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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县城中心有一处红色革命教

育基地——太岳烈士陵园，这里长

眠着127位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

放牺牲的革命烈士，他们是历史永

不褪色的革命印迹，更是镌刻在我

们脑海中永不忘却的红色记忆。

太岳革命纪念馆位于太岳烈士

陵园，占地面积567平方米，其中序

厅394平方米，西展厅 85平方米，东

展厅 88 平方米。来到太岳革命纪

念馆，整个展厅向我们展示的是太

岳革命根据地 1937 年到 1949 年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历史

事件。展厅分为抗战先锋、风雨征

途、砥柱中流、众志成城、翻天覆地、

胜利凯歌六个单元，充分展示了太

岳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

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

利，无私无畏、浴血奋战、赤胆忠心、

英勇抗敌，谱写的彪炳青史的辉煌

篇章。

太岳革命根据地是晋冀鲁豫根

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发

轫于山西的太岳山脉而得名。太岳

革命根据地，是联络华北、西北与中

原的纽带，是人民解放军打破国民

党军队进攻、保卫延安、挺进豫陕

鄂、逐鹿中原和解放山西的战略支

撑点与出发地之一，是华北敌后具

有独立战略地位的革命根据地之

一。鼎盛时期辖47县（市）、423万人

口，面积 4.5 万平方公里，战略地位

极其重要。而阳城作为“太岳首府、

红色摇篮”，先后有 1.6 万名青年参

军，7.7万名民兵支前远征，700多名

干部被派往外地。

纪念馆上方是一片红色的天

空，象征着太岳革命根据地广大军

民始终高举红色旗帜，用鲜血和生

命谱写的红色篇章。墙上的8块浮

雕展示的是太岳革命根据地抗日战

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历史事

件。1939年12月，随着山西各地被

日军逐步侵略，阎锡山等反动派动

摇了抗日的信念，把矛头指向共产

党、决死队、牺盟会和抗日政权。他

们疯狂活动，大肆搜捕、残杀共产党

员。在“十二月事变”中，阳城有

1000 多名共产党员、抗日干部和进

步人士被抓捕、绑架、毒打，其中有

130多人被关押，临涧村共产党员卫

金瑞、东凡村共产党员宋双成、台头

村抗日干部吉金和等10多名共产党

员、抗日干部被残忍杀害，还有10余

人下落不明。

在纪念馆里，透过这生动形象

的图案、栩栩如生的浮雕，我们仿佛

看到了广大军民在十二年奋斗历程

中捐躯疆场、血染铁窗；仿佛看到了

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岁月里、在

炮火之中、在山窝农家，枪杆会议、

上河会议，一次次制定方略、匡定局

面；仿佛看到了江涛等24位同志在

阳城析城山下的秋川河一带壮烈牺

牲的场景。

抗战胜利后，太岳区行署、太岳

军区迁至阳城县，为纪念在战争中

英勇献身的太岳区的烈士们，阳城

县人民政府于1946年修建太岳烈士

陵园。整个陵园以烈士纪念亭为中

心，纪念碑上镌刻着太岳军区党委、

太岳行政公署、太岳军区直属机关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牺牲的127

位烈士的名字。

这127名烈士，他们来自全国各

地，有湖南、湖北、江苏、江西、广东、

安徽，还有山西各地，他们将自己宝

贵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红色的土

地。

历史的硝烟已然散去，但今天

的我们依然不会忘记长眠在此的每

一位英雄们。就像陵园中参天蔽日

的松柏，日夜静静守护着他们，向每

一位来到烈士陵园的人们讲述着他

们的英雄故事。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太岳

烈士陵园先后被确定为省、市、县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市、县青少年教育

基地，省级国防教育基地，省、市、县

廉政教育基地和山西省党史教育基

地。烈士陵园祭英烈，革命星火代

代传。让我们以史为鉴，勇毅前

行！太岳革命根据地的光辉历史，

将千古流芳，永照后人！

·晨 曦·

红色文化涵养廉洁力量
——走进太岳烈士陵园

清以正风、廉以养德。为全面推动清廉阳城建设，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走深走实，县纪委监委和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创办

《清风徐来》栏目，旨在深挖本土资源，厚植廉洁基因，打造清廉地标，弘扬清风正气，让清廉意识融入濩泽儿女的精神血脉，让廉洁

文化如春风化雨，成风化人。本报今天刊发第四期，《红色文化涵养廉洁力量》——走进太岳烈士陵园

4 月 7 日，晋城市周末大剧场文化惠民首场演出

——《脱贫路上》圆满落幕，来自次营镇的固隆剧团为

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的艺术表演。

《脱贫路上》内容是太行山区青年农民王玉林，不

甘贫穷、一心脱贫致富的故事。五年前，他离家出走外

出打工，挣得了第一桶金。五年后，他回到家乡，发誓

要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建设美丽乡村。在县领导和

老书记的支持推荐下，经全体党员投票选举担任了新

一届党支部书记，并按照国家的扶贫政策，带领乡亲们

开发荒山，创建“绿色农业生态园”。与此同时，被他冷

落甚至误会的妻子山妮正在饱受痛苦，最终，夫妻二人

经历了情感的纠葛与磨合，实现了鸾凤和鸣。王玉林

成了全村的当家人，山妮也获得了属于自己的爱情。

全村人上下同心、齐心合力，在王玉林的带领下，为实

现“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美丽乡村梦，奋斗

在脱贫路上。

整个剧场座无虚席，高亢激昂的上党梆子与热烈

的掌声此起彼伏，在剧场中久久回荡。现场观众毫不

吝啬地称赞着这个历史悠久的乡村小剧团“个顶个的

强”。一位懂音乐的专业人土指出：真没想到一个村级

剧团，竟有如此强大阵容的乐队。连“长江支队”晋城

市研究会与长治市研究会的各位领导也在演出结束后

登台祝贺并与全体演员合影留念，还赠送给固隆剧团

十三本有关长江支队回忆的书籍，鼓励剧团传承老前

辈的革命精神，为振兴乡村经济建设做好宣传工作争

取更大光荣。

固隆剧团从战火纷飞的小山村到流光溢彩的大舞

台，这条路他们走了将近80年。在抗日战争时期，他

们曾获得太岳行署授予的“不扛枪杆的队伍”大红锦旗

一面的殊荣，誉满太行。这面大红锦旗，现被“八路军

太行纪念馆”珍藏并展挂在馆内，供游客参观瞻仰。

太行精神耀千秋，红色基因代代传。随着时代的

飞速发展，地方剧种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为进一步加

强固隆村文化建设，丰富乡村群众生活，2020年12月4

日由团长张平荣牵头，重组已逐渐衰落的固隆剧团。

为缓解重组之初资金不足的燃眉之急，剧团领导

王玉兔、王天龙、刘会民、邵扩社、陈树林等人以及广大

团员纷纷捐款捐物数万元，才有了新生的固隆剧团。

虽然是草根剧团，且成员大部是旧剧团里的文艺工作

者或周边文艺爱好者组成，但必要的灯光、服装、台幕、道具、音响，都置办

的相当齐全。演员们日常排练任劳任怨，甚至不要任何报酬，只因为心中

那份爱。

三年来，固隆剧团原创排演了三场大型上党梆子戏《党的女儿》《山村

往事》《脱贫路上》和20多个综艺节目，从一开始为村民和周边群众演出到

多次受邀在全县进行群众文艺演出，再到这次在市级舞台上大放光彩，新

一代的固隆剧团人传承并发扬着“不扛枪杆的队伍”的精神。

初心不变，历久弥新。高亢激昂的上党旋律吟唱着难忘的战斗岁月，

美妙动人的精美表演演绎着新时代的幸福美满，今天的固隆剧团将站在新

的起点，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乡
村
小
剧
团

光
耀
大
舞
台

◆
宋
正
轩

凤城镇上芹村59岁的农民王和平，从小就痴迷画画，几十年来，无论

在家种田、还是外出打工，从未放弃自己喜爱的画笔，走到哪里就画到哪

里。如今，他靠绘画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走上了绘画致富之路。去年2月

至今，他为网上订单客户创作作品300件，为周边县市绘制乡村文化墙

2000平方米，赢得客户广泛赞誉，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王和平不是科班出身，也未参加过培训和接受专业老师指导，能有如

此成绩，这得经过多少次失败、多少年历练，才能积淀这样的画功？从始至

终的热爱，53年的坚持，王和平用一幅幅作品给出答案。

王和平与绘画结缘，还得从爷爷的一张画像说起。当时他只有6岁，

爷爷已经去世，家里只有一张2寸的黑白免冠照片。他目不转睛地观看一

位江湖画师作画两个多小时，却觉得画像不够像真实的爷爷，于是年幼的

他决心要自学画画，立志画出真实的爷爷。

由于家里贫穷，王和平一开始只能采用在山上挖的石笔来作画，看到

什么就在地上画什么，后来才用铅笔、毛笔来作画。10岁那年，父亲怕他

沉迷画画耽误学业，将他的一沓画撕掉，并训斥他以后不许再画画。然而

父亲的阻挠并未影响王和平对绘画的兴趣，他反而越发坚持，只要一有时

间就会偷偷地画上几笔。

从上小学到高中毕业他一直坚持着靠灵感和自己的领悟来画画，他越

画越好，终于在18岁那年给爷爷画了一幅画像，父母亲看了觉得十分像，

才开始理解和支持他。这是王和平学画画以来第一次感受到别人对自己

作品的认可，也更坚定了他坚持创作的决心。

高中毕业后，王和平到晋东南地建公司当民工，当了一年水泥小工。

他白天干活，晚上坚持画画。后来有领导发现他的才能，便把他调到办公

室工作，主要负责打字和出黑板报。在这里他把本职工作和绘画相融合，

时常将身边的好人好事采用“绘画+文字”的形式在黑板报和传单上展现

出来，赢得工友们的赞誉。

三年后，他开始自主创业，从事油漆、绘画、玻璃彩画、家具漆画等工

作。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他转行室内装潢和艺术设计，现在已经发展

到为网上订单客户画画和为周边县市绘制乡村文化墙，常年培养当地书画

爱好者。凭着对绘画的热爱，他从一名农民走上了专业绘画致富之路。

在艺术上的坚持和追求，不仅提升了王和平的绘画技能，更让他的作

品充满了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他的绘画作品以充满生活情趣和乡土气

息的题材为主，其细腻的笔触和对色彩的掌握让人不禁惊叹。他的作品从

传统的中国画、油画到现代的装置艺术和数字艺术等，风格多样，受到了广

泛的好评和赞誉。

在众多的作品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乡村文化墙。他为周边县市绘

制的乡村文化墙，记录了乡村发展的历程和文化的传承，成为了当地乡村

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作品不仅让人们了解乡土文化，更激发了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离不开的是手中的画笔，剪不断的是浓浓的乡愁。“我出身于农村，创

作的源泉来自农村。我就是农民画家，理应为老百姓创作，为美丽乡村绘

景，用画笔留住乡愁。”王和平说。 ·陈来全·

农民画家王和平 妙笔生花绘盛景

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我 们 的 新 时 代我 们 的 新 时 代我 们 的 新 时 代我 们 的 新 时 代

如今的互联网飞速发展，短视频平

台为不少人提供施展才华舞台的同时，

也为大家伙儿提供了就业创业的机

会。最近，在我县的抖音直播圈里，一

名叫周周的主播因其独特的直播风格，

受到我县老百姓的关注和喜爱。这其

中不仅是因为她的直播间充满正能量，

更是因为她和他丈夫子诺离京返乡、直

播创业，带动家乡旅游发展的初心。

在县城东门广场，周周和子诺正在

做着直播前的准备。“画面给你调好了，

然后网也给你测好了，你直播的时候注

意点节奏，咱们今天本来就开播开晚

了，所以说你稍微稳着点，别太着急。”

子诺一边调试设备，一边不忘叮嘱妻子

周周。

直播开始了，周周热情地跟现场的

观众和线上的粉丝打招呼，她用自己独

特的嗓音将一首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

曲唱出不同的味道。一位现场观众说：

“从周周来东门广场直播开始，我就一

直看她直播，我是她的铁粉。周周长得

好看，唱歌唱得也好，我很喜欢她，她的

直播间是满满的正能量。”

主播周周是一名90后女孩，每天只

要没有特殊情况，她都会准点来到阳城

地标性的公园广场进行直播。每次周

周直播，她的老公子诺总是义务当起周

周的“经纪人”。开播设备的调试、开播

文案的策划、开播前的暖场，子诺都会

精心为周周准备，也正因为好的直播体

验，很多阳城老百姓都喜欢上了他们小

两口，以致于他们的直播开到哪儿，粉

丝们就跟到哪儿。

说到做直播的初衷，周周和自己的

丈夫子诺说：“做直播，一方面是给大家

带来欢乐，另一方面，在广场上直播的

话，也能顺便把咱们家乡这么好的风

景，这么美丽的景色能够宣传出去，推

广出去。这也是我们从北京西安，回到

家乡来的意义所在，能够为家乡的旅

游，包括我们的农副产品多做宣传和推

广。”

周周是一名爽快大气的陕西妹

子。而她的丈夫子诺则是地地道道的

阳城小伙。一个山西，一个陕西，是什

么让他们结为“秦晋之好”，而且还一起

做起了抖音直播呢？这还得从他们的

个人经历说起。

子诺是润城镇柏沟村人，从小他便

兴趣广泛，演讲、唱歌、表演、体育样样

在行。高中毕业后，子诺如愿考取了心

仪的中国传媒大学，并选修了播音主持

专业。后来，他更是顺利进入北京电视

台实习。就在很多人都认为他能够进

入好单位实习，未来肯定会有良好发展

前景时，他却做出了一个让别人都不理

解的决定，那便是辞去在北京电视台的

实习工作。

“比起安逸的生活，我更向往人间

的自由。”子诺是一个不墨守成规，喜欢

挑战新鲜事物的人。在放弃北京电视

台的实习机会后，他开始利用自己的专

业特长转战主持、演员、销售、培训等多

个行业。由于有着过硬的专业特长，他

在这几个岗位上都干得游刃有余，且积

累了不少经验。2015年，子诺还成立了

自己的传媒公司，有了自己的培训队

伍。

事业逐步稳定，爱情的橄榄枝也向

他伸了过来。2019年，陕西姑娘周周闯

入了子诺的生活。周周同样是一名思

想新潮、追求进步，非常率真、非常有个

性的女孩。当别人还按部就班在工作

时，她便率先做起了抖音。一次偶然的

机会，周周进入子诺工作的地方培训学

习，相处过程中，周周被子诺横溢的才

华，洒脱的性格深深吸引。而子诺也被

这位陕西姑娘身上自强、自立、自爱的

良好品质所打动，经过几年的爱情长跑

后，灵魂相近、兴趣相投的两个人很快

便结合在了一起。

在常人眼里，爱情事业的“双丰收”

足可以让一个人不安放的心安定下来，

然而，性格洒脱的子诺又一次做出了一

个让常人难以理解的决定，放弃在北京

十几年积攒下来的人脉资源，放弃已经

逐渐确定的职业发展方向，带着妻子回

乡创业。妻子周周觉得回家以后能够

就近照顾父母，并且家乡也缺少做直播

电商这方面的人才，她全力支持丈夫的

选择。

就这样，小两口一拍即合，回到了

家乡。回来后，周周继续干起了她的户

外直播，只是把直播地点从北京大都市

搬到了小阳城。而子诺除了帮助周周

外，也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干起

了线上加线下的主持培训。因为他们

成功的直播技巧，因为他们感人的创业

故事，他们收获了一大批忠实的粉丝。

粉丝量做起来了，如何才能让直播

贴近百姓生活，让直播带动家乡发展，

周周和子诺除了日常直播外，还开始了

直播带货。坐拥几十万的粉丝，按理说

他们是卖啥火啥，然而他俩却坚守了自

己的“带货初心”，在他们的直播间，上

架的是土蜂蜜、润城麦芽枣糕、析城山

小米这些本地的农副产品。周周和子

诺的愿望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广家

乡的旅游和美食。

讲好乡村故事，为家乡代言。他们

的创业故事，为乡村振兴注入新鲜动

力，也让更多的年轻人对阳城有了归属

感。期待他们继续在直播平台、电商领

域书写自己的故事。 ·程群 叶青·

陕西的婆姨阳城的汉 回乡创业也有范儿
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 正青春正青春正青春正青春正青春正青春正青春正青春正青春正青春正青春正青春正青春正青春正青春正青春正青春正青春正青春正青春正青春正青春正青春正青春正青春正青春正青春正青春正青春正青春正青春

4 月 9 日，第二小

学五（3）班在长江支

队纪念园举行“赓续

红色血脉，传承时代

精神”实践活动，大力

弘扬长江支队精神，

以红色基因加强青少

年思想道德教育，让

革命薪火代代相传。

杨密芳 摄

赓续红色血脉赓续红色血脉

传承时代精神传承时代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