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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上巾帼情

一座座新居建在了牧场上，也稳稳地建起了干群之间的感情和信任。自此，乡党委一号召，村

民们就跟着干。2019年，全乡实现了全部脱贫。

■ 杜京

抗战岁月，烽火连天。在太行山，
涌现出无数感天动地的巾帼英雄，也留
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

那是82年前的故事。1939年深秋
时节的一天，太行山天高气爽，浮云流
逝。在湛蓝的苍穹下，四周的群山显得
格外静谧。从八路军总部驻地王家峪
村通往枣林村的山路上，迎面走来一队
八路军，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一位飒爽
英姿的女八路军。她中等身材，圆圆的
脸庞，齐耳的短发，格外精神。

在枣林村，乡亲们看到队伍前面走
着的那位女八路军，都投来好奇的目
光，特别是村里的姑娘、媳妇、婆婆、奶
奶们，更是上下打量着这位女八路军。

“康大姐，辛苦了！”此时抗日工作队的老李和农
会主席端着米汤，手拿烧饼上前打招呼。周围的人们
听了才知道“哦，她就是人们常说起的康大姐，朱德总
司令的夫人。”看上去她可是没有一点架子，亲切和
气，对乡亲们总是面带微笑。没几天“康大姐”这个名
字，就传遍了这百户人家的小山村。

康大姐住在贫农刘大娘的东屋里，一有空就帮刘
大娘推碾子，还给刘大娘的小孙子讲故事。无论走到
哪里，只要看见老百姓，康大姐都主动嘘寒问暖，“今
年粮食收成好吗？”“油、盐、柴、米、酱、醋贵不贵？”“家
里有几口人，日子过得怎么样？”……久而久之，康大
姐在当地百姓心目中很有威信，尤其是妇女姐妹们非
常喜欢她。

说起康大姐的威望，朱新华告诉我说，父亲朱琦
说过，“在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总部驻扎在晋东南咱
们老家长治一带，威望可高了，特别是那些女八路军，
个个英姿飒爽、和蔼可亲。”“其中就有一位康克清大

姐。”八路军太行纪念馆讲解员连晓敏告诉我，早在
1939年2月，由八路军、牺盟会、山西青年抗日决死
队，三个组织的妇女发出倡议，选出代表召开妇女大
会，成立晋东南妇女抗日救国总会。

倡议发起人为当时八路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政治
处主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康克
清，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浦安修，
中共晋冀豫区委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刘亚雄，西盟
会成员黎颖、华逸，抗日决死队丁一等人，他们在倡议
书上签字，倡议发出后，晋东南各县纷纷响应，很快
20多个县选出了妇女代表150余人。

1939年3月8日，春暖花开的时节，晋东南妇女救
国联合总会成立大会在山西沁县南沟村召开，会场设
在村里一处大院子里，院中搭起了棚子，正面屋檐下摆
放着的桌子成了主席台。棚内用砖头支起一排排木
板，为会议代表的座位。大会召开的第一天，朱德总司
令用生动通俗的语言做了形势报告、妇女工作报告，提
出了任务及要求，他热情洋溢地鼓励妇女们投入抗日
斗争。康克清、浦安修也分别在大会上讲话。

朱新华告诉我，他哥哥朱和平曾经在《我的奶奶
康克清》一书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那次大会召开之
后，康克清负责主抓晋东南妇女工作，开展得有声有
色，一批遭受剥削压迫的妇女冲出牢笼，参加八路军、
游击队。太行山涌现出一批巾帼英雄模范妇女，为抗
战取得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太行山，康克清一心想帮助更多的穷苦妇女脱
离苦海，重获自由。在康克清的帮助和影响下，武乡
县许家垴妇女王九焕成了抗日巾帼的典型代表。她

12岁当童养媳，常常遭受虐待，曾想投井上吊，每天都
痛苦不堪。

八路军进驻了武乡，给她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她一心想参加八路军，但又担心部队不要女同志，于
是在1939年冬天，她女扮男装改名王子清，参加了
八路军，而且就在八路军总部警卫连，随军转战太
行，英勇作战，光荣入党。

1940年在辽县(今左权县）战役中，她身负重伤
被送进医院，当医生准备为昏迷的她做手术时，解开
了一圈圈缠在她胸部的带子时，才惊讶地发现原来她
是女的，这令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伤愈后，她随军出太行、强渡黄河、转战中原，参
加渡江战役，进军大西南，成为名副其实的女英雄。

抗战期间，日本鬼子常来“扫荡”，烧杀抢掠的暴
行，激起广大妇女的抗日决心。康克清、浦安修等八
路军女战士就动员村里的妇女投身抗战，妇女们纷纷
响应，积极参加救亡运动。在八路军的帮助下，她们
进步很快，不但懂得许多革命道理，还学会了识字，当
地的妇女工作十分活跃，颇有成就。抗战期间，太行
妇女承担了拥军优属的主要工作，她们组织起来做军
鞋、缝米袋、救护伤员，成为太行山抗日的一支生力
军。

石榴仙是抗战时期太行山地区著名“纺织英雄”
中的一位。她的英雄事迹曾经激励成千上万的妇女，
以生产支援八路军抗日杀敌，至今人们依然将她铭
记。

石榴仙十几岁时嫁到马堡村一个穷苦人家，妇救
会刚成立她就加入了妇女组织，带领妇女做军鞋、碾
军粮，样样工作抢在先。

她昼夜纺棉织布，又快又好，创下了一天纺花十
两，织布两丈多的最高纪录，被评为“纺织英雄”。其
中有一段歌唱石榴仙的歌词：“马堡村石榴仙46岁
整，她是纺织女英雄，武乡头一名，越干越有劲……”
后来她出席了在黎城召开的太行首届《群英会》，被授
予“纺织英雄”锦旗。

讲解员连晓敏告诉我，“像石榴仙这样的纺织英
雄拥军模范，在太行山比比皆是。”仅武乡妇女为八
路军做军鞋就多达49万双，这样一个数字，让我心生
敬畏。

步入八路军太行纪念馆，我聆听抗战期间武乡县
一位“拥军模范”胡春花的故事，她的事迹被编成了秧
歌剧，巡回演出，她的名字在太行军民中久久传颂。

那是1939年5月，太行山风和日丽，山花烂漫，
在武乡县窑湾村口一棵老槐树下，坐着一群闺女、媳
妇，她们专心致志，为八路军做军鞋，一针一线，凝聚
着太行山老百姓对八路军的深情厚谊。

30出头的胡春花是窑湾村妇救会秘书，她对大
伙说，“姐妹们，昨天村长通知，今天有部队要路过这
里，咱先停下手里的针线活。兰花，去安排住处；春
梅，你领着大伙儿去做点饭……”

窑湾村地理位置四通八达，无形中成了交通要
道，在抗日战争岁月里，八路军游击队经常路过此地，
在这里休整。胡春花带领姐妹们义不容辞地承担了
接待部队的任务，为了让八路军吃上干粮，喝上热水，
她们很快建起了接待站。

1940年深秋时节的一天，日军进犯黄崖洞兵工
厂，胡春花很快组织了妇女担架队负责运送伤员。她
们抬着担架，行走在坑坑洼洼、满地碎石的羊肠小道
上，她们都是裹着小脚的妇女，抬着伤员艰难前行，遇
到爬陡坡时，前面的人索性跪着走，胡春花的膝盖磨
到血肉模糊，她依然坚持着把伤员送到医院。

1944年11月，胡春花光荣出席太行区首届“群
英会”，邓小平同志亲自授予她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四
个大字“拥军模范”。

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里陈列着这样一组照片，照
片里有这样一个特殊的英雄群体，抗日战争时期，她
们用甘甜的乳汁、无私的母爱，甚至用生命呵护着八
路军将士的后代，“桃花来你就红，杏花来你就香，望
见太行就想起娘……树高千丈根往下长，天下的娃娃
谁不想娘，魂里梦里念的是你呀，我的娘亲在太行。”
这首名为《太行娘亲》的民歌，唱的就是太行山上这群
既普通又不平凡的妇女。太行奶娘到底有多少，已成
了一个无法考证的数据。

从长治、武乡到黎城，处处都是八路军的故乡、子
弟兵的摇篮。走在太行，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朱新华深情地说：“抗战期间，八路军进入山西时仅有
几万人，出山西时发展为拥有过百万的大军，太行山
人民做出了多么大的奉献和牺牲啊。”陈炎炎也感慨
地说，“是啊，太行山的巾帼英雄们格外令人崇敬。”

记忆，关乎一些逝者，也关乎一些生者，虽说情牵
着的那些往事已然逝去。此刻，我又想起了我的父
亲，一位出生在晋东南，从太行山走出来戎马生涯半
个多世纪的老军人，他生前曾经多次讲述我的奶奶在
抗战期间，为八路军伤员包扎伤口，送水送药，抬担架
喂米汤……这些故事我铭记于心。

在百年的时光中，对于太行山，奶奶似乎只是一
个普通的生命，而对于奶奶和她那些手足同情，咀嚼
艰辛的姐妹们来说，太行山则是她们融于血脉的挚爱
与奉献，那是她们生命的起点，也是延续的根脉。

有根脉就会有无尽的思念，无尽的思念会让我深
深地铭记，这段中国抗战历史上，永远的太行山上巾
帼情。

她们是伟大的英雄群体——“太行奶娘”。

“要到艰苦的地方去做贡献。”这是母亲常和
我说的话。

谨记母亲的叮嘱，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
州，当我以面试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公务员后，我
的选择是去当年全州最贫穷最艰苦的县，到县里
最偏远的村庄当一名驻村干部。

4年，在组织的培养下，我不断成长。2013
年9月，我担任了塔子乡党委书记一职，成了甘孜
州少有的，至今也是色达县唯一的女乡党委书
记。

8年，不辱使命，塔子乡不仅全面脱贫，如今
更是一幅欣欣向荣的景象。期间，塔子乡不仅年
年在县、州各种考核、评比中名列前茅，今年，乡
党委还被评为了四川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很多人问我是如何取得这些成绩的，我回
答：“是始终坚守了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初
心”，这不是一句空话，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塔子乡，改变，就是从全乡、村几十名干部“以
人民为中心”，一锤一钉、一丝不苟地帮牧民们
修新居开始的。

走访800余牧户 归类21本台账

我到塔子乡时，只有27岁，虽无太多工作经
验，但成长经历告诉我，干任何事，没有捷径可
走，打脱贫攻坚战更是。

我出生在甘孜州道孚县八美镇，家乡有非常
丰富的旅游资源，儿时家境不佳，中学读完后我
便在家乡当讲解员。父母告诉我，做什么事都要
认真、尽全力，于是，我不仅拿到四川省导游讲解
证，还是甘孜州十佳导游讲解员，是甘孜州第一
批政务讲解员。

不读书就无法进步，我边工作边学习，通过
自考，先后考上了北京林业大学的旅游管理专业
大专，四川大学汉语言文学的本科，并在四川省
委党校攻读了研究生。

2013年时，塔子乡不同于八美镇，地处两县
交界处，全乡9个行政村829户3015人，贫困面
广，贫困程度深，草原贫瘠，边界处因有森林，常
有纠纷……

自然条件差、资源贫瘠、矛盾突出。了解到
这些信息后，我彻夜难眠。

那也得干，听别人说不如自己去看。到塔
子乡后，我拿着笔记本，一户一户地去走访，问

每一户的人员、养殖情况、收入情况，问他们需
要什么……将每一户的户情写满了整个笔记本。

问，也不是件轻松的事。虽然我也是藏族，
但由于语种不同，牧民们使用的安多藏语，有时
我也难以听懂。再加上他们有的还不愿说，或不
敢说，或不会说，常常我要坐在他们的土房子里
或帐篷里，磨一两个小时，才能了解完一户的基
本情况。

小半年时间，我几乎走访了所有的牧户，并带
领乡村干部们经过12次反复核查筛选，最后确定
6个贫困村，3个非贫困村，确认人均年收入在
2736元以下，贫困人口272户，1125人建档立卡，
并将所有的需求归类为21本台账，如住房需求、道
路需求、就业需求……以便随需随取。

花一年做动员 连办四年培训班

在走访时，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老百姓

住的房子太差，最令我着急的是，很多老百姓没
有积极生活的面貌。

塔子乡洞拉村贫困户阿瓦，今年52岁，是
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右手有残疾，家
中缺劳力……2014年的一天，我们走到阿瓦
家，看到的是一处又破又旧、四面漏风的土坯
房，家里唯有两张木板拼成的凳子，以及一个破
旧的钢炉。那时，我内心就产生了一种想法：要
是阿瓦家能住上一栋好房子该多好啊！

2015年，脱贫攻坚战打响，各种好政策落
地。其中就有包括异地搬迁等让农民能住上好
房子政策。其实，之前国家也有很多改善住房
的政策，但村民们没有深刻理解到政策能为自
己带来的好处，也没有习惯自己建房，大部分都
未能得到真正的住房改善。

基于此，我决定先攻下住房改善这个堡垒。
我和时任乡长泽郎东珠为牧民想尽一切

办法，将制定好的工作方案翻译成藏文，并细
化到建房图纸等细节。进村开村民大会，拿着
大黑板画，给他们讲，这是人字形的屋顶，这是
排水沟的构造，这是砖混的墙。告诉他们，建
房没有那么复杂，咱没有钱请工人，我们就自
己采石料、背砂子……

全乡各级干部都用这种方法，每家每户讲，
大会小会讲，前后用了近1年时间，才把老百姓动
员起来，同意自己建。

接下来，我们请就业局办了一个建筑技能培
训班，并为每一名来参训的村民争取到了每人50

元补贴。村民们参加培训，各级干部们不仅跟着
一起学，还包了学员们的吃住，负责后勤保障，学
员们被安排住进村活动中心，党员们则轮流为学
员们做饭。

培训班连办了4年，从挖地基、砌墙到木工、
装修，包含了建房各个环节，每次都有五六十人
学，大家边学边建房，深刻感受到自己建的房子
才最美丽。不仅如此，还户带动村，村带动村，大
家都开始自建房，精神面貌也不一样了，乡上的
建档立卡的资料室和档案馆都是贫困户来打造
的。

我们还培养出了能工巧匠，不仅辐射到了其
他乡镇，他们还外出打工增加收入，有了脱贫奔
小康的真本领。

各级干部齐上阵 肩挑背扛建新居

2018年，阿瓦家享受易地搬迁政策，乡党委
政府动员乡村干部无偿帮建投工投劳，两次选
址、历时三个月终于建成了一幢75平砖混结构并
带院子和厕所的漂亮新居，新房子里电视机、电
冰箱等家电设施一样不少。

住上好房子的阿瓦，有如人生加装了马达，
对生活有了极大的热情，院子随时保持干净整
洁，屋子收拾得窗明几净。作为“住上好房子”的
样板，我也经常带着贫困户去她家学习、取经。

有人问，村民为什么住进了好房子，一下子
就有了好的精神面貌？

你如果来看看村民的房子是如何建成的，
就能明白。不只阿瓦家，每家每户，全乡各级
干部齐上阵。为帮助牧民建设新居，基层干部
们付出了很多，有帮助牧民建房过程中骑马摔
坏腿的雅儿布村第一书记，有拉建材上山时在
野狼群里死里逃生的泸角村两委干部，有雨季
赤脚过河时差点被大水冲走的蚌珠村驻村干
部……

我对新居也提出了高标准，班子成员一起
商量制定了乡村干部包户，倒排工期，以及建房
多个环节的验收标准，并严格要求哪个环节不
符合验收标准就拆掉重建，8年里，我亲自监督，
每天都在各个村往返无数遍验收房屋，有时坐
车、有时骑马、有时走路，村民们开始都怕见我，
说建房的要求太多太麻烦了，连挖个地基书记
都要跳到坑里量半天。可当他们住进又坚固又
漂亮的新居时，他们才真切理解了我们的初心。

2014年以来，塔子乡新建和改造了483套
住房，实现了2173名牧民的住房安全。最高的
山头，最偏的地角，干群们一起肩挑背扛、一砖
一瓦地把房子建了起来。

一座座新居建在了牧场上，也稳稳地建起
了干群之间的感情和信任。自此，乡党委一号
召，村民们就跟着干。2019年，全乡实现了全
部脱贫。

现在的阿瓦，不仅从事着草管员的工作，还
被评为2019年度塔子乡“四好家庭”而受到表
扬，记得表扬会那天，阿瓦身着蔚蓝色藏袍上台
领奖，奖品是一台适合洗藏袍的大洗衣机，她在
掌声中，身板笔直，是那样的自信。

而村民们，如今每家每户都忙碌着，有暖棚
牛圈，孩子上学，大人干工作，当护林员、养路
员、环卫工，去合作社里造林种草，开民宿，去外
面务工。早已不像原来，总躺坐在帐篷门口无
所事事。

我也发生了“巨变”。刚到乡里时，村民、干
部们看我细皮嫩肉，都觉得我干不了多久，而如
今，这个曾经被评选出的“康巴之花”，已变成了
又胖又黑的大妈，常年一套深色衣服外披着军
大衣把塔子乡674.7平方公里走了许多遍，走累
了，就随地蜷腿坐在草原上和村民们聊发展。

我更喜欢这样的自己，不仅和牧民更亲近
了，也得到了群众的信任。8年间，我在乡里把
两名年轻村干部，培养成了大学生，还锻炼出了
很多人才，让他们都得到了进步和发展……

如今，一段征程结束，我又开启了新的征
程，在接下来的妇联工作中，我仍将坚守初心，
继续实干为要，为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
展不懈努力。

色桃花（左）走访牧民

原来的土房和现在的新居对比

色 桃 花 ：新 居 建 在 牧 场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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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太行山

以豪迈的气势，巍然屹

立在华北这片神奇的土

地上。行走在太行山

上，就是行走在记忆的

时光里，穿梭在岁月的

风尘里。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胜利 76 周年前

夕，我同朱德的孙女朱

新华、罗荣桓的外孙女

陈炎炎一行，回到我的

老家长治。我们同上太

行山，怀着崇敬的心情

来到山西省长治市武乡

县，这是一片红色的土

地，这是一片英雄的土

地，这是一片光荣的土

地。我们每走一步，都

是在追寻先辈的足迹，

我们每行一寸，都是在

寻找历史的痕迹。此时

此刻，面对这片先辈曾

经战斗过的热土，我们

心中倍感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