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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着家书访家乡⑥

史钦琛烈士牺牲前致信母亲——

“终身献于革命事业”
河北日报记者 尹翠莉

视频摄制：
河北日报记者
张 昊 贾晓煊

①史钦琛参加革命后
写给母亲的信。

②史钦琛烈士肖像照。
③史钦琛家乡——邯郸

市亦北村。
河北日报记者 张 昊摄

③③

“亲爱的母亲：儿为无产阶级及中
华民族的解放，终身献于革命事业，家
中事务难能分身照顾，一切负托家兄
照看，玉风、玉根请多加教育，培养成
人，供（贡）献社会……母亲要多加保
养，强健身体，一切事情应负（付）与年
轻者来管理，不可操劳过度，损害健
康，对邻居要和睦，对劳动者应各方从
宽，以济贫困……”

这是史钦琛烈士1940年写的一封
家书。最近，临漳县亦北村村民史光兰
将它制成视频，发到网上，引来了众多
网友点赞留言。

这是一封怎样的家书，时隔81年
依然震撼人心？

带着疑问，4月19日，记者几经辗
转，来到位于邯郸市联纺路一个安静
的小区，见到了史钦琛烈士的儿子史
光东。

见记者来访，86 岁的史光东走进
书房，抱出了一个玻璃相框和文件袋。

“这是我父亲！”史光东摩挲着
相框。

阳光透过窗洒在相框中那位年轻
人身上，他一身戎装，表情从容，黑框
眼镜后的眼睛坚定地凝视前方。

“当时跟照片一起寄回家的还有
这封信。信里提到的‘玉根’是我，‘序
书’是父亲原来的名字。”记忆的闸门
打开，老人绵延80余年的思念像流水
一般倾泻。

史光东说，当时家境富足，父亲聪
明好学，从村内私塾一直读到北平辅
仁大学。“家里有很多父亲的课本，我
连信一起捐赠给了晋冀鲁豫烈士陵
园，1956 年父亲的墓从山东迁到了那
里……”

当日，记者赶赴晋冀鲁豫烈士陵
园看到了那封家书——土黄色一片小
纸，磨损的边角显示它不知被翻看了
多少遍，而清晰的字迹又能让人读出
它的主人是怎样小心翼翼地珍藏。

信中，史钦琛表明革命决心后，对
家事做了细致安排——他委托兄长照
顾家中事务，希望将一双儿女培育成
人、贡献社会；劝告妻子耐心学习，将
来为社会工作；嘱咐母亲保养身体，扶
贫济困。

百余字，字字溢满了对家人的无
限眷恋和对民众的关怀悲悯。

一个富家少年为何选择“为无产
阶级”奋斗？

“受先进思想影响，父亲1935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参加了‘一二·九’
运动……”说到激动处，史光东挥舞着

胳膊，记者眼前浮现出了身材瘦高的史
钦琛在游行队伍中高喊口号的场景。

由于宣传革命思想，1936 年 1 月
31日，史钦琛被反动当局抓捕。

“父亲被捕后家人非常着急，让我
伯伯到北京找人疏通营救。”史光东
说，“伯伯看到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父
亲，哭着劝他回家，他死活不同意。”

是什么支撑他全身投入革命，即
使身陷囹圄也要坚持到底？

“父亲说，‘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
怎么能看着国土沦陷、人民受到欺侮
而不顾？不把日本人赶出中国，我决不
回家。’”

在党组织和家人的努力下，历经8
个月牢狱之灾的史钦琛被救。“七七事
变”后他遵照党的指示走向抗日前线。

4 月 20 日，从邯郸市一路向南行
走130公里，记者来到了史钦琛战斗过
的地方——山东莘县耿楼村。

“1940年6月，日伪军对鲁西北抗
日根据地进行‘扫荡’。6月25日，时任
129 师新 8 旅 22 团政治委员的史钦琛
率部队到达耿楼，遭到日军三面包围，
他身中数弹，英勇殉国。”小雨淅沥，在
耿楼战斗纪念馆，莘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副局长潘怀省指向最初安葬史钦琛
的空地说。

纪念馆内，记者见到了93岁的村
民李凤川，时光流转，可老人对当年的
战斗记忆犹新：“被包围后，史政委安排
人员转移，很多人劝他走，他不走……”

眼前是弥漫的硝烟，心底有挂念
的亲人。

“残酷的斗争让父亲意识到随时
有危险，于是他在作战间歇给家里写了
封信，信寄回来没多久，父亲就牺牲
了。”史光东回忆，就在父亲牺牲的前两
天，母亲还为他缝制布鞋，等着他归来。

“这封信成了我们全家的精神支
柱。”史光东说，母亲从25岁守寡，一守
70年，而他终身从事教育事业，就是为
了践行父亲信中“培养成人，贡献社
会”的期待。

记者从山东回来，专程来到史钦
琛的家乡临漳县亦北村。入村便是笔
直平坦的水泥路，超市、餐馆、理发店
等铺面百八十米就有一个。

“这原来都是土路，一下雨就湿
脚。依托政府对革命老区发展政策，这
几年村里重修了路，硬化了路肩。”亦
北村党支部委员史纪英说。

得知记者探访史家老宅，几名村
民热情地指路。“抗战时期，史钦琛家
变卖家产支援部队，还常常接济乡亲，
现在我们日子好了，不能忘了人家。”

因常年无人居住，老宅已经破损，
在一栋栋白墙黛瓦的新民居面前，它
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惊
心动魄的往事。

“史钦琛烈士牺牲时只有27岁，还
没我大。”90后亦北村包村干部、临漳
镇党建办主任张冀杰说，他的家书一
次次在朋友圈刷屏，大家都为村里有
这样一位烈士感到光荣。

“什么是对英烈精神的传承？我觉
得就是让老百姓生活得更好。”张冀杰
说，今年村里大力改善人居环境，修建
了广场、停车场，下步还要调整农业产
业布局，壮大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家书与战场、他乡与故土，一路追
寻，置身历史深处，记者仿佛看到史钦
琛挥笔写信的瞬间。家与国之间，一位
共产党人“终身献于革命事业”的抉择
照亮了黑暗的夜空，让我辈拥有了辽
阔耀眼的光明。

驱车驶离亦北村，风乍起，田野里
麦浪翻滚，又是一个丰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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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
及七届二中全会召开
河北党史百年百事（37）
省委党史研究室、省档案馆、河北日报社主办

马振华：冀鲁边区的抗日元勋

马振华。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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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山县西柏坡，当地农
民陈素梅开了一家小餐馆。20
多年的时间里，小餐馆的菜单
迭代升级，一变再变，就像一
部“连续剧”，它记录着生活的
变化，也见证着时代的发展。
今天的河北日报，就讲述了这
样一个菜单的故事。

小餐馆最初的菜单是“手
写的硬纸板”。20 世纪 90 年
代，到西柏坡旅游的人逐渐增
多，陈素梅的小餐馆开业了。
那时候，西柏坡一带还非常贫
困，“人们在吃喝上还不太讲
究，能吃饱就行”，菜单就简简
单单写在硬纸板上：拍黄瓜、
煎鸡蛋、煮面条。

升级后的第二版，是打印
的“塑封菜单”。随着西柏坡旅
游升温，全国各地的游客也多
起来，小餐馆聘请了新厨师，
除了本地特色菜，还推出了其
他菜系的菜品。这时候的菜
单，是正反两面打印的“塑封
菜单”，简单明了，方便实用。

正准备推出的第三版，是
游客看“菜”下“单”。近年来，红
色游火爆全国，西柏坡旅游也
迎来新高潮，游客们也愈发注
重原生态和就餐体验。陈素梅

又准备换新菜单了——让游客
全程自选，自己决定吃什么、怎
么吃，“散养的土鸡，‘跑步’的
鸭，新鲜的瓜菜随手抓……”

从手写到打印再到自选，
“小菜单”每一次变化的背后，
是经济的发展，是时代的进
步，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从
解决温饱到奔向小康生活的
幸福历程”。“小菜单”折射出
的是20年间以陈素梅为代表
的革命老区群众脱“穷帽”、奔
小康的生活变迁，和他们的眼
光和理念的更新；更是整个社
会的发展进步——从只要“吃
得饱”，到要求“吃得全”“吃得
好”，再到讲求“吃得营养”“吃
得健康”。

幸福的生活，就浓缩在“柴
米油盐”的更新换代里；发展的
进步，就体现在普通人不断产
生、满足“一衣一饭”的新需求
中。用心发现一个个“小菜单”，
我们就能看到满满的收获、足
足的幸福；主动适应需求的变
化，不断调整、丰富自己的“小
菜单”，我们每个人就一定能
和陈素梅一样，不断为自己也
为别人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
生活。

在西柏坡景区附近开了20多年餐馆的陈素
梅，最近又忙着更换新菜单了。和以往不同，这次
她不做主了，而是让游客自己定。

陈素梅家住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镇梁家沟
村，紧邻西柏坡景区。20世纪90年代，来西柏坡参
观旅游的人多了起来，陈素梅就在去往景区的路
边开了一家餐馆。

“店面不大，菜品不多，菜单就写在硬纸板上，
拍黄瓜呀、煎鸡蛋呀、煮面条呀，都是些家常菜。”
陈素梅说，那时候，游客量还不大，西柏坡一带还
是贫困村，物资也不丰富，“人们在吃喝上还不太
讲究，能吃饱就行”。

2000 年以后，西柏坡旅游逐渐升温，陈素梅
的餐馆生意也越来越好。游客来自全国四面八方，
就餐需求也变得多种多样。陈素梅家的“硬纸板菜
单”不够用了，几个家常菜也拿不出手了。

于是，陈素梅多请了厨师，丰富了菜品，还精
心制作了正反两面打印的“塑封菜单”。“除了本地
特色菜，增加了不少其他菜系的菜品，尽量让来自
各方的游客都能点到一份合口味的菜。”陈素
梅说。

后来，西柏坡高速开通，西柏坡旅游发展进入
“黄金期”。陈素梅家的餐馆从一层门面扩大到三
层楼房，稳稳地吃上了“旅游饭”。

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革命圣
地西柏坡，并同县乡村干部和群众座谈。陈素梅作
为群众代表参加了座谈会。

“总书记非常关心老区人民的生活，惦记西柏
坡的发展。”陈素梅说。

“我一直把总书记的话记在心里。”陈素梅说，
座谈会后，身为一名党员的她就开始琢磨如何带
领更多乡亲共同致富，积极帮助村集体引进项目，
帮助村民发展民宿。

2018 年，平山县实现脱贫摘帽。梁家沟大多
数村民吃上了“旅游饭”，村集体在景区有股份，许
多村民在景区就业。

今年3月以来，西柏坡参观旅游再次迎来热
潮。陈素梅发现，游客们注重原生态、在乎就餐体
验的消费趋势更加明显。

“这是我们村新的发展机会，旅游餐饮形式要创新。”已担任梁家
沟村村委会副主任的陈素梅说，村集体正利用山场资源，发展瓜果采
摘、家庭农场、原生态餐馆等农旅结合的产业园，提升旅游接待能力
和品质。

“菜单还得换！新菜单的食材将直接取自产业园，散养的土鸡，
‘跑步’的鸭，新鲜的瓜菜随手抓……”陈素梅笑着说，这一次换菜单
不用愁，只要产业园里有，都能让游客看“菜”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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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菜单里的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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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振华（1905-1940），河
北盐山人。1922年在本村创办
贫民小学、民众夜校，深受贫苦
农民拥护。1932年10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1934年4月，马颊河
农民暴动失败后，毅然舍弃教
鞭，奔走于乡村，联络发展党
员，组织民众和进步师生开展
地下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不
避危难，发起成立华北民众抗
日救国总会和救国军。11月中
旬，任中共冀鲁边区组织委员，
同时任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会
长、救国军政治部主任。不久，
救国军改变为冀鲁边区抗日游

击队。短短几个月，率部多次沉
痛打击日伪军，相继收复盐山、
庆云、无棣、乐陵和宁津等县
城，极大激发了当地军民的抗
战热情，游击队发展到万余人。
1938年夏调到地方工作，先后
任中共盐山县委书记、冀鲁边
区战委会主任、民运部长、组织
部长、津南地委书记等职，从事
发动和组织群众、巩固抗日民
主政权等工作。他深入田间地
头，与农民一起劳动，宣传抗战
形势，掀起津南地区的参军参
战热潮。1940年9月，马振华在
宁津县柴胡店区薛庄召开秘密
会议，被叛徒告密引敌包围，在
突围中壮烈牺牲。

1947年3月，国民党重兵进攻延安，中央决定暂时撤离
延安。此后，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解放
军总部转战陕北。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的中央工作
委员会转移到晋察冀。由叶剑英、杨尚昆组成中央后方委
员会。1947年5月，中央工作委员会到达地理位置优越、群
众基础好的平山县西柏坡。1948年3月，中央后方委员会
也到达西柏坡。1948年4月，周恩来、任弼时到达西柏坡，
与中央工委会合，5月27日，毛泽东从阜平到达西柏坡。西
柏坡成为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在这里，党中央制定一系列重大的战略决策和政策，部署指
挥了震惊世界、改变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七届
二中全会，描绘了革命胜利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
对迎接革命胜利和新中国建设具有重大指导作用。

（上接第一版）以及没有形成特色产业或特色
不明显的乡镇。

实施方案提出，大力发展特色主导产业，
因地制宜加快发展带动增收作用明显的优势
特色产业项目。

强化产业培育。以脱贫县为单位，编制乡
村特色产业发展规划，持续打造1—2个特色
鲜明、优势聚集、产业融合、竞争力强的农业
特色主导产业，实现“一乡一业、一村一品”。

强化利益联结。持续推广“政府+科技+金
融+公司+合作社+脱贫户”的“六位一体”股
份合作制产业帮扶模式和行唐县金丰公社土
地托管模式，不断完善产业发展共享机制。

强化要素保障。不断增加衔接资金产业
投入比例；强化脱贫人口小额信贷风险防范；
探索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金、资金变资本、
农民变股东的市场化新路径；深化“政银企户
保”金融扶贫模式，落实农业政策性保险，开
展自然灾害、价格质量、特色保险保费补贴。

强化产销帮扶。建立完善产销衔接机制，
加强市场信息服务，有效应对因灾情疫情等

导致的交通管控和地区封锁，防止发生区域
性、系统性积压滞销。

强化风险防范。将产业帮扶项目纳入县
级项目库管理，进一步完善项目前期谋划、中
期实施、后期监管、整改提升闭环式管理机
制，有效防止因产业项目谋划不精准、施工质
量不高、运营管理不善导致项目难以兑现利
益分配问题。加大产业带动主体日常性监管
力度，定期走访，随时掌握经营状况，防止出
现带动和履约能力风险。

摸清就业现状，促进脱贫劳动力
稳定就业

就业现状重点摸底劳动力总数、普通劳动
力人数、技能劳动力人数、弱劳动力或半劳动
力人数、无劳动能力人数以及因上学、参军等
退出劳动力市场人数；省外务工、省内县外务
工、县内务工人数等；公益岗位数量；脱贫劳动
力实现就业比例；享受就业帮扶政策比例。

在分析研判方面，县级层面要通过对村
级就业现状数据和信息分析比较，兜清就业

比例低、享受就业帮扶政策比例低的村，以
及就业人数与去年同期差距大的乡镇、村。

我省坚持分类指导，一户一案、一人一
策，促进脱贫劳动力稳定就业。

做好就业组织保障。建立就业帮扶工作
台账，精准掌握每个劳动力的务工地点、务工
时间、务工需求等。利用“三网合一”就业服务
平台，及时发布就业信息，对有意愿尚未外出
或外出后返乡人员加强就业帮扶。鼓励面向
脱贫劳动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创新创业培
训。深化京津冀劳务协作，做好劳务输出组织
和服务。各地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预警
平台，及时化解欠薪风险隐患。

持续加强产业就业联动。促进就地就近
就业，鼓励开发区、返乡创业园支持创业带动
就业，鼓励中小企业吸纳劳动力就业。实施以
工代赈、投工投劳建设乡村振兴项目，优先安
排脱贫人口就业，并提高劳务报酬发放比例。

保持乡村公益性岗位规模总体稳定。加
大各类岗位统筹使用力度，优先安置符合条
件的脱贫人口特别是其中的弱劳动力或半劳

动力，动态调整安置对象条件。健全公益岗位
按需设岗、以岗聘任、在岗领补、有序退岗的
管理机制，规范人员聘用、公开公示等工作，
防止泛福利化。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推动村集体经济做大做强，发挥好经营性资
产作用，做好扶贫车间和村级光伏电站日常
管理和运营维护，确保公益岗补贴资金来源
可持续。

加大脱贫户家庭学生的就业帮扶力度。
稳定发展生态护林员队伍。

摸清科技帮扶现状，大力推广
先进适用技术

科技帮扶现状重点摸底农业创新驿站建
设数量、推广新技术新成果情况；科技特派
员、产业发展指导员进村入户情况；科技培训
服务及带动增收情况等。

在分析研判方面，县级层面要梳理科技
帮扶数据信息，全面掌握农业创新驿站工作
情况，兜清推广新技术新成果数量少、科技培
训人次少、带动农户差的乡镇、村。

实施方案提出，确保每个县至少建成一
个以上农业创新驿站。大力推广先进适用技
术，增强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促进产
业帮扶项目提质增效，带动增加农民收入。

加强县级政府与科研院校合作力度。开
展农业创新驿站创建提升行动，弘扬李保国
精神，引导科技人员扎根农村、服务农民。

加大高素质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培养。
实施百万农民科技大培训工程，开展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发挥“土专家”的作用，培育新
型职业农民。

促进“产学研用企”深度融合。支持省内
高校、职业院校综合利用教育培训资源，灵活
设置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乡村振兴培
养专业化人才，开展乡村振兴课题研究。

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将产业发展
指导员转为乡村振兴指导员，鼓励科技特派
员到乡村创新创业。

建立健全农业科研成果产权制度。持续
抓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实施一县一业
一基地一团队的“四个一”新科技示范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