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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香一瓣

情至心处诗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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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时代画卷

红军非常注重宣传文化工作，并通

过各种文艺形式，鼓舞士气，扩大政治

影响，教育发动群众，瓦解敌军。1929

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了宣传

队在红军建设中的地位作用、组织构成

和工作方式方法，还规定要运用一些文

艺形式服务士兵的政治训练。此后，红

军更加广泛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文艺创

作和活泼生动的演出活动，对红军建设

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并通过战

场喊话、教育感化等形式瓦解敌军。同

时，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和浓郁地域

色彩的红色文化宣传活动在根据地蓬

勃开展，成为红军宣传动员群众的有力

武器。本文记述了在战火纷飞的战争

年代，红1军团直属队俱乐部开展文化

宣传工作的生动故事，形象再现了宣传

文化工作对推动革命战争的重要作用。

我常常想起红一军团的宣传队，尤
其是在建军节。

当时，宣传队员都是从连队挑选来
的年轻活泼、口齿伶俐、政治开展较快
的班长和战士。可是多数人没念过几
天书，就连教歌子、写标语、召集群众大
会、布置列宁室（俱乐部），都是边学边
做。由于我们同战士们一起生活，同享
胜利的喜悦，同受艰苦的锻炼，熟悉战
士的思想感情和语言，因此，我们的宣
传活动就为大家所喜闻乐见，成为政治
工作的有力武器。

活跃在根据地军民中间

列宁室，这是宣传队员在连队的重
要工作场地。部队只要在一个村子驻
三天以上，总是首先找两间好房子，由
宣传队员协助连队指导员把列宁室布
置起来；操课之余，就在这里唱歌、排
戏、跳舞、讲故事、说笑话、猜谜语……
进行各种有益的文娱活动。特别是教
歌子，我们教战士，战士再去教驻地群
众，一传十，十传百，党的政策和鼓动口
号，便通过歌唱很快地传到每个人的心
里。远道来找部队的同志，只要站在村
口听一听有没有歌声，就可以判断出村
里有没有部队驻扎。

排练的节目够一次演出用了，就开
一个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人甚至上千
人的军民联欢晚会。

那是什么样的晚会呀：顺山坡架起
几根竹竿子，用几块门板搭上一个简单
的台子，挂上幕布，就算是舞台。要演
歌剧了，一套锣鼓，一把二胡，就是伴奏
的乐器。心灵手巧的宣传队员用细竹
条做镜框，用墨涂黑，糊上一层玻璃纸，
眼镜就成了。再戴上纸糊的高帽子，就
扮成了反动头子或者帝国主义者。开
晚会嘛，总得有灯光啊！我们从山上砍
些松油柴，劈得细细的，借用群众捉鳅
鱼的铁罩子，把它架起来，往横竿上一
挂，灯光就配成了。美中不足的是，这

种照明灯有黑烟，开完晚会再看看，每
个演员都熏成了黑鼻孔、黑眼角。

物质条件虽然那样困难，可是，演
出却从不间断，而且受到部队和群众的
喜爱。当观众们看到高兴的地方哈哈
大笑，看到难过的地方低头流泪或是愤
怒地边看边骂那些白匪地主时，我们就
知道剧情已深深打动了观众，获得了宣
传效果，这时，我们是多么高兴啊！

在宣传队员的经常活动中，飞行读
报和化装演讲，要算最为简便有力的方
式了。消息传来，某团某连打了个什么
样的胜仗，消灭了多少白军，缴获了多
少地主武装的枪支，给农民分了多少田
地和资财，飞行读报员就拿着小报到处
跑：“同志们，听胜利消息……”不等人
散，他又扑笃扑笃跑到别处读去了。

敌人耍什么新花样，党采取什么对
策，宣传队员就到大街上化装演讲，根
据地军民就能及时了解清楚。有时也
演街头活报剧，边走边演。

不知道怎样才能说明红军战士和
根据地群众对我们的喜爱和亲近。部
队要扩军，我们出动一讲，青年们就围
着我们转：“红军同志，你去问喽，我家
老的少的都同意……”我们被拉到他们
家里去。在“扩红”高潮中，一个宣传队
员平均一天扩来一个新战士。宣传队
员和战士一起睡稻草，一起工作和战
斗，那更是什么知心话都谈。

随部队挺进游击区

部队出发前，宣传队员就把油印的
传单（有时打开城镇也印些铅印的）装
满小挎包，小铁桶里是写墙头标语用的
白灰、黑烟子、红土（有时也弄到一点彩
色颜料），还带上自造的大笔——棕麻
刷子，算来要比别人多几斤重量。

随部队行动的宣传队员，还要给战
士们的背包上挂个识字牌。战士们一
个跟一个地望着前面的识字牌，脑子想
着，手指头比画着，边走边学。路上一
休息，宣传队员就到处挑战、拉歌子、讲
笑话、猜谜语。这样行军，谁还会感到
疲劳呢！

作鼓动工作的宣传队员，总是在行
军队伍里前后串。队伍一上山，就会看
见他们在路旁插着小红旗，呱嗒呱嗒地
打竹板，嘴里唱着：“翻山顶，看本领，比
比哪个是英雄……”队伍走过去，他们
拔下红旗又往前赶，到另一个山坡上等
队伍去了。

任务最重的要算是跟随前哨部队走
的宣传队员了。一到休息站，先选个小
空场，找个光滑一点的墙壁，把红旗插在
墙头上，然后调好颜色，开始写标语、画
漫画。游击区的群众没见过红军，被国
民党、地主的谣言吓得躲进田野里或是
山岭上，山村里静悄悄空无一人。宣传
队员敲敲小锣，跑散的群众回来几个，宣
传队员就抓紧宣传。他们眼看红军纪律
好、态度和蔼，再听了宣传队员的讲话，
四下一喊，群众就一个跟一个地全回来
了。宣传队员便趁机召开个群众大会，
发传单，讲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宣传党的“十大政策”，解释红军为什么
人打仗，打的又是什么人……群众听了
这些，就给大队红军准备吃的喝的。等
大队红军一到，卖茶水的，卖点心的，卖

鸡蛋的，早在路旁等着啦。
这样的工作，一天行军八十里，就

要做四五次。有时候，宣传队员把花
钱请来的向导动员好了，一到休息站，
向导就去找回跑散了的群众。纸包不
住火，国民党、地主的鬼话是骗不了群
众的。

天黑宿营，宣传队员常常和红军
战士一同组织各式各样的群众座谈
会，启发群众讲述自己的血泪生活：因
为交不上几斗租谷，被地主逼得卖儿
卖女；说个不字，就被团匪绑去打得下
不了床……于是，调查工作便顺利地
进行了：哪家土豪有枪，哪家土豪恶迹
最大、最富有，团匪跑到哪儿去了，群众
的风俗习惯怎样……连指导员把这些
材料连夜汇报到政治处。政治处根据
汇报的情况，出上一个布告，一下就把
土豪的财产没收过来，分给群众。群众
舒开眉眼的笑脸，总是给大家的双腿加
上用不完的力气。大家怀着胜利的心
情，第二天又继续向新区挺进。

在战场上

每次反“围剿”的胜利，我们宣传队
员也都付出相当的劳动甚至鲜血。

战斗还没有打响，宣传队员就协助
政治工作干部把敌情告诉部队，帮助战
士认识胜利条件和困难，鼓动战士们进
行缴枪、捉俘虏比赛……战士们的战斗
劲头总是鼓得足足的。粮食和担架，也
都是宣传队员动员群众准备好了的。

当战斗在山地或村庄里打响了的时
候，身体好些的宣传队员就出现在战斗
的最前线。他们冒着弹雨，擎着硬纸壳
做成的喊话筒，用洪亮的嗓音向敌人喊
话：“白军兄弟，不要给反动军官、地主、
资本家卖命！”“穷人不打穷人，欢迎你们
过来当红军！”“过来吧，我们官兵平等！”
每次喊话总是招来白匪军官的子弹，可
是白军士兵的子弹就往天上打，还有的
干脆拖枪跑过来。当部队有了伤亡，宣
传队员率领的担架队就上来救护，担架
队跟宣传队员学会了隐蔽、跳跃前进和
爬行，把负伤的同志安全地撤下战场。

常常在战斗进行中就押下来成批俘
虏。战斗一结束，俘虏兵就更多了。收
容俘虏、争取俘虏，这又是宣传队员的工
作。在照顾俘虏吃饭、喝水、休息的时
候，宣传队员就向白军了解哪些当官的
打骂士兵最残暴，剥削士兵最苛刻……
从家仇谈到国仇。这样，经过三五天的
争取教育，年轻力壮、阶级觉悟较高的俘
虏自动报名参加红军；老的弱的放回去
扩大宣传。还有的作为派遣人员到白军
里去拉人拖枪。白军士兵一见回去的
人，就偷偷问道：“是不是逃跑回来的
呀？”被我们放回去的俘虏就会说：“跑个
鬼，一过去就给吃好的，不打不骂，不搜
腰包，那边真是官兵平等呢！”这样，就有
更多的白军士兵了解了红军，有适当的
机会，就偷偷地跑到红军这边来。

艰苦斗争中产生的

戏剧和歌舞

以宣传队为基础，有干部和战士参
加的业余战士剧社，曾创作了许多戏剧

和歌舞，紧密配合了当时的斗争任务。
第五次反“围剿”时，敌人到处修

碉堡，步步为营，并提出个欺骗士兵的
口号，说是：“多流一滴汗，少流一滴
血！”李兆炳同志就针对着它编了一个
歌剧，名叫《血汗为谁流？》。表现白军
士兵修碉堡饥寒劳累、挨打受骂，经过
我们的夜间喊话，最后掉转枪口找到
了出路。这个歌剧有一次曾演给四五
百名从敌人主力部队抓来的俘虏兵
看。他们一开始还仰在草坪上装出一
副傲慢不逊的样子，可是过一会儿就
坐了起来，又过一会儿掩脸哭鼻子了，
最后喊开口号了：“打倒国民党，我们
要参加红军！”

在当时，我们演戏的方法也灵活。
一九三三年的春节前，李卓然同志曾编
写一个话剧《庐山之雪》，剧情是蒋介石
在庐山训练了大批军官，并指挥白军围
攻江西根据地。围攻在红军英勇的打
击下，接二连三被粉碎，最后像庐山上
的雪，在火红的太阳照射之下，融化
尽。李卓然同志只写了剧本大纲，情节
和对话都是演员自己编的。军团的首
长都参加了演出，罗瑞卿同志当导演，
聂荣臻、罗荣桓同志都扮演了角色。“将
演将”“兵演兵”，台上台下满场欢呼，热
烈极了。后来我们又排演了一个《杀上
庐山》。

当时的剧目，当然还有很多，如启
发农民向地主斗争的《谁给我的痛苦》，
上海工人给我们编的《苏区景》，宣传抗
日救国的《亡国恨》……都是很受群众
和指战员欢迎的。

舞蹈，在当时也有很多花样。有
自 己 创 作 的 丁 零 舞 、机器舞、儿童
舞，有苏联的乌克兰舞、红军舞、海军
舞，等等。至于歌曲、山歌、小调，那
就更丰富了，随处都有创作，而且流
传很广。

红军宣传队在以后的长征中，也发
挥了不小的作用。除了组织收容队，帮
助掉队的同志等活动之外，在雪山、草
地等艰苦征途中，也充分运用了文艺形
式来进行行军鼓动，例如过草地时传开
的一个小调：“六月里来天气热，黑水、
芦花青稞麦；艰苦奋斗为哪个？为了苏
维埃新中国！”人人都会唱。

长征结束后，我们在陕甘革命根据
地过第一个新年时，开了个热热闹闹的
军民联欢晚会。萧向荣同志特地写了
个《长征胜利歌》，由宣传队员唱出去，
一直唱到抗战初期。

潘振武 出生于1907年，湖南常德

人。文中身份为红1军团政治部文化娱

乐科科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武汉军

区副政治委员、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

将军衔。1988年逝世。

忆红一军团宣传队
■潘振武

这支装甲兵队伍是以最柔和的方式
进入这个村子的。他们没有带上履带和
炮管，只带上自己严酷训练的体会，带上
对祖国边境草木的感情，还带上对边民
日常生活的敬意。

村民日记里，却记下了这三天的深
刻履印：挖井、修理寨墙、慰问孤寡、倾听
村史、联欢会上昂扬的军歌。

这支装甲兵队伍也是以最柔和的方
式撤出这个村子的：最后一次的扫地、挑
水、相互恳谈和拥抱，然后，他们返回了
钢铁。

我听见一位士兵噙着眼泪说，虽没
能回到自己遥远的故乡，但是祖国却这
么细心，特意把我故乡的一部分，送到了
离我们营区只有30里的地方。

他还说，一位老人一遍遍抚摸着他
的手心，像极了他的奶奶。

鱼水深情
■黄亚洲

春华秋实
■周庆荣

十月的韩家荡，母亲脸上的皱纹
对应了深秋的荷叶。她会想起自己
穿着花布衫，扎着小辫子的年少时
光吗？

这中间的距离大于一个甲子。
汗珠如麦粒，勤劳者和庄稼必

然产生的结果，养活了我和两个妹
妹。我们有的待在原地，有的走向
他乡。

在荷塘边的田垄上，我看到一
丛盐蒿，红似晚霞。当本质的时光
到来，每一道光，都足以洞穿生活的
风雨。

我握着母亲的手。母亲看着
大片变枯的荷，突然激动：藕要出
场了！

是的，那些经受住了挫折的人
们，那些自比荷花的人们，那些经常
看到希望的人们，金色之秋，就这样
拉开了沉甸甸的帷幕。

藕将在人间自由地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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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株桫椤在贵州大地上

以其葳蕤与苍翠的身姿

见证着河清水蓝

“兵支书”赶上了奋斗的新时代

他们在军营洒了热血

退役返乡，那是另一个战场

脱贫攻坚的战斗轰轰烈烈地打响

“兵支书”们站直的影子犹如钢枪

如此敦实，在高原阳光下

在磅礴乌蒙间，站成迷彩的雕塑

那是与群山一样巍峨的雕塑

“兵支书”是怀揣着梦想走进大山的

如一株苍翠的桫椤

把自己的根深深扎进泥土

那是十万大山特有的风景

“兵支书”的那一身迷彩

是厚植于内心的纯粹

这迷彩画卷，让脱贫攻坚的战场

更加雄壮

“兵支书”有黔东梵净山的高度

“兵支书”有瀑乡黄果树的胸襟

“兵支书”有黔北流淌的红色血脉

“兵支书”有退役不褪色的铿锵誓言

在决战决胜的冲刺期

以最铁的纪律，最勇敢的担当

投入到最火热的战斗中

啃最硬的骨头，挑最重的担子

曾经贫困的十万大山间

9226名“兵支书”巍然挺立

让“脱贫攻坚”这四个字

照亮村寨，点亮万家灯火

“兵支书”群像是高原蓝

也是镌刻在历史丰碑上的英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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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支书生涯让杨守亮更懂得

军人敬畏和平而从不畏惧战争

战场上的硝烟弥漫与弹火纷飞

从未让眼前这个曾经的炮兵退缩

地雷、铁丝网、信号弹、冷枪

星星与浩瀚的夜空

边陲的太阳与亚热带雨林

滇菌与古茶树，毒蛇与伤员救护

那些随时能听子弹擦耳飞过的日子

成为最光亮的人生一页

退役后，他终于迎来“脱贫攻坚战”

他说，苦点累点不算啥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

“若有战、召必回”

他把村里的退役军人召集起来

自己以“老班长”的身份邀请大家

“战友们，让我们换个战场再打一仗”

就是那个叫普定县白岩镇韭黄村的寨子

久久回荡着战友们嘹亮的回声

韭黄是家乡的宝啊

种上成片成片的韭黄

金色的韭黄是一道特殊的风景

成为今天村民们黄金的饭碗

3

还是那么干练

说话抑扬顿挫，一点也不拖泥带水

“兵支书”胡波的家乡

有数不尽的古茶树

千年百年的古茶树见证风光旖旎

再重的担子，也用“兵支书”的肩头去扛

军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那是在战争面前都不畏惧

组织交来再多的重担

也压不垮铁打的肩头

吹响“精准扶贫”的号角后

胡波推动土地流转

建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村里富裕了，可相邻的白果村

还在贫困线边上挣扎

胡波兼任白果村党支部书记后

坚持规模化、特色化、产业化发展理念

短短一年时间，白果村又变了

作为一名党员，他欣慰，自己让乡亲们

看到了一个“兵支书”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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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应和1997年12月当兵时

只有初中文化，入伍后因表现突出

被派去学习枪械修理

2000年退伍时，他已是修理班长

罗应和印象最深的是2015年初夏

他听到了家乡整体搬迁的好消息

他的那个世代居住的村落

真的就要搬出大山了

实现整村整寨挪离了穷窝

他说，刚刚搬新居的第一天

夜里久久不能入睡

“不敢相信房子真是自己的”

一家又一家，贫困户都住上了新房

搬迁户集中居住的新社区叫新民社区

属于惠水县濛江街道

2016年秋天，罗应和就当选了社区支书

都说“移民搬迁”最难

他就做一名旗手

有了罗应和这样的“兵支书”

全村实现了第一个整体搬迁的目标

这是一个多么宏大的壮举

贵州188万贫困人口搬出深山

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

才会一心一意为民

才能实现这样深层次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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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恒礼自主择业回到家乡时

没想过去当“村支书”

紫云，最美的解读是“紫色的云”

紫云有珍珠般跳动的格凸河

有千年悬棺的神秘

有五千年苗族史诗《亚鲁王》

有延续千年的蜘蛛人徒手攀岩

有群山在云上，有苗族布依族阿妈的传说

有酒、有诗、有紫王葡萄、有纤纤藤竹

家乡在大山里，空气是温润的

鸡蛋是土的，牛是散养的、蜂糖李脆甜

红心薯也是纯天然的

父亲在黄恒礼十岁那年当选村支书

一干就是20多年，接过父亲的接力棒

一直是他的一个梦想

经过层层筛选，2020年春天

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猫营镇黄鹤营村

20多年前走出去的那个高考状元

回到了村里，接过父亲的担子

“兵支书”已成为安顺品牌

一枚党徽挂在胸前，黄恒礼懂得这个分量

摆脱贫困，一个都不能少

走农旅一体化的道路，打造美丽乡村

“菜籽油”“纯麦面条”“酸辣椒”

“高山辣子鸡”“红薯干”

如一幅画，画出黄鹤营的明天

黄恒礼和黄鹤营村的黄鹤一个姓

恒心之“恒”，礼让三分之“礼”

这样的“兵支书”只知默默奉献

与真诚帮困，他说：一个都不能少

乡亲们不脱贫绝不收兵

2020年的初秋

基层机构改革，实现支书主任一肩挑

组织上担心黄书记不愿意

因为，任村主任必须得将户口

从城里迁到村里

“没有关系啊，我愿意”

黄恒礼的户口，在离开故土26年之后

又重新回到了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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