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提示 身披朝霞出发，乘着春风行进，4月
6日，中宣部等部门组织的“沿着高速看中国”主题
宣传活动拉开帷幕，河北日报记者沿太行山高速、
大广高速开启红色记忆之旅。

河北是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是新中国从这
里走来的土地。太行山高速在河北境内纵贯张家
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5个设区市，途经19个
县（市、区），覆盖全部太行山革命老区；大广高速途
经固安、高阳、饶阳、大名等地。两条高速沿线的西

柏坡、城南庄、前南峪、赤岸村等均为革命老区，这些
红色资源是我们党和河北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其
蕴含的红色传统、红色基因已深深融入燕赵
儿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

沿着高速看中国，燕赵风景别样
红。请跟随记者的脚步，走进历史深
处，追寻红色印迹，倾听奋进故事，感
悟红色传承，共同汲取前进的动力，努
力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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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高速看中国 燕赵风景别样红

4 月 6 日，记者沿太行山高速涿
鹿南口进入涿鹿县，行车一小时便来
到温泉屯村丁玲纪念馆。

纪念馆占地达 1250 平方米，分
“丁玲生平介绍”“丁玲旧居”和“小说
人物原型介绍”三个展室。第二展室
将丁玲生前在温泉屯时所用的旧物
进行了展示，还原了当时丁玲在温泉
屯生活和工作时的原貌。

“1946年，丁玲、陈明等人参加中
共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队，来到
了位于桑干河畔的温泉屯村开展土
改工作。以此为背景，丁玲创作了著
名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温
泉屯也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
成为了‘土改第一村’。”

纪念馆讲解员张启传介绍，《太阳
照在桑干河上》于1952年荣获斯大林
文学奖二等奖，丁玲拿出5000元稿费，
在村里购置了四间平房，建起新中国

第一所农民文化站。1995年，当时的
温泉屯乡政府为纪念丁玲作出
的贡献，兴建了丁玲纪念馆，让

“丁玲精神”在这里扎根，一代
代传承下来。

1997年，丁玲纪念馆被评为省级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如今，这里已成
为著名的红色旅游纪念地，参观人数
逐年上升。一批批参观者怀着崇敬
的心情，从四面八方慕名而来，追忆
峥嵘岁月，体验红色文化，感受“丁玲
精神”。

温泉屯镇镇长王斌介绍，今年
以来，温泉屯镇抓住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的契机，发挥红色教育基
地作用，积极策划系列庆祝活动，把
党史学习教育搬进丁玲纪念馆，设
立“察哈尔文化讲堂”，开展“童心向
党”活动，组织各类党史学习教育 20
余次，参与人数达到500余人。

4 月 6 日，沿太行山高速一路向
北转荣乌高速，在涞源县银坊镇黄土
岭收费站刚下高速，面前就是建于山
坡上的黄土岭战斗遗址。

“山脚下是黄土岭村，往东到易
县上庄子村，是一条 2.5 公里长的山
谷，酷似一条‘口袋’，如果从两头堵
截，敌军进入后便插翅难飞。”在雁宿
崖黄土岭战役胜利纪念碑前，黄土岭
村村支部书记兼村主任陈成向我们
讲起了82年前的那场战斗。

1939年11月4日晨，日“蒙疆驻屯
军”最高司令兼独立混成第 2旅团旅
团长阿部规秀中将率 1500 余人朝雁
宿崖、银坊方向急进，向八路军展开攻
势。在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
臻指挥下，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杨
成武部诱敌至既设战场黄土岭。7日，
潜伏的八路军打响战斗，在“口袋”中

击毙阿部规秀，有日军高级将领哀
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当
年11月初，八路军在雁宿崖和黄土
岭打了两场歼灭战，共歼灭日军
1500人。1987年，黄土岭战斗遗址
系列设施开始建设，遗址主要包括纪
念展室、纪念碑等。

黄土岭，这个位于“口袋”中的小
山村见证着红色精神的传承。

“新时代，我们依然要继承革命精
神，顽强奋斗，攻坚克难，在脱贫基础
上让乡亲们的日子更加红火。”陈成
说，近年来，村里发展了编织袋厂、玖
星养鸡场、光伏电站、绿色有机苹果种
植等项目，远期准备通过红色旅游产
业带动群众增收。

据了解，黄土岭村共 150 户、520
人，2019 年整村脱贫出列，目前人均
年收入约1万元。

【第二站】 涞源县银坊镇黄土岭战斗遗址——
太行山村，见证民族精神

河北日报记者 赵 建

“晋察冀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敌
后创建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毛泽东
同志曾亲自题词‘抗日模范根据地晋
冀察边区’……”4月6日，伴随着讲解
员的介绍，记者走进位于阜平县城南
庄镇的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仿佛
置身于那烽火连天的岁月。

1937年，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奋勇挺进华
北抗日前线，在聂荣臻和彭真等同志
领导下，创建了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
地。英勇的边区军民以大无畏的英雄
气概，与日寇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地雷
战、地道战、破袭战、麻雀战等一系列
游击战法，陈庄歼灭战、齐会歼灭战等
一场场著名战斗，谱写了一曲又一曲
荡气回肠的慷慨壮歌。而晋察冀边区
抗日根据地作为“统一战线实验区”和

“先导区”，积极推进统一战线工作，加
强抗日民主建设，努力发展边区经济，

为夺取全国抗战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
作出了重要贡献。

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依托原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而建，总占地
面积 315 亩。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
物，记录了阜平革命老区的历史荣
光，见证了抗日战场上的刀光剑影，
镌刻下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和鱼水深情。

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
近年来，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不断
创新，推出缅怀先烈、告慰英雄、做时
代新人、红色研学实践等活动，每年为
30万人讲红色故事，弘扬革命精神。

纪念馆所在的阜平，山地贫瘠、
交通不便成了当地群众致富的“拦路
虎”，曾经一度是深度贫困县。近年
来，随着高速公路的贯通，山门打开，
山货出山，老区人民开始过上富足的
日子。

4月 6日是清明节假期后的第一
天。9时 30分许，西柏坡纪念馆前的
五大书记塑像前，不少游客在注目行
礼、合照留念。

今年是庆祝建党 100 周年，恰逢
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西柏坡成为
一个值得特别纪念的地方。

走走崎岖的“赶考”路，参观简陋
的土坯房，看看泛黄的老照片……很
多党员干部来到西柏坡，通过革命旧
址、文物和史料，追寻红色记忆、重温
革命历史。

在毛泽东同志旧居，老式大衣柜
上镶嵌的穿衣镜略微倾斜。“这一微
妙的变化带来了奇妙的效果：走近走

远都能照见全貌。”西柏坡纪念馆讲
解员申媛丽说，“在这面镜子前，我们
能清晰地看到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
事求是、一心为民的崇高风范。”

2013 年 7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
记到西柏坡考察，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对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干部明确提出：“不断学习领会

‘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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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多年来，以“两个务必”“赶考”
等为主要内容的西柏坡精神，激励着

4月 6日，记者沿着太行山高速
从北向南，行至邢台市信都区后转
至红色旅游专线抗大路，一路蜿蜒，
来到素有“太行明珠”之称的前南峪
村，远远就看到了在青山绿水环抱
中巍然矗立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
学陈列馆。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
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
创办的培养军政干部的最高学府。
1939 年，抗大总校根据中共中央指
示离开延安，挺进华北敌后办学，从
战争中学习战争，创造了世界军事
教育史上的奇迹。

1940 年 11 月，抗大总校辗转转
移至邢台浆水镇一带，校部就设在
前南峪村，抗大在这里办学两年零
三个月，先后培养了六、七、八三期
学员，共 8000 余名优秀军政干部。
这里是抗大在敌后区驻留时间最长
的地方，创下了教学条件最差但教

学内容最丰富、毕业学员人数最多
等几项“抗大之最”。

几十年过去了，“抗大精神”像
阳光和雨露，依然在哺育和滋养着
这里的山川大地和父老乡亲的心
田。靠着“抗大精神”的熏染，前南
峪村治山治水、战天斗地，硬是把一
个穷山沟变成了“太行明珠”。如
今，前南峪建起一个以板栗为主，干
鲜果树达 29.64 万株的果品生产基
地，林木覆盖率94.6%，被林业、生态
专家誉为“太行山最绿的地方”和

“太行生态第一村”。
除了前南峪村，其周边不少村

庄都有抗大旧址。抗大陈列馆馆长
杨树介绍，从去年 4 月份开始，依托
抗大陈列馆，邢台市信都区在抗大
旧址村开展红色文化共建共享工
作。目前，当地已规划出一条有 9 个
村参与的闭环式的旅游线路，串珠
成链，用红色文化反哺绿色产业。

4 月 6 日清晨，从石家庄出发，
沿着太行山高速一路南下。穿行在
巍峨群山之间，晨光熹微中的高速
公路如同一条银色丝带。

3个多小时后，转至青兰高速，车
子在涉县东口下道，行驶在宽阔笔直
的将军大道上，红色印记接连映入
眼帘：气势恢宏的“将门”，“129”数字
样式的路灯，“转战太行”大型红色浮
雕……行车七八分钟后，抵达八路军
一二九师纪念馆所在地——赤岸村。

虽然是工作日，但来一二九师
司令部旧址参观的人依然络绎不
绝。赤岸村村民张中林担当起了

“讲解员”。退休后，在纪念馆义务
讲解 20 多年，这方英雄土地的光辉
历史他早已熟记于心。

“这两棵树是刘伯承、邓小平等
领导同志亲手栽种的。”小院中，两
棵繁花满枝的古树交相辉映，一棵

是丁香，一棵是紫荆。张中林告诉
记者，文革期间，这两棵树差点被破
坏，多亏了村民们的保护，才得以被
保留下来。“这两棵树不仅见证了峥
嵘岁月，更见证了军民鱼水情深。”

在这个简陋的小院，刘伯承、邓
小平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率领八
路军一二九师将士与当地人民一
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创建了晋冀
鲁豫抗日根据地，书写了“九千将士
进涉县，30万大军出太行”的传奇。

“作为一二九师革命旧址的所
在地，我们更要弘扬红色文化，发扬
奋斗精神。”赤岸村党支部书记张海
魁告诉记者，如今的赤岸村，红色文
化和旅游产业相互交织，铺就了村
民的致富路。眼下，村里正在修建
红色主题公园，谋划打造商业步行
街，发展高效农业和民宿，让乡亲们
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4月 6日上午，记者从石家庄出
发，经津石高速转大广高速，从牛驼
收费站进入固安县。继续行驶20分
钟，来到我省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林子里烈士陵园。

进入陵园，松柏翠绿，榆梅艳
丽，玉兰飘香，一片春意盎然。17米
高的纪念碑上，“革命烈士永垂不
朽”八个大字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
生辉。

林子里烈士陵园位于固安县马
庄镇林子里村南。这里，曾发生过

一场激烈的战斗。1944 年 3 月 9
日，冀中第十军分区警卫连、机关
干部和当地民兵在林子里村与敌
人展开激战，最终因寡不敌众大

多数人光荣牺牲。
“虽然战斗发生时我才 9 个月

大，但我从小就听老人们讲，当时八
路军和村里的民兵为了保护我们，
跟几倍于自己的敌人拼到了最后，
没有一个人退缩。”在烈士纪念碑

前，林子里村村民李会明老人讲起
那口口相传的革命故事，忍不住热
泪盈眶。

林子里烈士陵园内共安葬了
121 位烈士的遗骸、骨灰，其中有 72
位烈士牺牲于林子里战斗。固安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李金峰
告诉记者，除墓区外，陵园内的纪
念馆也记录了当地在各个时期的
革命历程，充分展现了他们抗击外
来 侵 略 、维 护 民 族 尊 严 的 不 屈
精神。

从陵园向东、西望去，一座座蔬
菜大棚排列有序。林子里村党支部
书记李伟兵介绍，近年来，林子里村
发挥区位优势，大力发展蔬菜种植、
瓜果采摘、游园休闲等现代农业。
乡亲们渐渐富起来了，不少人年增
收3万余元。

从曾经的革命战场到现在的千
亩农业园，林子里村传承的革命精
神，在新时代有了新的体现。

4月 6日，艳阳高照。沿着大广
高速从固安一路南行，至高阳口下
路，穿过返青的麦田，布里村近在眼
前。20 世纪初的留法热潮中，有志
之士在这里成立了全国第一所留法
勤工俭学培训学校——布里留法工
艺学校。

学校旧址的大门上面为欧美哥
特式建筑风格，高耸的砖塔，顶部呈
尖状，下方的拱门、磨砖则为中国传
统的园林建筑风格。“中西合璧也是
当年学校的创建者李石曾先生的办
学理念。”高阳县文化馆专业创作
员史克己介绍，李石曾早年留学法
国，1908 年建立“法国巴黎中国豆
腐公司”。

穿过旧址大门，一男一女推磨
做豆腐的雕像，带有鲜明的时代印
记。学校旧址至今仍保留着建校
之初的格局，坐北朝南的四方院
落，现存平房 11 间，包括教室、实习
工厂等。

“先到布里学法语，做着豆腐闯
巴黎……”100 年前，来自全国各地
的有识有志青年怀着寻求救国之路
的理想，在这里学习法语、学习赖以
生存的技艺，然后踏上漫漫征程。

自 1917 年到 1920 年，布里留法
工 艺 学 校 共 招 收 3 期 学 生 200 余
人。1918 年第二期学员中，有一个
以湖南学生为主的班级，班主任蔡
和森，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著
名领袖人物，学生颜昌颐、王人达、
孙发力、唐灵运等人，后来均成为中
国共产党早期党员。

百年沧桑，学校旧址中已没了
当年的热闹模样，只有蔡和森手植
的洋槐，仍在院中迎风簌簌作响，诉
说着当年“师夷长技”的奋斗故事。

传承先辈精神，高阳再次出发。
今年，高阳将以承办保定市第四届旅
发大会为契机，积极推动中法健康文
化小镇建设、打造红色教育景点，发
展具有高阳特色的旅游产业。

大棚内，葡萄长势青翠喜人；田
地里，桃花梨花竞相绽放……4 月 6
日，位于饶阳县南的五公村春意
盎然。

走进村北的耿长锁纪念馆，一尊
巍然矗立的耿长锁全身汉白玉雕像
映入眼帘，他背后的“全国第一个土
地合伙组”十个大字分外醒目。

“耿长锁纪念馆主要包括雕塑
广场、人物展厅、耿长锁生产合作社
社部和耿长锁故居。”耿长锁纪念馆
馆长魏志伟说，目前，馆内共展览老
照片400余幅，展出实物230余件。

1951 年、1979 年耿长锁两次获
得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称号。1944
年，耿长锁与其他三户农民在冀中
抗日根据地办起了全国第一个土地
合伙组。他通过把个体农户组织起
来，领导饶阳县五公村农业生产合
作社，走合作化道路，为农业社会主
义改造的完成，使广大农民走上社

会主义道路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曾
被毛泽东誉为“群众所信任的领袖
人物”。

“耿老出生在五公村，成长奋斗
在五公村，用一生的实际行动铸就
了‘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廉洁奉公、
造福为民’的精神，为我们留下了宝
贵的精神财富。”五公村党支部书记
张红兵说，几十年来，耿长锁精神一
直 影 响 、指 引 着 我 们 不 断 前 进 、
探索。

学 习 劳 模 精 神 ，凝 聚 奋 进 力
量。“艰苦奋斗是耿长锁一生的真实
写照。这种精神一直传承至今，成
为深入五公村村民骨子里的优秀品
质。虽然现在生活富裕了，但是村
民仍然像耿老当年一样，艰苦奋斗、
不断进取，有的联合起来搞特色养
殖，有的开店经商，人们的腰包鼓
了，日子越过越红火了。”张红兵的
脸上满是骄傲。

【第三站】 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
穿越历史，重温抗战故事

河北日报记者 马 利

【第四站】 革命纪念地西柏坡——
赶考精神，激励奋进之路

河北日报记者 薛惠娟

【第五站】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旧址——
红色文化，反哺绿色产业

河北日报记者 尹翠莉

【第六站】 涉县赤岸村八路军一二九师纪念馆——
两棵古树，诉说鱼水深情

河北日报记者 卢旭东

【第七站】 林子里烈士陵园——
昔日战场，今朝农业园区

河北日报记者 霍相博

【第八站】 高阳县布里留法工艺学校——
追寻真理，弘扬先辈精神

河北日报记者 高 珊

【第九站】 耿长锁纪念馆——
学习劳模，凝聚奋进力量

河北日报记者 刘冰洋

走进直隶省立第七师范纪念
馆，看着橱窗里泛黄的书本，一幅画
面浮现眼前：谢台臣先生北平治病
归家之际，罄其所有，买回两箱马列
主义经典著作，要等病好了，好好研
究社会科学——这是他大半生办学
思想的出发点。

39岁，正当仕途的黄金时期，他
宁可不当省议员，也要兴办教育。
一所用五四新文化“科学”与“民主”
精神武装起来的新型学校——七
师，从此屹立于大名府北关郊外。

这是一所刻满红色印记的学
校。抗日战争时期，学校的一批爱国
人士以笔为枪、与敌斗争，一片丹心
向着党，担负起教书育人的使命。据
统计，在直南的38个县中，有20多个
县的第一位党员是七师的师生，第一
个党支部是七师师生领导建立的，七

师成为直南革命的一个策源地。
如今，坐落于邯郸学院大名分

院院内的七师纪念馆，作为党史、教
育史研究教育基地，成为我省对外
宣传交流的重要窗口。

“为了让红色历史代代相传，我
们也在不断创新内容与形式。”邯郸
学院大名分院副校长陈连成说，学
校邀请老教师、杰出校友等回校讲
述校史故事、党史故事，让学生们透
过母校这扇窗，看到党是怎样领导
人民一步步走向胜利、铸就辉煌的。

随着高速公路的贯通，各地文化
交流日益密切，怎么才能让红色文化
从纪念馆走出去，在人们内心落地生
根？这也是陈连成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学校将进一步挖掘红色资源，全方
位打造更具吸引力的红色文化阵地，
让七师精神和红色基因永不褪色。”

【第十站】 直隶省立第七师范纪念馆——
初心不改，传承红色校风

河北日报记者 王璐丹

【第一站】 丁玲纪念馆——
桑干河畔，续写时代新篇

河北日报记者 刘雅静

一代又一代人。
依托红色旅游，西柏坡镇梁家

沟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村
七成人吃上了旅游饭，开饭店、办民
宿、当导游、卖纪念品……村民人均
年收入突破了万元大关。

党支部刚换届，再次当选的梁
家沟村党支部书记陈志军有了新打
算：“全村 43 家民宿要提升服务水
平，在后山建设 500 亩的采摘园，今
后在梁家沟游客不仅能吃能住，还
可以休闲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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