乡。
两年后，她在西柏坡村成立了一家旅游公司，专门承接
来西柏坡的旅游团。
  目前，封晓琴主要承接红色文化培训，以西柏坡为
依托，系统介绍党史。接待旅游团时，封晓琴常担当讲
解员。“我们家书架上都是关于西柏坡的书，有时间就
学。”封晓琴说，在西柏坡，人人都是“讲解员”。
  走在西柏坡村，沿路与村民攀谈，都能听到一两个
关于那段红色历史的故事。在这里，红色记忆代代传
承，成为当地人骨子里流淌的基因。

  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
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
60 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
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
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
的“赶考”远未结束。
  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
“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
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
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
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
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
“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
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
变色。
  ——— 2013 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西柏坡同平山县县乡村干部、老党员和

群众代表座谈时强调

党面临的“赶考”

远未结束

  9 月10 日，游客在西柏坡纪念馆合
影留念。 (大众新闻·大众日报记者
王培珂 报道)

　　1949 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
西柏坡召开。
　　一座长条形的土坯房，就是当年七
届二中全会的会场。会场虽简陋，精神
却不朽。
　　面对党的工作重心将由乡村转移到
城市等新的历史条件，毛泽东在会上提
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
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
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
风。”
　　“两个务必”，永远务必。短短40 字，
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凝练注脚。
  在西柏坡纪念馆，几张黑白图片记
录着历史。
　　1947 年，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西
柏坡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通过了《中
国土地法大纲》。“耕者有其田”，点燃了
中国人民“翻身立家”的热望。大纲公布
后，解放区迅速形成土地改革热潮，这为
我们党领导人民夺取解放战争胜利提供
了坚实物质力量和群众基础。
　　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就始终
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一切为了人
民、一切依靠人民。
　　历史证明：在进京“赶考”后 70
多年时间里，我们党在大考中取得了优
异成绩。今天，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
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据新华社）

短短40字

凝练初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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