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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阳城

阅读、朗读、讲书——

在美妙的声音中唱响“书香阳城”

草长莺飞四月天，正是读书好时节。

2020年4月22日，疫情的阴霾散去，世界读书日

将至。以“让阅读滋养心灵”为主题的系列阅读活动

在阳城举行，活动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吸引

了2万多人参加，阅读带来的美好体验，在人们心中产

生强烈共鸣，为“书香阳城”建设奏响了奔放、和美的

“共鸣曲”。

结合部门和行业特点，活动分别设立了经典诵

读、阅读示范、经验分享和读书倡议等内容，丰富多

彩，生动感人。在县委党校的活动现场，原县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张德政向大家推荐了《共产党宣言》这本

经典巨著。党校教师深情并茂地诵读了部分章节，带

领大家走进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生，让人们真切感受

到《共产党宣言》的当代价值。县委书记姚逊在点评

时说：“一个充盈书香的城市，才是一个富有精神气质

的城市，才是一个富有创造活力的城市，才是一个富

有文化魅力的城市。我们要以这次启动仪式为契机，

通过书香机关、书香校园、书香企业、书香社区、书香

家庭建设典型的示范和带动作用，精心组织好全民阅

读活动，全力完善好全民阅读服务体系，打造全省全

国的优秀阅读品牌，让读书成为阳城人的习惯，让读

书融入阳城人的生活，让读书成为阳城人的一种时

尚。”

一首《你是人间四月天》的诗朗诵，让检察院分会

场充满了浓浓的诗意。在参观了机关文化墙，分享了

其“书香机关”建设的经验之后，原检察长冯文莉向大

家推荐了《再燃激情》《枫桥经验》《健康快乐一箩筐》

等书籍。7位本土作家出版的新书在红豆庄园分会场

亮相，新书选段的诵读，创作体会的交流，传递出浓浓

的书香之美、阅读之乐和抒发家乡情怀、讲好阳城故

事的责任和愿望。在蓝煜热力公司分会场，10多位来

自工厂、企业的干部职工，分享了企业文化建设和读

书活动的体会和收获，一个个动人心弦的故事诠释了

打造“书香企业”的价值和真谛。在新华书店分会场，

“书香家庭”评选活动揭晓，县委宣传部、县妇联和县

融媒体中心向全社会发出《关于倡导全民阅读、共建

书香阳城的倡议》，并为新近确立的“阳城亲子阅读基

地”授牌。

此次系列阅读活动，是阳城县打造“书香阳城”的

开篇之作。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白继军说：“历史告

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繁荣发展的背后，都离不开深

厚的人文力量的支撑。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引擎，动

员和引导广大群众投入到‘书香阳城’建设中来，把读

书当成一次全新的耕耘与播种，让书香相伴人生，让

知识点亮人生，用我们共同的追求和行动，把阳城早

日建成国家书香县城。”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各

种形式的阅读活动在全县上下广泛开展起来。

6月下旬，阳城三中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满含书

香的毕业典礼。师生们以诵读诗歌、散文的形式回顾

了三年来紧张而难忘的学习生涯，抒发了相互之间纯

洁、真挚的情谊和对未来的美好希冀和祝愿。

8月7日，“白蓝红 风雅颂”典型诵读活动在西沟

煤矿举行。诵读活动在25个小朋友惟妙惟肖的演绎

中拉开序幕，他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情景朗诵《在飘雪

的春天里》，声情并茂、形式新颖的朗诵很快把现场的

观众带回到疫情防控那些日子，不禁令人潸然泪下。

活动围绕“书香阳城”建设，通过身边人、身边事的创

作与诵读，激励全县人民学习典型，追求崇高的价值

目标，倡导全民阅读，营造深厚的读书氛围。

书香似花迎学子，书香如蜜润心田。9月10日，

阳城二小千名学子在激情的诵读声中开启了新的学

期。《新唐诗》优美的旋律，把人们带入一种高雅、庄重

的气氛之中。诵读活动共分四个篇章，分别是蒙学导

行篇、笠翁启智篇、先哲立德篇、古风修身篇，每个篇

章都由不同年级的学生对不同的经典诗文进行朗

读。有全班齐读、有男女配合诵读、有单人朗读……

在这些诵读当中，《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采取了说

唱加舞蹈的形式，不仅将词的内涵演绎得淋漓尽致，

而且展示出一种优雅而舒缓的古风古韵，令人交口称

赞。

或许有人觉得朗读是学生时代的事情，是每日伴

着熹微的晨读，是夕阳西下伴着余晖的诵读。其实，

朗读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它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样撩动心弦的遇见；是“草，

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俩站着不说

话”，这样简单而美好的陪伴。

盛夏7月，热情似火。阳城顺势而行，在“书香润

阳城”微信公众号平台开设“我们都是朗读者”音频专

栏，开启了一个面向大众属于每一个人的音频世界，

倡导参与者用最美妙的声音、最真挚的感情，分享各

自读书的快乐与美好。此次活动吸引了社会上数百

名朗读爱好者的热情参与。

“你看，上古的阳城，初生的文明是何等的雄壮；

你看，历史的阳城，璀璨的星河是何等的雄壮；你看，

今天的阳城，奋发的群雕是何等的雄壮；你看，未来的

阳城，开拓的意识是何等的雄壮。”诉说阳城的诗歌

《风华阳城》在朗读者的声音中为我们重现了阳城文

明的肌理。在一位又一位朗读者的精耕细作之下，在

铿锵有力、宛转悠扬的朗读声中，我们依稀可见的是

铁马冰河的念念不忘，是远阔山河的绝美烟火。通过

有声的倾诉，饱含深情的吟诵，文字变得更加鲜活，幻

化出不一样的光彩。

2020年，“我们都是朗读者”音频栏目共推出朗读

节目124期。今年年初，县委宣传部编印了《悦读之声

——书香阳城朗读作品集》，将200多名朗读者的作品

汇集成册，为大家提供了一份丰富的阅读和欣赏资

源。翻开书籍，打开手机，扫一扫码，就能听到动人心

弦的声音。

随着朗读活动的广泛开展，8月初，一个旨在传递

书籍精华、激发阅读兴趣的讲书人大赛又在全县上下

蓬勃兴起。在皇城宽敞明亮的综合会议厅，北留镇讲

书人大赛火热举行。从《苦难辉煌》到《平凡的世界》，

从《恰同学少年》到《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从《故

宫六百年》到《大清相国》，从《目送》到《走到人生边

上》……从历史小说到人物传记，从神话传说到纪实

文学，参赛者们拿出自己熟识的书籍，用朴实、精炼又

不失幽默的语言，深情款款，娓娓道来。

好书香苑，听见美好。

多姿多彩、形式多样的活动，既展现了读书的风

采，也传递出读书的快乐与收获。在这里，我们仿佛

听到了那些穿越时空的古音古韵，也听到了新一代阳

城人热情奔放的时代之声。阅读、诵读、朗读，犹如一

道道犁铧，耕耘在人们的心田，播撒着书香的种子，共

同培育属于阳城人自己的阅读品牌。

（二）

读你的感觉像春天
——县委宣传部着力推进“书香阳城”建设纪实

●白军社 成平 原凯娜

晋豫特委纪念亭

晋豫区革命纪念碑晋豫区革命纪念碑

晋豫特委阳城初建

阳城为特委直属县

1938年3月3日，中共中央北方

局代表、军委书记、八路军驻第一战

区长官司令部联络处主任朱瑞，在阳

城横河下寺坪就开辟以阳城为中心

的晋豫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具体部

署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张闻天和北

方局刘少奇、杨尚昆。毛泽东于6日

复电朱瑞，指出晋豫边区的重要性，

具体部署了如何在这一地区开展游

击战争。当月上旬，为了加强党对晋

豫边地区游击战争的领导，朱瑞在下

寺坪召集中共晋冀鲁豫边省工委领

导人聂真、八路军驻第一战区长官司

令部联络处副主任唐天际和阳城县

长李敏之等人举行联席会议。根据

日军打通同蒲铁路以后的形势和晋

豫边各省党的实际情况，朱瑞代表北

方局决定撤销中共晋冀鲁豫省工

委和曲沃特委、河东特委、豫北特

委，成立中共晋豫特委，聂真任书

记，薛迅任组织部长，李哲人任宣

传部长，熬纪民（又名高锦民）任军

事部长，闫子祥、温建平、方升普、

唐天际为委员，隶属于中共冀晋豫

省委。晋豫特委对晋豫边地区党

的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就此开展了

创建以阳城为中心，包括临（汾）屯

（留）公路以南、同蒲铁路以东以及

白（圭）晋（城）路以西地区的敌后

抗日根据地的艰苦斗争。

中共晋豫特委成立之初，即把

武装建设作为开辟根据地的重要

保证来抓，3 月上旬在下寺坪成立

晋豫边抗日游击纵队。为了有效

打击日军对晋豫边地区的进攻，打

开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局面，朱瑞

组建了八路军晋豫边游击队，这就

是后来的唐支队，在阳城驻扎和活

动二年之久，参加了町店战斗，与阳

城人民结下了鱼水深情。3月，中共

晋豫特委成立了中共阳城工委（5月

改建为中共阳城县委），阳城党的基

层组织迅速建立起来。同月区党委

在阳城县城召开首次活动分子会议，

总结特委工作，确定了扩大党的组

织，加强党员教育，扩大武装巩固政

权，加紧创造根据地，广泛开展民运

工作等 4 项工作任务。中共晋豫特

委在阳城工委支持下建立了晋豫边

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大量培养抗日军

政干部。9月，中共晋豫特委在阳城

南底村召开党的第二次活动分子会

议，聂真作了工作报告，要求晋豫区

各级党的组织，转变作风、深入实际、

提高党的领导水平；确定了加紧宣传

我党抗日主张、加强统一战线工作、

大力发展地方武装、有效开展敌后游

击战争等工作任务。会议选举了新

的领导机构，聂真任书记，薛迅任组

织部长，李哲人任宣传部长。为了加

强对晋豫边中心地区的领导，晋豫特

委决定阳城县委为特委直属县委。

晋豫特委关注阳城

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1939年1月，中共晋豫特委在阳

城召开下交会议，传达了中共六届六

中会议精神，批判了王明“一切经过

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投

降主义路线和张国焘分裂党、叛变党

的罪行。根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中

共晋豫特委更名为中共晋豫地委，决

定阳城为地委实验县。6 月阳城县

委书记胡晓琴在晋豫特委召开的第

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地委委

员。11 月初，阎锡山派其亲信孙楚

进驻阳城岩山，纠集地方反共分子对

共产党、牺盟会等抗日民众大肆威

胁、恫吓、谩骂、暗杀，阳城县委在中

共晋豫特委直接领导下，发动抗日组

织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2 月

初，中共晋豫地委根据阳城的危险处

境，召集阳城县委做出了重要决定，

安排部署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转移

隐蔽，决定紧急情况下可以通过其他

关系异地转移，就地坚持斗争的党员

要注意运用隐蔽和合法斗争的方式

方法。阳城党的组织和共产党员在

“十二月事变”的血雨腥风之中顽强

抗争，千方百计掩护已经暴露身份的

党员干部转移隐蔽。从此，阳城党的

活动转向地下秘密斗争。

1940年1月，中共晋豫地委为了

加强阳城党的领导，在北撤转移驻晋

城段都村期间，决定成立中共阳城

（地下）县委，以刘峰为书记。当年春

天，鉴于阳城处于国民党驻防区，中

共晋豫区地委对这一地区无法实施

直接领导，区党委派阳城籍干部郭进

金、栗顺兴、刘申四等人回阳城以加

强阳城地下党的工作力量。5月，日

军占领阳城以后，阳城沦为敌占区，

敌伪严密封锁交通，造成严重的南北

分割，给党的领导带来极大困难。中

共晋豫区党委决定，在阳城南北分别

建立秘密县委，领导阳城南北地区党

的工作，阳南阳北县委在日益复杂险

恶的政治环境中保存党的力量，坚持

党的工作。

1941年7、8月间，中共中央北方

局、八路军总部根据中条山战役后的

局势，决定重新开辟晋豫边根据地，

区党委随即派人回阳城向阳南、阳北

地下党的组织传达这一指示。阳南

地区党的组织负责人崔松林向区党

委汇报了阳城党的工作，聂真书记指

示：地下党要积极为大军南下做好充

分准备，千方百计发挥地下党的作

用，分化瓦解日伪军，争取国民党九

十八军和东、西府团结抗战，使大

军入阳有个比较好的政治环境。

阳南、阳北地下县委为共产党、八

路军二度开辟晋豫区做了多种准

备。

晋豫地区重新开辟

首脑机关进驻阳城

1942年 1月19日，八路军南进

支队与一部分地方干部随军进入

阳城。月底，中共晋豫区地委成立

了阳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刘裕

民）。2月初，中共晋豫区地委宣布

撤销了阳南、阳北地下县委，中共

阳城县委重新组建（县委书记陆

达）。 2月20日，中共晋豫区地委机

关在区党委书记聂真、宣传部长李哲

人、秘书长李超率领下进抵阳城西南

横河山区，区党委先后转移驻扎横

河、暖辿、柴李疙瘩、黑龙、青龙、枪

杆、上河、吉德等地，在极端困难的条

件下有效地实施了党对晋豫区各项

工作的领导。4月17日，晋豫边区人

民抗日行政办事处（简称晋豫联办）

在横河成立，从此，晋豫边地区有了

统一的政权领导机构，成为晋豫边人

民同仇敌忾坚持抗战，克敌制胜战胜

困难的中流砥柱，晋豫区战略意义愈

加重要。5月12日，晋豫区党委在枪

杆召开会议，转战阳城的邓小平发表

重要讲话，会议宣告晋豫联防区成

立，从此晋豫区有了统一的军事指挥

系统，统一筹划和领导晋豫边地区的

抗日武装斗争，构筑起人民战争的铁

壁铜墙。5月27日，晋豫区党委召开

上河会议，研究进一步开辟中条区的

大政方针，邓小平再次发表重要讲

话。6月，区党委在阳城开展减租减

息试点工作，为在全区全面铺开此项

工作做准备。7 月，因敌伪严密封

锁，阳城再次遭受严重的南北分割，

晋豫区党委决定阳城再度分别成立

阳南、阳北秘密县委，为阳城人民坚

持抗战，战胜困难提供了中国共产党

坚强的组织领导保证。8月20日，晋

豫联办颁布《减租减息暂行条例》。9

月晋豫联办在阳城县煤坪村召开减

租减息委员训练班，总结经验教训，

推动全区减租减息工作。1943 年 1

月，晋豫联办主任郭清文、副主任刘

裕根据边区政府公布修正后的土地

暂行条例，就横河千峰寺、铁盆嶂土

地事件颁布了执文，并于2月21日在

千峰寺勒碑，告示四方民众，宣告了

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即将在阳城

走向彻底灭亡。1942年10月22日，

鉴于抗战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和精兵

简政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将太岳区

和晋豫区合并。1942 年至 1943 年

春，两区合并重组工作完成，合并后

仍称太岳区。至此，晋豫区党委、晋

豫联办、晋豫联防区完成了自己的历

史使命。

中共晋豫区党委名称几经变化，

始终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晋豫

边抗日根据地内坚不可摧的战斗堡

垒和领导核心；晋豫联办和晋豫联防

区有效地实施了对晋豫区县级抗日

政权和抗日武装的统一领导，是晋豫

边人民坚持抗战的中枢指挥机关。

晋豫边区党委、政权、军事领导机关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烽火中于阳城诞

生成长直至宣告结束，积累了丰富的

执政经验教训，这些用鲜血换来的宝

贵财富，永远值得后人学习继承，发

扬光大。阳城作为晋豫区的腹地，享

有发扬晋豫精神的天时地利人和等

优势，阳城人民一定能够在中共阳城

县委和阳城县人民政府坚强领导下，

传承红色基因，坚守初心使命，凝聚

起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加快推

进新时代阳城高质量高速度转型发

展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