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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红军的路]

苦苦水水河河里里的的水水，，朱朱总总司司令令带带头头喝喝
脱贫致富，“长征会师地”会宁重燃激情岁月

会宁，以80年前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闻名中外。人们熟知会宁，也正由于它在长征中的特殊地
位。慢牛坡、桃花山、会师旧址，在会宁留存着过去那些激情岁月的痕迹。

如今，会宁这个以“长征会师地”闻名的革命老区，城市化正在推进。习惯了面朝黄土背朝天，干
旱缺水少植被的会宁人，正在开启属于自己的脱贫致富“新长征”。

文/片
本报记者 朱文龙 时培磊

红军会师日
文庙前传歌声

9月30日，记者到达会宁
时，县城里的红军会师纪念馆
重修工程正在加紧进行，这座
小城正以热烈、简朴的方式，
迎接红军长征80周年纪念日
的到来。

会宁县有座祭孔的文庙，
庄严肃穆，四阿参天。80年前，
红军三军会师后，在这里举行
了联欢会，军队和老百姓里三
层外三层，把大成殿围得密密
匝匝，一起聆听红军将士讲
话。

23岁的王逸清站在文庙
紧闭的大门前，正在拿着相
机拍照。“当年史朝珍也在其
中。”作为历史学专攻近现代
史的研究生，王逸清对这位

“单人吓跑敌人”的传奇人物
的事迹了如指掌。

史朝珍是红军的传奇人
物，红军会师后留在了会宁，
她在长征中的英雄事迹，会宁
人妇孺皆知。

“当年的联欢会我爷爷参
加过。”正好从这里闲逛路过
的马大爷操着浓重的陇东方
言告诉记者。

马大爷今年75岁，他从爷
爷那里知道，那时在台上讲话
的有两人，朱德总司令和徐向
前总指挥，许多战士都表演了
节目，欢庆的场面空前：放
炮、敲锣、打鼓、跳舞、杀猪、
宰羊、喊口号，总之是“大人
笑，娃娃跳”。

从老人的描述中，可以想
象，那些衣衫褴褛、面带菜色
的红色跋涉者在这座陇东
小城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
欢迎。

“会宁是条鱼
驮着红军过黄河”

对于会宁人来说，与红军
的故事远不止一场联欢会。

在会宁的西部，有条河叫
做祖厉河。82岁的李伯福经常
在河边散步。

“这条河的水，连鸟都不
愿意喝。”老人坐在河边，看着
滨河东路新建的楼盘，慢慢地
说道。在老人的字典中，祖厉
河是书上的名字，它的真正名
字应该叫做“苦水河”。苦水河
的水，因为含盐碱较多，水味
苦咸，令人无法下咽。

就是这样的水，红军却主
动挑来喝，领头喝这个水的就
是朱德。

李伯福说，当年朱德住在
红军总司令部，这是一栋典型
的会宁民居，房檐都朝自家
院，朱总司令是南方人，对这
个建筑特色很是感兴趣，便问
了当地人为什么这么建。

“我们会宁干旱少雨，每
到秋天，降雨量比较多的时
候，这种房檐能让尽可能多的
雨水流到自家水窖中，提供了
一年的饮用水。”

当地人的话，朱德听在心
里，记在心间，很快，他为部队
颁布了一条纪律：水窖里的水
一律不许用，留给老乡，军队
的生活用水到西津门外的祖
厉河去挑。

至今，朱总司令挑水用过
的水桶复制品还保留在红军
总司令部旧址的门口。

正是这种军民鱼水情，让
6万会宁人民倾尽所有去支援
在会宁的7万红军日常所需。
李伯福说，他父亲就曾经拆掉
自己家仅有的木房、门窗去支
援红军西渡黄河作战。要知
道，那时会宁人的日常生活也
十分需要木材，他们的住宿还

是以土窑为主的建筑。
“可以这么说，会宁是条

鱼，驮着红军过黄河。”李伯福
骄傲地说。

种牧草搞畜牧
会宁正在摆脱贫困

如今，习惯了面朝黄土背
朝天，干旱缺水少植被的会宁
人，正在开启属于自己的脱贫
致富“新长征”。盘活红色资
源、借助勤劳双手，继承了长
征精神的会宁人，正在积极改
变着家乡贫困的面貌。

记者来到会宁是9月底，
虽然季节已经入秋，但是这座
位于黄土高原边上的县城，晴
天时仍然十分灼热。尽管如
此，每天都有上万名游客前往
红军会师旧址参观。

在会宁，处处能够听见这
样一个口号：“发展是第一要
义，草畜是第一产业”。

草畜为何作为会宁农村
经济发展的第一产业？“还不
是因为我们这里干旱不下雨，
种粮食不行呗。”73岁的农民
商大爷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与夏粮生存举步维艰的情
况相比，以紫花苜蓿为代表的
牧草可在会宁“惬意”得多。会
宁县汉家岔镇花儿岔村村民张
述禹，2014年在镇政府的动员
下，将家里的30亩地全部种上
了紫花苜蓿。收成好的时候，平
均一亩地能收入593元，现在的
生活让他感到非常满意。

牧草的丰收，也促进了当
地畜牧业的发展。

翟家所乡的商大爷就是
一位养殖户。他告诉记者：“去
年，搞养殖，毛收入达到了11
万元，今年我扩大了规模。咱
们这边的草料足，饲料不愁，
牛羊的粪便还可以作为有机
肥养土地。我们那边搞养殖的
人基本都发家了。”

本报记者 朱文龙 时培磊

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
队的根，是党的优良传统的发
端地。但由于受到自然、历史
等因素的影响，贫困成为了会
宁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其实不仅仅是会宁，许多
老区都在面对贫困这一问题。
记者在多日的采访中感受
到，交通落后是制约老区发
展的瓶颈。以会宁为例，地
处白银边陲，据兰州有140公
里远。连接两地的只有一条
高速公路，会宁人民想坐火
车，还得跑到 60公里之外的
定西。除了与省城联系不便
之外，会宁县城去往各乡镇
的条件也不太便利，据在会

宁丁家沟支教的山东大学生
张蕾说，她每次去往县城，要
步行一个小时才能赶上公交，
当地人往返县城只能骑摩托
车，汽车根本上不去。以这样
的“交通基本靠走”的状态，直
接导致了原生态的“土疙瘩”
无法变成“金宝贝”，自然资源
丧失了“升值”的机会。

其次是教育，会宁还有个
称号，状元之县，这是值得骄
傲的，但是大部分状元在北大
清华等名校毕业后，都留在了
北上广，很少有人回到家乡进
行建设。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会宁是人才流失最为严重的
地方。本地的人留不住，外地
的人不愿进来，造成了一种

“贫困”的恶性循环。

葛记者手记

会会宁宁要要富富，，先先修修通通下下乡乡的的路路

会宁县城里的文庙。80年前，红军会师后，在这里举行过联欢会。

位于会宁县城里的红军总司令部旧址。

时培磊
朱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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