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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形成了伟
大的抗战精神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匹
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宁死不屈的民族气
节节，，不畏强暴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百折不挠、、坚忍坚忍
不拔的必胜信念不拔的必胜信念。。

——习近平习近平

“保卫黄河，保卫华
北，保卫全中国”

宽阔的河道在面前铺展开来，浩

荡波涛横贯眼底。从尽头向着另一端

的尽头驶去，黄河之水奔腾不息。

西岸陕西，东岸山西。记者在陕

西韩城的芝川古渡旧址，凝望这条中

华民族的母亲河，内心不禁随着河水

而澎湃。84 年前，那些身穿布衣、肩扛

钢枪的数万名战士，心情肯定更加豪

迈。怀着满腔的热血和斗志，他们准

备在此东渡黄河、开赴前线。

那天，行军的队伍经韩城渡河时，

受到城里百姓的热烈欢迎。一路上，戏

楼、碑碣和墙壁上都贴满了标语：“欢迎

救国救民的红军”“欢迎抗日红军”“红

军是抗日的先锋队”“红军是人民的军

队”……人们似乎还不知道，这支共产

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已改名为八路军。

时间前推两个月，震惊中外的“七

七事变”爆发。尽管中国守军抵命相

抗，仍难以抵挡日军全面侵华的铁蹄。

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

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

通 电》，指 出 ：平 津 危 急 ！ 华 北 危 急 ！

中 华 民 族 危 急 ！ 只 有 全 民 族 实 行 抗

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诗人光未然也随抗日宣传队伍东

渡黄河，在战士们高涨的爱国热情中，

写下了一篇大型朗诵诗《黄河吟》。后

来这首诗被改写为著名的《黄河大合

唱》歌词。“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

全中国”，唱出了全民族为抗战发出的

怒吼，一时间风行全国！

今天，我们走近那段苦难而光辉

的历史。从滔滔黄河到巍巍太行，表

里山河间，各地都扛起抗战的旗帜，燃

起抗战的烽火。

1937 年 9 月 25 日，八路军进入山

西一个月不到，即取得“七七事变”以

来对日作战的首个大捷。第 115 师在

平 型 关 伏 击 日 军 ，经 一 场 恶 战 歼 敌

1000 余人。正是这次用八路军亦伤亡

数百人代价拼杀来的首胜，沉重打击

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极大鼓舞了中

国人民的抗战信心。

平型关大捷、夜袭阳明堡、百团大

战……此后 8 年间，在共产党领导下的

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和敌人进行

着艰苦卓绝的战斗。而那些大大小小

英勇战斗的指挥所，大多坐落在太行

山区的一个个平静乡村里。

山西省武乡县，被誉为“八路军的

故乡、子弟兵的摇篮”。踏入王家峪村

的一座农家小院，黄土砌成的窑洞见

证着岁月沧桑。抗战时期，八路军总

司令部长期驻扎在这里。为了挽救民

族危亡，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等将领

在此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

树影斑驳，投射到木制的窗棂上，

随微风轻轻摆动。眼前的光影变换，引

领着我们从旁边黑黢黢的窑洞口穿越

时空。

一进入屋子，土墙上那幅发黄的地

图就吸引了记者的目光。我们仿佛看

到，八路军将领们正在举着微亮的油

灯，深情而坚定地注视着上面的一个个

地名。从乡县到省市，从华北到中国，

这个简朴的指挥室里，蕴含着为了民族

解放战斗到底的巨大决心和磅礴力量。

另一面墙上，一张合照打动了在场

所有人。那是左权将军与夫人、女儿的唯

一一张“全家福”。发黄的老照片，无法黯

淡左权将军年轻的笑容——这是在他夫

人和女儿即将返回延安前拍摄的。这个

画面，也是他与家人的最后一面……

1942 年，左权指挥部队掩护八路

军总部等机关转移时，不幸被日军炮

弹的弹片击中头部，壮烈牺牲。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

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

花 。”朱 德 总 司 令 痛 惋 左 权 将 军 的 悼

词，而今读来仍令人为之动容。在共

产党的感召带领下，当地老百姓纷纷

响应、报名参军。

“山山埋忠骨，岭岭皆丰碑，村村住

过八路军，户户出过子弟兵”，是抗日模

范县武乡的真实写照。直到解放后很长

时间，武乡县的人口增长都十分缓慢。

巍峨太行山，挺起民族脊梁。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永远是

中华民族屹立不倒的精神基因。

在共产党倡导并建立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下，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

日联军等队伍和各界人民紧紧团结在

一起，用血肉筑起了新的长城！

“我前进，你们跟着
我；我停止，你们推动我；
我后退，你们枪毙我”

穿过一个又一个隧道，记者乘坐

高 铁 从 首 都 北 京 驶 入 太 行 山 区 。 此

刻 ，列 车 开 行 通 过 的 路 段 ，就 是 八 路

军 在 百 团 大 战 中 重 点 破 袭 的 交 通 要

道——正太线。

当年，为了消灭敌人、打败入侵者，

我们打响了一场声势浩大、令敌胆寒的

交通总破袭战。如今，在同一片路基

上，我们的高速铁路轨道绵延千里，复

兴号列车飞驰而过。为了独立之中国，

有无数英雄儿女前仆后继、顽强抗争，

奏响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凯歌。

沿着正太线，记者重访八路军征

战足迹。在百团大战纪念碑前，我们

怀 着 无 比 敬 仰 的 心 情 仰 望 。 青 山 之

上，英雄魂魄壮烈不朽，同一片天空见

证着永恒的青春。

从纪念碑往东约 30 公里处，有一

座因形似草帽而得名的山。山脚，正

太铁路穿城而过。当年，草帽山是日

军据守狼峪车站的制高点。

1940 年 8 月 20 日的一个傍晚，百

团大战打响。八路军第 129 师新编第

10 旅旅长范子侠，负责率部破袭阳泉

地区的正太铁路中段。

23日，攻克狼峪车站的部队遭到制

高点的火力攻击。为此，范子侠于 24日

晚发出号令：拂晓前必须拿下草帽山！

当记者一行驱车前往，开始徒步攀

登草帽山时，天空变得昏暗起来，下起

了淅淅沥沥的小雨。越往上走，通往山

顶的小路就越狭窄。两旁低矮的野枣

树肆意生长着，枝条伸到路面上来，需

十分小心才能不被上面的小刺划伤。

记者不禁想象，以前不像现在有

人工铺好的石板路，冲锋时又是在夜

里，那时八路军战士们在黑暗中登山

将 会 是 怎 样 的 一 种 艰 难 情 形 ？ 又 或

者，向着前方炮火冲去的他们，根本未

曾留意路边的荆棘？

“我前进，你们跟着我；我停止，你

们推动我；我后退，你们枪毙我。”范子

侠的这句话，激励着战士们奋勇向前、

视死如归。

就在他们快要攻上山顶的时候，丧

心病狂的敌人在绝望时刻施放毒气，妄

图阻止八路军的进攻。然而，自抗战以

来，面对侵略者的各种残暴行径，我们

的将士又有什么时候退缩过呢？

没有丝毫犹豫，范子侠率领战士

们不畏牺牲、继续攻击，最终将据守的

敌人一举歼灭。

今天，草帽山山顶仍留存着日军碉

堡的遗迹。不难看出，眼前被摧毁的、只

剩下底座的碉堡，是日军采集当地石块

搭建而成的。激烈的战斗过后，碉堡四

周的地面已铺满了略带红色粉末状砂

石——那是太行山的颜色，山石在炮火

的轰炸下变得破碎，风化后变为细小的

颗粒；那也是鲜血的颜色，多名八路军战

士的年轻生命，永远留在了山间。

这场战斗中，范子侠深度中毒，直

到第二天下午才苏醒过来。之后的抗

战生涯，他在太行山根据地带领部队

浴血奋战。1942 年，范子侠在河北沙

河县的反“扫荡”激战时中弹牺牲，年

仅 34 岁。

在最为漫长和艰巨的战略相持阶

段，百团大战是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

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

战役，打出了敌后抗日军民的声威，极

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

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中，涌现了许

许多多像范子侠一样的抗战英雄。杨

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狼牙山五

壮士、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他们历

经战火洗礼，不畏牺牲、血战到底，把青

春和热血献给了这片深爱的土地。

天 地 英 雄 气 ，千 秋 尚 凛 然 。 从

1931 年到现在已 90 年过去，伟大的抗

战精神，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

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如果有一天战斗真的
来临，我也要吹响冲锋号”

血与火的战斗年代，一声嘹亮的

军号就可以掀起冲锋的巨浪。

黄铜的金属光泽变得暗淡，喇叭处

有所变形，表面布满磕碰的痕迹——在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陈列着一把

历经战火硝烟洗礼的军号。这把军号

原收藏于八路军太行纪念馆，是小英雄

崔振芳参加黄崖洞保卫战牺牲时留下

的遗物。

黄崖洞，位于太行山深处的险要地

带，被选作八路军总部兵工厂的所在

地。抗战时期，黄崖洞兵工厂是在敌后

建立的最大的武器弹药生产基地。八

路军研制的第一款步枪就出自这里。

1941 年 11 月，日军为了摧毁兵工

厂开始向黄崖洞强攻。八路军战士们

始终坚守阵地。战旗引领的队伍中，

总有一名司号员昂首挺立在高处，迎

着战火吹响号角。

这名司号员叫崔振芳，不到20岁，不

久前刚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伴着一次

次军号吹响，他和队友多次将敌人打退。

然而，战斗进入白热化状态，崔振芳身旁

的战友都倒在了日军的枪林弹雨中。

敌人就要往上冲了！崔振芳勇敢

地 跳 进 了 防 御 点 ，接 替 牺 牲 的 战 友 。

居高临下，他孤身战斗在陡崖上，投出

了 100 多枚手榴弹，阻击了敌人一波又

一波的进攻。

然而，就在增援部队即将赶到时，

他却被炮弹炸开的石片击中喉咙。小

号兵倒下了，与他相伴的只有那把心

爱的军号。

亲历过黄崖洞保卫战的张书祥老

人，每每提起崔振芳，总是深情地说：

“那是个多好的孩子啊！每天早早地

起来站在鸡冠山的顶尖上吹号，红绸

穗子在他胸脯上来回地飘……那次战

斗前，他一连写了五份决心书，首长才

点头同意让他上的前沿阵地……”

现在，小英雄崔振芳吹响的军号

依旧回荡在太行山上。

跨立，持号，昂首。3 大类 21 种号

谱，早已镌刻在上等兵余祖磊的脑海

深处。在武警山西总队武乡中队，迎

着每一个朝阳，他准时吹响军号。嘹

亮的军号声飘向远山，传到八路军曾

经坚守过的前沿阵地。多年以后的今

天，伴着军号声，余祖磊和战友们不忘

先辈遗志、苦练制胜本领。

“同在司号岗位，我希望自己能够

像崔振芳一样顽强。如果有一天战斗

真的来临，我也要吹响冲锋号。”余祖

磊坚定地说。

在黄崖洞兵工厂旧址，看到那一

把把在艰难困苦中生产出来的枪械，

记者感慨万千。当时，靠着这样简易

的装备，八路军在大山里进行游击战，

打退了不可一世的敌人，最终取得抗

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如今，随着一批批由我国自主研

制、具备世界先进水平的高科技武器

装备列装部队，我军的武器装备水平

早已今非昔比。同样在太行山麓，空

军 地 导 部 队 某 营 秉 承 伟 大 的 抗 战 精

神，在近年的多次实弹打靶中弹无虚

发，以过硬能力护卫祖国空天安全。

“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

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

不倦的追求。”从抗日战争时期到新时

代，人民军队始终听党指挥，紧紧地和

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在任何时候，为民族而战、为祖国

而战、为尊严而战，必将汇聚起磅礴力

量，筑就新的钢铁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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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众一心，血肉筑起新的长城
■本报记者 卫雨檬 特约通讯员 龚 伟 孙天依

一首歌，为人们所广泛熟知，在中华

大地传唱已 78 年。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

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铿锵的音符，

激越的歌声，一次又一次响彻在武警平山

中队，回荡在西柏坡的苍松翠柏间，成为

人们心潮逐浪、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

2021 年 7 月，记者跟随中队官兵一起

来到这首歌唱响的地方。

太行山下，滹沱河畔，游船在水中荡

起阵阵涟漪，坐落在岗南水库北岸的北

庄村，沐浴在夏日溽热的风中。走在村

中的“幸福路”上，道路两旁的红色展牌

向人们讲述着这里的历史。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位于大山深

处 的 平 山 县 北 庄 村 曾 是 抗 日 模 范 村 。

“‘有人出人，有粮出粮，有钱出钱，有物

出物。’由平山子弟组成的‘平山团’，被

聂荣臻司令员赞誉为‘太行山上铁的子

弟兵’。”中队指导员刘仲忠介绍道。

伴 随“ 铁 的 子 弟 兵 ”转 战 大 江 南 北

的，正是那首“铁的歌谣”。

1943 年，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文

艺工作者牧虹和卢肃在北庄村，创作了

歌剧和同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这首

振奋人心的歌曲，诞生于残酷的战争中，

凝结了北庄村人民的血泪和荣光。

站在一块文字难以辨认的石碑前，

记者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在这旁边，一

块重新刻写的白玉碑上，“木虎峪惨案”

几 个 猩 红 的 大 字 触 目 惊 心 ，“ 五 十 三·

1941”一组数字显得分外沉重——

1941 年，侵华日军的“大扫荡”使平

山县数百个村落化为焦土；木虎峪村 53

名手无寸铁的村民倒在日军的刺刀前，

失去了鲜活的生命。

碑 文 写 道 ：“ 我 村 全 体 群 众 永 怀 不

忘 。 愿 团 结 一 心 ，踏 着 先 烈 血 迹 ，向 着

‘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新中国前进。”

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渡过难关；只有

团结起来，才能走向胜利。

冒着日寇的枪林弹雨，八路军翻山

越岭来到这里，广泛地进行政治动员，传

播团结抗日思想，带领北庄村人民从思

想、物资等方面做好反“扫荡”准备。

于是，根据地的青壮年们自发加入

八路军，在党的领导下保家卫国，打出平

山子弟兵的赫赫威名。

今天的北庄村，一条条柏油路平整干

净，一座座农家院错落有致。村委会的白

墙上，《团结就是力量》的歌词格外醒目。

走在北庄村资料馆，来参观的人络绎

不绝，其中很多人自发地跟在中队官兵队

列后，仿佛他们也是其中一员。

“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

比钢还强……”队列中有人在小声哼唱，渐

渐地，歌声由弱转强、由哼唱演变为合唱。

刚劲有力的歌声把人们思绪带向历史

深处——“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

发出万丈光芒！”如钢与铁的碰撞、血与火的

交融，激发出人们心头涌动的红色力量。

历史的乐章在山间回荡，那是一个

村庄、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百年奋斗征

程上壮阔的交响。

团
结
就
是
力
量

■
王
一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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