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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坡岭下，红旅小镇似一颗璀璨明

珠，闪耀着动人的光彩。沉浸式实景演

出《梦回西柏坡》正在这里如火如荼地上

演，演员们以炉火纯青的精湛演技，形象

还原了经典历史场景，让人身临其境。

1949年春，北方大地春寒料峭，却

难掩阳气初生的蓬勃之势。辽阔的旷野

之上，沙尘飞扬，为一段伟大征程的开启

奏响序曲。

彼时，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共中央机

关，即将告别这个承载着无数希望与奋

斗的村庄——西柏坡。乡亲们纷纷赶

来，眼中满是不舍，他们的目光追随着即

将远行的队伍，心中满是对领袖的眷恋

与敬意。毛泽东将此次历史性的出发，

形象地比喻为“进京赶考”。

一

滹沱河在这里拐了个弯，前面就是

西柏坡。

上世纪中叶，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

离开陕北，东渡黄河，来到西柏坡，铺开

解放战争的壮丽画卷。土地改革、三大

战役、七届二中全会、华北人民政府成

立……这一个个辉煌的历史瞬间，在这

里定格成为世人仰视的丰碑。

历史为何选择了这样一个终年静

卧于太行深处的小山村？在如今人们

的眼中，西柏坡为何是中国特殊的红色

地理标志，乃至人们红色情感皈依的精

神圣地？

西柏坡地处太行山东麓，是华北平

原通向太行山的重要通道。西柏坡距华

北重镇石家庄只有65公里，如遇敌人进

攻，可退居层层叠叠的太行山；如战局顺

利，可直接东下大平原。

此时，中国革命正处于重大的转折

时刻。在西柏坡，毛泽东、党中央胜利指

挥了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革命胜利

在即，进入北平前夕，毛泽东在西柏坡召

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同志

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著名论断，并把进

京执政比喻为“赶考”。

这一页历史，永远镌刻在滹沱河畔、

太行山麓。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

柏坡，他抚今追昔，语重心长地说：“党面

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时光流转、岁月变迁，巍巍柏坡岭，见

证了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辉煌。

西柏坡村“两个务必”广场，年已八

旬、裹着白头巾的老党员闫青海经常来

到这里，重温红色历史，喜看沧桑巨变。

闫青海是董必武在西柏坡时期房东

的孩子，他是西柏坡发展变化的见证

者。新中国成立后，为修建岗南水库，西

柏坡村与中共中央旧址一起搬上了土地

贫瘠的高岗旱岭，人均不足几分地。

闫青海喜欢给来西柏坡的人们讲故

事，总是充满深情。如今，他的女儿闫文

艳成为纪念馆的讲解员，接过了宣讲西

柏坡故事的接力棒。

土屋泥房木格子窗，石片铺就的街

巷，有喜鹊飞过。枣树下，一盘石碾，早晨

的阳光很明媚。石碾转动，往事映入眼

帘，恍若看见当年红枣，小米，布鞋……

“要在这里修水库，淹的是百姓的好

日子，淹的是国家的粮食窝……”这是评

剧电影《西柏坡》的一个场景，也是当时

修建岗南水库时的真实写照。但困难没

有吓倒勤劳勇敢的西柏坡人，他们重建

家园，艰苦创业，特别是近年来，村民们

因地制宜，发展旅游服务产业，全村86

户人家，九成以上的家庭从事旅游服务

走上了致富路。

在红旅小镇，民俗村落错落有致，实

景演出震撼人心。更为重要的是，讲述

西柏坡的故事，已深深烙印在大家心间，

化作一种神圣的使命和无上荣耀。

二

一条条柏油路、印花水泥路、石砌路

宽敞笔直，街旁一个个小游园、景观台让

人赏心悦目。

走在西柏坡镇南庄村，文明新风扑

面而至。沿村大道两侧的固定宣传橱窗

造型精美、内容新颖，崭新的红色标语让

人备受鼓舞。

在西柏坡纪念馆的墙壁上，有一幅

著名战地记者沙飞拍摄的经典照片《父

母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照片

的主人公刘汉兴，就是南庄人。

照片上，热血青年刘汉兴要去参加

八路军，他胸前佩戴大红花，在这普通农

家院里和父母告别，母亲还在嘱托着什

么，他的妻子则露出依依不舍且有些羞

涩的微笑……照片定格的瞬间，蕴涵的

却是平山红色的大背景。

1947年3月，刘少奇和朱德离开陕

北，带领中央工委来到平山县西柏坡。

当年5月，中共中央组织部进驻附近的

南庄村。

“南庄的红色历史，至今让村里人津

津乐道。”村党支部书记王志强满脸自豪。

今年38岁的王志强，是一名土生土

长的南庄人，通过多年打拼，他在冷库

经营和鱼获销售市场上取得成功，并积

累了丰富经验。2021年2月，回乡创业

的王志强当选为南庄村党支部书记兼

村主任，连同进入“两委”班子的其他4

位年轻人，都是事业有成反哺家乡的大

学生。

春日的阳光照耀在水库的水面上，

微风吹过，平静的水面涌起一波一波细

碎的涟漪，闪着橘红色的亮光，映照南庄

的村舍上。

“在南庄人心头，中组部在俺们村办

公的那段历史，有着鲜明的红色印记，这

里也是俺们发展红色乡村游的重要支

撑。”王志强信心满怀，“我们就是要与西

柏坡片区红色旅游有机融合，丰富南庄

的旅游业态，让游客听红色故事，赏滹沱

风光，吸引更多人前来参观中组部旧址，

接受红色教育。”

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积极和县

委党校联手，从红色教育培训入手，依托

中组部旧址，建成了参观讲解、电教片观

看、红培教室授课等内容的红色教育培

训基地。

“借助老区扶持资金，在村集体闲置

房屋顶安装15千瓦光伏发电设备，每年

为村集体带来2万元左右收入，俺们在

村西建设了200平米冷库，每年为村集

体带来4.2万元收入。”王志强一脸欣喜，

“在保护传承好红色精神的同时，俺们还

积极探索发展绿色产业。”王志强手指

处，是沿岗南水库风景靓丽的环水步道。

近年来，平山县以“生态立县、旅游

兴县”为目标，探索红色文化与文旅融合

的新路径，勠力同心续写崭新答卷。通

过举办“平山红”大合唱等活动，推动红

色文化与现代旅游深度融合，让红色精

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活力。

打造“红色旅游首选地、休闲康养目

的地”，挖掘“红绿古温”特色资源，红色

教育、太行山水、中山文化、温泉康养四

个金字品牌熠熠生辉，温塘温泉康养、文

都河水世界等重点项目正在推进，岗南

星火大院、T-Villa温塘高端民宿等精

品民宿精彩亮相，连续6年入选“全国县

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

三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春日的光禄山，游客如织，热闹非凡。景

区内，“平山红”大合唱、秧歌舞、柏坡腰

鼓表演等节目精彩纷呈，引得游客纷纷

驻足观看、拍照留念。

2024 年 5月，光禄山风景区建成

开放，为前来平山旅游观光的各地游

客提供了一个新的红色精神传承地和

打卡地。

景区总面积7.9平方公里，建有平山

县革命烈士纪念碑、平山革命历史纪念

馆、南山坡华北军区诞生地旧址，以及利

用原水泥厂打造的以“平山记忆”为主题

的光禄山文化创意产业园，配套建设了

游客服务中心、露营地、鹿禄园等旅游服

务设施，是集红色教育、康体健身、乡村

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景区。

平山县革命烈士纪念碑，就坐落在

这青山环抱间，庄严肃穆，凝聚着中国

共产党人在当地血火辉煌的奋斗历史，

无声传唱着革命老区可歌可泣的红色

故事。

烈士纪念碑参照人民英雄纪念碑样

体进行设计，融古纳今，气势恢宏。碑高

26.48米，寓意平山县2648平方公里的

面积，烈士与家乡的山河共存。四面碑

体用5105块山东五莲红花岗岩砌就，象

征着5105位平山烈士永远活在全县人

民心中。

光禄山，是一座光荣的山。解放战

争时期，中央华北局、华北军区在这里成

立。如今，登上光禄山，可远眺平山县城

和碧波如带的滹沱河，追忆老区红色历

史，感受平山发展新貌。

红色，是平山炫目的符号，也是这里

独具鲜明的文化底色。坐落在山脚下的

平山县革命历史纪念馆，以时间为主线，

系统展示革命老区平山在土地革命、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时期的革命斗争

发展历程，生动再现了平山人民在党的

坚强领导下，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事

业英勇奋斗的光辉历史。

齐彦文是平山县委宣传部的工作人

员，他参与了纪念馆的布展工作。他说，

每次穿过展厅，都仿佛穿越到风云激荡

的革命年代，与革命先辈进行心对心的

交流，直观感受红色平山的光辉历程。

在光禄山风景区，公共设施暖心包

容，少年讲解员清脆优雅的讲解，无一不

感动着游客。

为了提升休闲文化体验和绿化景

观，景区建设了一条全长6公里的登山

步道，其中建设了1处悬挑、2处观景平

台和4座观景亭，分别为英雄亭、团结

亭、胜利亭、赶考亭，吸引了石家庄周边

游客纷至沓来，与平山的历史、现在和未

来展开一场邂逅之旅。

四

一大早，迎着漫天朝霞，西柏坡镇北

庄村党支部书记封红卷就来到位于打麦

场前的村史馆。像往常一样，每个清晨，

他都要在村里转上一遍，看看哪里需要

修整，哪里需要完善。

封红卷担任村支部书记已经有十多

个年头了。他见证了北庄这个因修建岗

南水库后靠的移民村，从小到大、从弱到

强的巨大变化。村庄的一点一滴，都凝

聚着他和乡亲们的心血和梦想。

当年，歌曲《团结就是力量》从北庄

村唱响，鼓舞和引导了亿万人民。

2021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

北庄村全体党员回信，向乡亲们致以新

春的祝福。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鼓舞和

激励着老区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让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四年多来，北庄村牢记总书记嘱托，

在发展的道路上奋起直追，以“企业+合

作社+农户”方式，建起高标准日光温室

园区、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和集

休闲、采摘、观光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村里还通过“社会资本+政府补贴”模

式，流转闲置农宅，打造精品民宿和“团

结食堂”。

“如今，北庄村集体年收入超过100

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突破2万元。”增

收的喜悦不仅写在了村集体的“账本”

上，更洋溢在封红卷幸福的笑脸上。

北庄村手工坊掌门人王亚梅是个

“80后”，她是土生土长北庄人，2021

年，在外事业有成的王亚梅回乡创业，她

瞅准了传统布鞋这一产品。

“最后一尺步，用来做军装。”王亚梅

想到了当年的拥军布鞋。为此，她考察

了多个布鞋生产基地，从原材料到外观

设计、从工艺培训到销售渠道，都深入一

一调研。手工坊顺应时代发展，学习网

上销售，这些传统加时尚元素的布鞋一

经上市就走俏市场。

如今，手工坊成为妇女姐妹们奔向

富裕的幸福作坊。生意红红火火，大家

的精气神儿更高了。手工坊的女人们热

情参与村里的“美丽庭院”创建和“最美

家庭”评比，争当好婆媳、好邻居、好妻

子，以家庭和美实现北庄村的团结和谐，

让日子越过越红火。

像北庄村一样，西柏坡镇有很多村

搞起了家庭旅馆和农家乐，办起了饭店，

做起了旅游纪念品的小生意……梁家沟

村还建起了西柏坡红旅小镇和生态停车

场，入驻商户近百家。如今，宽敞整洁的

街巷，错落有致的民居，绿茵鲜花环抱的

庭院，已成为西柏坡人的新“标配”。

几十年过去了，雄伟的柏坡岭依然

苍翠。

这片红色的土地，激荡着革命历史

的豪情，孕育出景色秀美的山川，沉淀着

红色文化的底蕴。

这里的每一座山峰，每一条河流，都

承载着光荣的记忆。巍巍太行，滔滔滹

沱，见证着西柏坡的历史与未来。

近日翻看日历，一个湿漉漉的名字

跳入眼帘——雨水，这两个字真够形象，

好似瞬间蒙蒙无声的细雨让我浑身上下

沾满了水珠。

雨水，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个。

如果说立春是叩响了春天的门扉，那雨

水则像是春天的少女正式推开了春天的

大门并婀娜多姿地飘入春天广袤的田

野，开始用纤纤玉指手持画笔，轻描淡晕

地皴染春天渐渐明朗的姿色。《月令七十

二候集解》中说：“正月中天一生水，春始

数木，然生木者必水也，故立春之后继之

雨水。且东风既解冻，则散而为雨也。”

这说明，草木随着雨水地中阳气的升腾

而开始渐渐抽出嫩芽，大地也冲破冬天

的禁锢解冻苏醒。

此时，天气虽然好像还没有与冬天

划清界限，常常让人感到还有挥之不去

的寒意。可雨水一到，就觉得那风柔软

了许多，不再硬生生地刺脸，也不再直通

通地往怀里钻。放眼望，草色绿意似显

非显。各种树木的枝条也开始酝酿萌

芽。抬头看，岸边的柳枝已由干涩的褐

色，变为一层如绿笔蘸了水再轻轻涂抹

得浅浅的淡绿。低头瞧，暖融融的阳光

也在无声无息间，把冰雪封冻的河水洇

成为泛着层层涟漪的明晃晃的静湖。厚

厚雪被下的麦苗，也都高兴地支棱起水

嫩嫩葱绿色的条叶开始返青，一大片一

大片犹如铺着绿色地毯的麦田，真的好

像经过一冬的沐浴，刹那间精神百倍地

溶入在风轻明朗的天地间。越冬的油

菜、菠菜、大蒜等世间万物也都跟着生机

勃勃起来。若是再登往高处极目四望，

远处，一树梅花灼灼其华，摇曳生辉；近

处，溪水欢快地流淌，“春江水暖鸭先

知，”几只鸭子早已下水嬉戏，正在“白毛

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喧嚣热闹中闭上

眼睛，仿佛看见新燕归来，或衔泥筑巢，

或飞到向阳枝上啁啾细语。大朵大朵的

阳光也会环绕在身，时光安静，如一首舒

缓的歌。

“有了雨水节，种田老汉不能歇。”雨

水季节也拉开了农民开始忙碌的帷幕，

他们都伸展猫了一冬天的腰身，紧忙活

着收拾犁耩锄耙、农具家什，开始为麦田

松土施肥，不失时机地浇返青水。大田

里也到处都是春耕翻地，犁铧桑田，整治

沟渠，耙耪保墒，来往穿梭的身影。此

时，也最容易淅淅沥沥地飘起细雨，那细

细斜飞的雨滴，如线如丝，如烟如雾，把

干涸了一冬的土地如饥似渴般地滋润得

湿漉漉的，好像在吮吸甘甜玉露里生发

出清新的地气。“春雨贵如油。”“春种一

粒粟，秋收万颗子。”春雨犹如为庄稼人

播撒了来年丰收的希望。他们趁着春雨

惠泽大地的大好时光，忙着播种插秧，编

织出一幅人勤春来早的生机勃勃的美好

画卷。

一帘新雨后，人间又逢春。历代文

人墨客都把雨水时节视为春之抒怀的载

体，留下了千古诵唱的不朽篇章。“天街

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用韩愈

的诗描绘这个时节的春雨春色，可谓恰

到高处，个中意境只能用心去体验来体

会。“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

夜，润物细无声”，诗圣杜甫春夜喜雨的千

古绝唱可谓细致入微、入耳入脑，入心入

肺。还有“沾衣浴湿杏花雨，拂面不寒杨

柳风”“昨夜一霎雨，天意苏群物。何物

最先知，虚庭草争出”，这些沁着千年雨

水，表达万物复苏、富有生机活力、清新

丽质赞扬春天的美好诗句，就像一个又

一个如露如珠的雨滴轻轻飘洒于我们枯

燥的心田，润泽我们生命的情趣。

雨水润春，润在大地，润在草木，润

在心田。相信，因雨水到来，人们的日子

会越发饱满，因雨水的挑逗，桃李含苞，

樱花盛开，沁人心脾，激荡人心的一个风

情万种的春天正向我们款款走来！

一片片金黄

悠然地飘落于台阶

飞舞在必经之路上

它经历了冬的懵懂

春的希望

夏的热烈

一路上

把炎热驱赶

把风雨阻挡

如今在季节交替之时

它自豪地

回忆起过去的辉煌

奋斗吧

即使是一无所获

也会幸福地投身大地

太行山脚下的临城，隶属于“太行泉城”邢台市。跟邢

台的“百泉”泉系并列，临城的泉属于石鼓泉泉系，水系流

域面积692平方公里。

因地处太行山和华北平原过渡地带，山前大断裂阻碍

了地下岩溶水东流，水流回返，受压上涌，形成了众多的泉

水。石鼓泉泉系有二十四处有名字的泉，还有无数没名字

的泉。临城人张口就能道来的有：一线泉、石鼓泉、桃源洞

泉、马王泉、青龙泉、狗刨泉、老祖洞泉、牛屁股泉、南禅林寺

泉、中禅林寺泉、仙人岩泉、肚脐尖儿泉、东羊泉、西羊泉、老

泉、冷水泉、彭家泉、挟泉、柳泉、暖泉、圣井泉、狐乳泉……

这琳琳琅琅、清清亮亮的泉，或在峰顶、或在山腰，或

在洞前、或在村口，或在庙宇、或在山坳，或在田头、或在旮

旯……其中有一眼，竟从窟窿山半山腰古老山洞的石佛底

座下脉脉涌溢；有一眼，从县境最高的三峰山蜿蜒俯冲，纵

身跃下，挂一道细细雪练；有一眼，穿越山谷、钻透青石，自

石雕老龙头的口里，潺潺下泻；有一眼，默默无声如一只鸟

巢，泊着大小如脸盆一汪水，舀了还有，舀了还有，总也舀

不完……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众多的泉尚未枯竭。行走田野

间，视线所及，常有一线或一泊亮亮的泉。那叮咚微声，像

怯怯的鸟叫。我们上山拾柴、刨药材，下地拾麦、拾谷穗，

口渴了，就跑向水边，俯身下去，两手一掬，亮晶晶的泉水

就捧在了手里，咕嘟咕嘟喝进肚，沁凉甘甜。有时候渴极，

直接趴泉边，撅起屁股，把嘴伸到水里，像小牛饮水，那个

欢畅噢。

那时候，田野里有泉，有野果，有虫，有动物，有故事，

有无边的奥秘，生活虽苦却也不生愁滋味。日色水光，映

照着瘦弱、黧黑的脸；流水逶迤，冰洁如月，引得孩子们总

流连在百泉千溪的水边。洗头，洗衣，捉鱼，捞虾。远山的

树，河岸的草，山野热风，田园庄稼，都安静如溪边的河

石。耳边只有水声喁喁。那些葱茏的水草，在流水不停歇

的轻摇中，瑟缩摇摆，好像绿绿的小心事。

溪水里游鱼很多，透明的虾米一群一群。伸手想捉，

指头刚到河面，虾已触电般闪开。有小螃蟹，山核桃大小，

在水中横身游弋而来，未及伸手，已没入河石缝隙间。

那么多泉不请自来，好像是大地情不自禁的倾诉。那

从地脉里走出的清水，该是来自地老天荒的胸膛或者深沉

无边的情感。

在老家郝庄教书的那些年头，逢腊月迎年，当家女人

们都会用挎篓背了脏衣服，到青龙寨山脚暖泉里去清洗。

我也总趁着娃晨睡未醒，收拾收拾就出了门。拂晓时分，

天色混沌，二里地走尽，来到大坝底下的泉边。水边一笼

白汽里，早已围裹了带水音的捶衣声和女人们的说笑声。

一同去的婶子开玩笑道：“怎么？你们半夜就来啦？

都是长着夜眼的吗？也不让暖泉歇会儿？”

“哎呀，这宝水，谁不惦着？井水还不及它热乎哩。”

我俩只好往下游另辟浣洗之处。支起四块石头，坐一

块，踏两块，另有一块平整大石，支稳了用来搓洗。

这盈盈一潭，涓涓一泓，无止无尽涌出的泉，多像一种

不太盛大却天长地久的天赐恩典啊。

我也见过高高山上的泉。那年在蝎子沟，公务之余去

爬山。“日高人渴漫思茶”之际，忽在山顶一块巨石跟儿，寻

到一窠泛着水花的小泉井。清清盈盈，安安静静，小不及

尺，却有半人深。俯身够不着，手捧够不着，四下搜寻，发

现草丛里一个硕大蓝花碗。我们迫不及待舀泉来喝，深感

山水盛情、人间美意，莫过于此。

前些日子，去寻访驾遊村白云寺。厚雪未消，日光明

艳，我们在莲花山山脚也遇到一汪泉。雪野里，泉周边被

呆白衬着，泉倒像加了黑框。一团白汽，袅袅扬扬升腾

着。巴头去看，水里有初升暖阳，有天上的云，有四围的

山，一幅微型河山图。

我有时想，那众多的泉眼，分明是山城儿女的好眼眸、

好嗓音；我甚至能想象泉水深处，藏着一颗淳朴透明的大

地之心。

若能沿那些泉眼走下去，说不定会找到深藏地底的古

代的源头。它们或许与一个神话有关，与一首古诗有关，

与一场远比历史更古老的地质事件或天文事件有关。

然而，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二十四泉大部分都

曾隐匿枯竭；如同眼睛失明，歌喉失声，一篇字字珠玑的美

文戛然而止，空留一部部断章残篇。

所幸，政府部门实施了严禁控制开采地下水的种种措

施，加上近年来南水北调补水，二十四泉，又先后复涌。它

们擦去阴翳，泛起明亮的眼波，吟唱着清畅的歌谣，直把水

汽氤氲进了人的梦里。

想那三五之夜，月明如昼，在七山二水一分田的临城

地面上，二十四处泉眼，水光月色折射交汇，光点熠熠，何

等迷离梦幻。

有二十四泉汩汩流淌，我的故乡，就会比别的地方多

出许多骄傲。因为，泉里有诗，有故事，有念想，有历史，有

变迁，有秘密，还有——透明的希望。

雨 水
□刘志中 落 叶

□刘书振

二十四泉明月夜
□米丽宏

柏坡岭的新答卷柏坡岭的新答卷
□□邢建军邢建军

（（报告文学报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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