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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府战役”临时指挥部，就在陕西凤翔紫荆村的窑洞里。如今，当地已是国家级
森林乡村——

功业长永，红旗自有后人擎
本报记者 申孟哲 高 炳

抛 秧 现 场 会
本报记者 祝佳祺 杨子岩

多年以后，王翠华仍然清楚记得秋日
的那个傍晚，她把一个痴呆老人领回了家。

1997 年的一天，家住安徽省明光市泊
岗乡新淮村的施道勇王翠华夫妇，在路边
发现一个老人，衣衫褴褛，目光呆滞，浑
身直哆嗦。

问他姓啥住哪，老人总是嘟嘟囔囔两个
字：“十二”“十二”。

已是深秋，原野上的草木挂上了银
霜，如果不管不问，过不了多久，老人不
是饿死就是病死。“把他接回家过吧！”王

翠华说，“多双筷子的事儿。”
丈夫也是个好心人，点头同意了。

“人家捡金、捡银，你家咋捡回来一个
呆头呆脑的‘木头人’？”王翠华成了村里
的“怪女人”。

起初，“十二”生活不能自理，吃饭要
靠王翠华一勺一勺喂。“十二”随地大小
便，王翠华夫妇像教小孩一样慢慢教。“十
二”生病了，他们背着上医院。

天气和环境一变，“十二”常常不安、
烦躁。一个冬季傍晚，大雪纷飞，他不见
了。村里人说，走了就算了，别找了。

“‘十二’是我们的家人，哪能不
管？！”腿有残疾的王翠华，一瘸一拐带着
家人找了两天，终于把“十二”带回了家。

在 王 翠 华 家 人 细 心 照 料 下 ，“ 十

二 ” 身 体 越 来 越 好 ， 神 志 渐 渐 清 楚 起
来，能进行简单的交流，还能帮着干农
活 。 谁 料 到 ， 就 在 这 时 ， 家 里 “ 顶 梁
柱”倒了——2013 年 9 月，施道勇没熬
过一场大病。

王翠华陷入了困境。“十二”还养吗？
她咬咬牙，“养！”

王翠华家的情况引起了村里关注。乡
政府和村两委出力，“十二”有了户口，起了
新名字——“施道文”，还办了农村“五保户”
手续、残疾证，每月能领100元补助。

好心人撮合下，王翠华和同村刘子凤
重组家庭。她唯一的条件，就是必须接受

“十二”。
刘子凤打心底佩服她，欣然答应：“放

心，‘十二’永远是咱的家人！”

“‘十二’永远是咱的家人”
本报记者 田先进 彭训文

有些基层工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呢！譬如拿抛秧技术推广来说，一台有序抛秧
机一天作业至少50亩，比手工快10多倍！可
任凭农机中心工作人员怎么介绍，韦东明的头
依然摇得像拨浪鼓。

韦东明是广西壮族自治区象州县东文
农机合作社的社长。其实他早就想使用抛
秧机——现在雇工难，人工抛秧成本每亩
都要 600 块，合作社那 600 多亩水稻全算
下来可不是个小数目。但他听人说，抛秧
机会伤秧苗的根。

他把顾虑一抖，工作人员乐了：“您
这翻的哪年的老皇历？！机器早就升级了
好几代。不但不伤根，每亩还能增产 100
来斤。不信，咱现场瞧！”

农机中心邀请全县各乡镇农机合作社
和种粮大户开起了现场会。这一看，大家
心头的顾虑打消了：机车匀速驶过，秧苗整
齐地扎入湿田，随着档位调整，还可以自动
调节秧苗的间距。不到十分钟，一亩水田
就栽满了嫩绿的秧苗。

“要是采用机械抛秧，每亩成本比人
工低 350 块，600 亩田就能省下 20 多万
元！”韦东明当场就下了决心！

今年，象州在广西率先开展机械化抛
秧技术示范推广工作，共举办了 7 场现场
会，力争机械化育抛秧超过1万亩！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4月16日出版的第8
期 《求是》 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 《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文章强调，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
大事变。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
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
展的趋势和格局。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
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

文章指出，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
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
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伟大历史
贡献，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
民主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
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
不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
动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扎根中国大地、吸
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独立自主实现国家发展的
战略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

文章强调，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
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完
全可以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要实
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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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5日宣布：应法国总统马克龙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4月16日在北京出席中法德领导人气候视频峰会。

习近平将出席中法德领导人气候视频峰会

从陕西宝鸡凤翔区下高速，向西北折
行数百米，眼前就是紫荆村。这是个大
村，4700多人。4月中旬的紫荆村，法桐青
绿，桃花粉嫩，油菜花海金黄一片。记者
站在高处眺望，纪念西府战役的红色文化
广场上红旗招展，镌刻着“人民英雄永垂
千秋”的纪念碑巍然屹立。

1979 年秋，有一天紫荆大队来了三四
十位穿军装的客人。一位 60多岁的女士在
几孔窑洞前停步，抬头望见土崖顶上三株
柏树，说：“一看到柏树，我就知道是这
里了。”

她，是彭德怀夫人浦安修。凭着三株
柏树，浦安修认出曾和彭老总战斗生活过
的地方。1948 年，在这窑洞里，彭德怀坐

镇指挥了攻取宝鸡、光复延安的“西府战
役”。西府是古称，指西安以西、泾渭之间
的地区。当时国民党的“西北王”胡宗南
长期占据此地，将大批粮食、被服、医
药、军火囤于宝鸡。

在绘着彭老总指挥战斗情景的壁画
前，62岁的老支书屈高信给记者掏出了珍
藏很久的一件宝贝，“额全村就这一本，可
得收好咧”。

那是凤翔首任县委书记邰光瑞晚年写
的回忆录。书中，邰光瑞忆道：1948 年 4
月 24日深夜，他与西府地委组织部长严克
伦接命令，到紫荆村开会。在窑洞里见到
了身披棉上衣、正缓缓踱步的彭德怀。当
晚前委扩大会上，彭德怀说：“这次出击西
府，为的是调虎离山。宝鸡是国民党胡宗
南部的重要补给基地，我们威胁胡宗南的
战略后方，搞他的基地，他就顾不上延安
了。现在，占领延安的敌军已经不战自
退，我们要按计划攻取宝鸡，摧毁他的补
给基地！”

1948年7月3日的人民日报记录了这次
战斗，报道题为《追记宝鸡之战》。文中写
道：“四月二十五日下午，我攻夺寨子的战
斗开始……勇士们下城打开城门，我后续

部队乃蜂拥而进，沿街进展，追歼溃敌。
二十六日下午，宝鸡城内守敌全被肃清。”
仅用一天，攻克宝鸡，敌整编第 76师被全
歼，缴获的物资足够野战军用上几年。金
戈铁马，枪林弹雨，化于寥寥数语间。

要不是 1979年浦安修那趟寻访，村里
几乎没人知道彭老总曾在这住了 4 个昼
夜。只有个别村民听老人谝过：当时窑洞
里架了电线，有战士站岗，部队纪律严
明，对老百姓说话客气。但村民记得，攻
下宝鸡后，包括紫荆村在内，凤翔的众多
百姓赶着 150 多辆大车，给缺这少那的野
战军送去急需的物资。

民心向背，可见一斑。
紫荆村的老老少少早就搬进了小楼，

彭老总住过的那几孔，成了全村仅存的窑
洞。屈高信告诉记者，2018 年以来，每年都
有十几万人到这参观，甭管是干部、学生还
是各地游客，“看了以后，可受震动咧”。

慕名而来的人不断增加，村里又添了2
家超市，盖了能同时招待几百人的饭店，
解决就业，也给村民多找一条富起来的路
子。如今，年人均收入 1 万多元的紫荆
村，在凤翔能排中上。他们的乡村振兴计
划雄心勃勃：窑洞附近的紫荆山综合实践

基地，将来可以开展爱国主义和国防教
育，还有各种拓展实践；1969 年村里建成
的避战地道，绝对是个无价之宝；山上种
下的数百亩油菜花，过几天就办油菜花
节，要让更多游客来体验这座国家级森林
乡村的美……

村子名气大了，回村的年轻人也多起
来。今年村委会换届，3 个“80 后”进了
班子，老支书高兴着呢。“后生娃能得很，有
他们就更有指望咧。”他领记者细看广场火
炬雕塑上的诗，“功业常齐天地永，红旗自有
后人擎”，这说的不正是纪念和传承吗？

在窑洞口，记者仰望着那三株柏树。
它们奇特地长在窑洞崖顶，树干向外探
出，裸露在外的树根虬结有力地扎进黄
土。春风吹来，枝叶轻摇，但树身始终挺
拔，顶天立地——如战士，如英雄，如人
民解放军伟大的功业和精神。

⑥

1948年7月3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第二版。 资料图片 如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紫荆村的“人民英雄永垂千秋”纪念碑巍然屹立。 陈 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