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佐坤 刘江
皇甫美鲜 薛来

这几年，来凉城的游客越来越多
了。

凉城县旅游局副局长高利霞留意
到：除了去岱海泡温泉，大部分人的行
程里多了绥蒙革命纪念园。

“许多游客主动联系我们，想来这
里瞻仰革命遗址，上一堂党课，重温一
遍入党誓词。”据纪念园负责人统计，仅
今年“七一”前后，就接待游客 8000 余
人次。

凉城的红色旅游，红火起来了。这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战火纷飞绥蒙地

盛夏时节，走进绥蒙革命纪念园，
机器轰鸣，车辆穿梭，工人们正在紧张
施工。在园区西半部分，我们注意到，
游客服务中心已经封顶，生活服务区已
完成结构框架。

然而，70 多年前，绥蒙革命纪念园
所在的岱海镇井沟村，却是战火四起、
生灵涂炭。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凉城
人民做出很大贡献。对进军全绥远，凉
城是‘跳板’。”出生于凉城县六苏木南
房子村的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郑天翔
同志，生前曾撰文回忆道。

之所以称作“跳板”，和凉城特殊的
地理位置密不可分。凉城距山西杀虎
口 30 公里。自明末起，大批的山西人
经杀虎口进凉城境内，使其人口逐渐增
多，村邑相望。凉城地区是从日伪占领
区去往革命圣地延安的主要交通线之
一，也是中共挺进大青山的桥头。

1937 年 9 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凉
城，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田家镇惨案”，
一次屠杀无辜群众 299 人，成为日本侵
略绥远以来的第一大惨案。

1938 年，广州、武汉沦陷，抗战进
入相持阶段，敌后战场成为抗日战争的
主战场。毛泽东、滕代远致电贺龙、关
向应和肖克，征询大青山脉、平绥铁路
沿线创建游击队问题，电文中指出平绥

“铁道南凉城一带亦是山地，枪支亦多，
游击队可跨铁道发展，并往来穿插铁道
都不成问题”。

同年 11 月 20 日，中共中央电示八
路军大青山支队，指出大青山地区的中
心任务是建立游击根据地，坚持长期游

击斗争。11 月 22 日，中共中央作出
《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指出党与八
路军在绥蒙工作的任务是唤起和团结
蒙汉一切力量，坚持抗战的模范作用，
一致联合抗日，把绥蒙全境变成敌人
不可征服的游击区。

凉城沦陷不久，中共中央派一二〇
师宋时轮支队从山西杀虎口进入凉城地
区，在凉城境内南部马头山区建立了绥
远地区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驻军在凉
城县厂汉营（今曹碾满族乡厂汉营村）。
之后，李井泉、姚喆兵分两路，一路随李
井泉北上进入大青山腹地，开展游击斗
争；另一路由姚喆带队留在蛮汉山区战
斗、宣传抗日，掩护大青山支队北进，组
织抗日物资援助主力部队进行抗日战
争。

1939 年 3 月，绥东工委成立，驻凉
城县蛮汉山一带，建立了蛮汉山革命
根据地，成为我党以偏关、雁北为依
托，建立、发展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
的战略要地。

凉城县档案史志局局长苏西恒认
为，绥蒙革命有效扩大了共产党和八路
军的影响力，促进了边疆地区人民的团
结。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与晋西北抗日根
据地互相配合，有力保卫了抗日大后方

陕甘宁边区，打通了与苏蒙的交通线，绥蒙
抗日根据地成为抗日战争战略反攻阶段的
先头阵地。

贺龙三进凉城

位于岱海镇井沟村的井沟子教堂，已
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贺龙革命活动旧址
就坐落在这里。院中矗立着一块石碑，镌
刻着布赫同志的题词：“开创大业菜刀一
把，坚信马列正气一身。”2株 10余米高的
暴马丁香，将院子映衬得古朴庄雅。

1945 年 10 月到 1946 年 1 月间，为
挫败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晋绥军区司
令员贺龙曾率部三进凉城。1987 年，凉
城县按照当年原貌恢复了贺龙的旧居和
办公室。2008 年，又对其进行了修葺改
建。如今，井沟子教堂还留有当年贺龙
部队集会的许多标语，如“毛主席万岁！”

“朱总司令万岁！”等。
87 岁的井沟村村民闫民，至今仍对

八路军印象深刻：“有一天起床后，发现
院子里整齐地躺满了战士。他们起来
后，就帮我们担水扫院，拿铁锹去地里起
土豆。”

军民团结一家亲。凉城地区的蒙汉
各族人民群众，为了支援八路军抗日，付

出巨大代价。正如郑天翔同志在《抗战
前后凉城县的斗争情况》中指出的，“以
蛮汉山为中心的归凉县，地理位置十分
重要⋯⋯在抗战最残酷的时候，这一带
是唯一坚持下来的地区。之所以能坚持
下来，坚持到底，除地势险要外，主要是
群众的支持。”当时蛮汉山地区流传一首
淳朴感人的歌谣：“八路军，是好兵；从不
打骂老百姓，蒙汉团结一家亲。”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绥蒙边区军
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粉碎了日寇多
次 扫 荡 ，击 退 了 国 民 党 反 动 派 的 进
攻。1937 年冬至 1944 年春，边区军民
和日伪军作战 10100 余次，毙伤日伪
军 10.07 万余人。先后有 10 多位将军
在凉城征战过，10000 多凉城军民投
入战斗，3000 多凉城儿女为此献出了
生命。

青山绿水红凉城

“犹似群山岱海边，敌人与我作纠
缠。今日天地全民有，应记当年血汗
难。”1985 年，原绥蒙政府主席杨植
霖同志重访凉城老区，慨然题下这首
诗。

昔日敌我纠缠的战场，如今已成

为热闹的旅游景区。凉城县红色旅游
资源得天独厚，极为丰富，经过多年的
保护，拥有数量和分布密度位居全区前
列。近年来，凉城县大力推进红色旅游
发展，将红色资源转化为造福老区人民
的红色财富。贺龙革命活动旧址被自
治区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绥蒙革命纪念馆及“田家
镇惨案”遗址被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
景区第二批名录。

绥蒙革命纪念园占地 400 亩，总投
资 5 亿元，分三期建设。主要建设纪念
馆、实景剧场、环幕影院、郑天翔生平陈
列展览室、广场和主题雕塑，实景复原
土默特高等小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等，
是自治区唯一一家全面展示绥蒙革命
史 的 红 色 旅 游 景 区 。 一 期 项 目 已 于
2016 年全部完工，二期项目正有序推
进。

凉城县旅游局副局长高利霞表示，
当地将以绥蒙革命纪念园项目建设为
核心，促进全县旅游业发展。同时，进
一步弘扬革命历史文化、整合凉城旅游
资源，建设一个“青山绿水红凉城”旅游
胜地，促进地方经济的全面提升和协调
发展。

(图片均为资料图）

□本报记者 刘国新 张文强 徐永升

出赤峰市区，向北行驶约 10 公里，
我 们 一 行 拐 上 一 条 笔 直 宽 敞 的 水 泥
路。路两边，一行行高耸挺拔的通天杨
枝繁叶茂，随风摇曳，发出“唰唰唰”的
动听音符。

这就是松山区当铺地满族乡当铺
地村，曾经叫东方红大队，因老支书陈
洪恩而闻名。

陈洪恩生于 1914 年，生前曾先后 6
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亲切接见，多次受邀进京参加国庆观
礼。在老人 85 年的人生岁月里，他带
领村民战天地斗风沙，植树造林改善生
产生活环境，锻造出艰苦奋斗的“东方
红精神”。

踏着老人的奋斗足迹，我们遍寻当
年的亲历者、见证者。非常庆幸的是，
我们找到了 2 位曾经跟随陈洪恩一起
奋战过的老人，一位是 82 岁的高贵，一
位是 81 岁的段玉岭。

治沙植树讲究方式方法

在高贵老人眼中，陈洪恩是个非常
有思想的人，而且善于思考，干工作讲
究方式方法，从来都不会蛮干。

“当时，村里的沙丘一个接着一个，
风沙大的时候，一夜之间，房屋被沙土
围住，沙土甚至比房子还高，牛羊能够
踩着沙土上房。怎样才能把沙丘变为

平整的土地？成为陈洪恩日思夜想的
问题。”高贵说，当时人们谁都没考虑这
个问题，但陈洪恩却想出了办法。

过去，每到汛期，山洪爆发，流经村
里的阴河水量就会大大增加，而且水中
杂着大量肥泥、粪沫等有机物质。

何不变废为宝？于是，陈洪恩就带
领群众在阴河上段修筑了 1 道拦河大
坝，蓄洪淤地。陈洪恩发现，不管水流
到哪里，那里的沙土就自动流入水渠
内，随水而走。因此，他因势利导，发明
了“水拖沙龙”治沙法，就是先在沙龙上
挖开若干个鸡爪型渠道，然后将水引入
渠内，沙包就会被河水慢慢冲平。几年
间，陈洪恩他们靠着水拖、人拉，硬是

“搬走”20 亩以上沙龙 20 多条、2 亩以上
沙丘 200 多个。

“要想风沙住，必须多栽树”。陈洪
恩知道，只有植起树，才能彻底挡住风
沙的侵蚀。他先在自家小院里栽树总
结试验，然后把成功的经验再向全村推
广。结合村里实际情况，他创造出“雁
翅掐条”“倒坑埋干”“翻窝植苗”“大
片密植”等一套造林技术，使造林成活
率逐年上升。

“ 父 亲 一 心 治 沙 ，根 本 顾 不 上 家
里。我爷爷去世的时候，父亲正在外头
植树，都没顾上回家看看。”在陈洪恩的
二儿子陈国安的脑海中，陈洪恩治沙植
树几乎到了痴狂的地步。

“父亲既善于植树，还重视护树。”
陈国安说，父亲在周边率先制定了护林
公约，规定，不论是谁，凡毁林一律处

罚，就是他的家人及亲属也无一例外。
一次，一个外村人牵驴路过当铺地村，
驴啃了几棵树。他发现后，追出 10 余
公里，硬是赶上牵驴的人，对他进行了
严厉的批评和教育。村民和邻村的人
都知道，树是陈洪恩的命根子，比他的
儿女都金贵。“那是陈洪恩的树，谁也不
能破坏。”在陈洪恩的示范和带动下，全
村形成了爱林护林的良好风气。

“那时候植树，最缺的是树苗。”据
村民回忆，刚开始，陈洪恩到外面砍些
树杈回来，再把树杈剁成小段儿栽到地
里。但这种做法，树的成活率不高。后
来，当时的县林业局到村里育种树苗，
他就以地换苗，解决了缺树苗的困境。

据统计，自 1953 年开始治理沙丘
以来，陈洪恩带领群众先后搬运沙土累
计 290 万立方米，植树 3500 多亩、总计
100 多万棵。

科学种田打出机电井 18 眼

“种地用良种，一垄顶两垄”。“陈洪
恩的思想非常超前，那个时候，他就想到
了科学种田。”段玉岭老人说，那个时候，
村里没有几个文化人，根本不懂什么科
学种田，认为庄稼好不好，主要在地。

一切用事实说话。为了让村民转
变思想观念，陈洪恩带领党员和入党积
极 分 子 在 村 里 开 辟 了 1 块 良 种 示 范
田。到了秋收季节，他组织村民现场观
摩。经过对比，人们发现，示范田里的
玉米长得不仅个儿大，颗粒还饱满。人

们彻底信服了：“原来种地也得讲究科
学。”陈洪恩乘势而上，采取小区试验、
大区示范、以点带面的方法，逐步推广
优良品种。

陈洪恩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他非
常善于做思想工作。他率领党支部以
创建“五个好”党组织为目标，积极开展
比学习、看谁思想进步快，比技术、看谁
种植效益高，比规模、看谁带动能力强，
比贡献、看谁帮助人员多的“四比四看”
活动。一时间，党员冲在前，典型做示
范，争当先进、赶超先进在村里蔚然成
风，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村党支
部也因此多次被评为市级先进基层党
组织。

陈洪恩意识到，水利是农业的命
脉。一段时间，打井、兴修水利设施成
了陈洪恩的主要工作。

当铺地村的地下土层除了鹅卵石
就是白沙眼。“石头可以豁出人力往外
挖，可这流沙咋弄，挖得越多，塌陷的
地方也大。我们有力气也使不上，干
着急没办法。”

“一定要弄住流沙！”段玉岭说，陈
洪恩不信这个邪，他以村里的党员及
积极分子为核心，组成了 1 个打井突击
队，向流沙发起冲刺。后来，他们想出
了“水泥管分段沉井”办法，很好地解
除了因流沙不断塌方的困境。

几年间，陈洪恩带领打井突击队
共打出机电井 18 眼，达到平均每 200
亩地就有 1 眼机电井的规模。再加上

27.5 公里长的渠道可以引进河水，村里
所有耕地都实现了井渠灌溉双保险。

治沙植树造林、更新作物品种、兴
修水利设施，一套组合拳下来，当铺地
村的粮食亩产量由刚解放时的 50 来公
斤提高到了 1986 年的 500 多公斤。经
过几年的苦苦奋战，当铺地村从一个

“万亩沙海三棵柳”的穷沙窝摇身一变
成了远近闻名的林成网、田成方的“鱼
米之乡”。

“东方红精神”代代传承

1958 年 12 月，东方红大队被评为
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受到
国务院表彰。陈洪恩也应邀光荣地出
席表彰大会，并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
荣誉称号，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
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1977 年 8 月，陈
洪恩当选党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
表。1981 年 9 月，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官
员参观考察当铺地村，对他的治沙造林
事迹给予高度评价。

陈洪恩非常注重发展集体经济，为
村里建起养鱼池、砖瓦厂、酒厂、淀粉
厂、选鬃厂、苗圃等。他退下来时，村集
体经济已经初具规模。

“虽然经济条件好了，但他从来不
舍得做新衣服，当劳模去北京开会，做
了 1 件中山制服，就高兴得不得了。”陈
国安说，父亲一辈子艰苦朴素，从来不
讲究穿衣吃饭。

“他一辈子勤勤恳恳，从来不闲着。”

在陈国安的记忆中，陈洪恩总有干不完
的事，“即使去县里开会，他也要背个粪
篓子，走一路，拾一路。拾满了，也不管
是哪家、那村的地，就倒到地里了。”

几 十 年 来 ，一 进 当 铺 地 村 约 100
米，就会看到陈洪恩当年有意保留下的
1 块较大的沙包和不远处 2 棵长在小沙
包上的柳树，村民们亲切地称它们为

“教育沙包”和“翻身树”。赤峰市不仅
把它们命名为党员教育培训基地和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还把以陈洪恩为代表
的老一辈东方红大队人民的艰苦奋斗
精神定义为“东方红精神”。

每到清明、五四、六一、七一、十一
等重要时节，当地各级机关单位都要组
织来此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和爱国主义
教育活动。

几十年来，在当铺地村，“东方红精
神”薪火相传，历届村委会领导班子不
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不断向更高、更
远的目标迈进，精心培育并打造了苗木
种植、休闲农业、观光旅游三大主导产
业。目前，苗木产业已发展到 3000 多
亩，全村人均 1 亩，亩均效益 1 万多元，
成为村民的“绿色银行”。

如今，当铺地村已然是街巷通达、
产业兴旺、村民富足。

站在村委会大楼前，“东方红精神
教育展馆”几个鎏金大字熠熠生辉。我
们想，不论时空如何转换，以陈洪恩为
代表的老一辈东方红人所开拓的“东方
红精神”将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心中。

（图片均由本报记者孟和朝鲁提供）

贺龙革命活动旧址

。

当铺地村移沙造田

。

绥蒙革命纪念园外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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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精神”在当铺地村薪火相传

70·足迹

红色凉城红色游

当铺地村支书陈洪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