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教圣地五台山，五峰耸立、千嶂环
护。抗日战争时期，以阜平、五台为中心，
中国共产党创立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
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这个“敌后模
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如
一把尖刀插向了敌人的心脏。

1937 年 7 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八
路军第一一五师挺进华北抗日前线。“首
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在取得抗战开始
后的首个胜利之后，一一五师主力南下晋
西南，而由政委聂荣臻率领的第一一五师
一部及军政干部共 3000 余人则留驻五
台山地区，着手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7 年 11 月 7 日，以阜平、五台为中
心的晋察冀军区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
政治委员。

次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
表大会在河北阜平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共

产党员、国民党员、各抗日军队和抗日群众
团体的代表，工人、农民、开明绅士和资本
家的代表，蒙、回、藏等少数民族的代表以
及五台山寺庙的和尚、喇嘛等140余人，代
表着边区 30 余县的广大民众。会议经过
民主选举，成立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
会。这是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敌后统一战
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它颁布实施的各
项政策法令，稳定了社会秩序，根本改变了
国民党军队败退和政权垮台后出现的混乱
局面，使敌后抗战力量得到迅速发展。

1938 年 11 月，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
成立，分局代表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全面
领导边区的党、政、军和群众工作。这年
年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共辖 70 余县，拥
有居民 1200万，武装力量约 10万人。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立与发展，引
起了日军极大的恐慌。他们在华北采用军

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
连续 5 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晋察冀
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蚕食”。日
军还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惨案，实行
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
区”，晋察冀根据地进入艰苦困难的时期。

面对这样的局面，晋察冀分局和晋察
冀军区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坚持敌
后抗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方针政策，建立“三三制”政权，实行精兵
简政、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同时，抗日根
据地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加强地方部
队、主力部队和民兵相结合的方法，采取

“敌进我进”“向敌后之敌后伸展”“把敌人
挤出去”等军事斗争方针。

在高高的山冈上，在密密的丛林中，
在遍地的青纱帐、芦苇荡里，共产党领导
的抗日武装锤炼出了一整套令日寇闻风

丧胆的战法：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
1945 年 5 月，晋察冀根据地军民根

据中共中央“削弱日伪，发展我军，缩小敌
占区，扩大解放区”的方针，对日、伪军发
起大规模夏季攻势，先后发动察南战役、
雁北攻势、子牙河战役、大清河战役、热辽
战役，消灭日、伪军 2 万余人，扩大了解放
区，将敌人压缩到铁路沿线及主要城市。

同年 8 月，晋察冀军区在广大群众的
支援下，对日、伪军展开大反攻：一部攻夺
大同、丰镇等城，一部进攻太原，一部包围
北平，一部攻张家口、张北、多伦、沽源，一
部攻唐山、秦皇岛等，一部攻天津、塘沽，
一部攻石家庄、保定，攻占城市 70 余座，
解放了西迄同蒲铁路，东到渤海、锦州，南
临正太路、石德路，北至多伦、赤峰的广大
地区，使晋察冀根据地与晋绥、晋冀鲁豫、
山东根据地和东北解放区连成一片。

“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不
怕雨，不怕风；抄后路，出奇兵；今天攻下
来一个村，明天夺回来一座城。叫鬼子顾
西不顾东，叫鬼子军力不集中⋯⋯”从晋
察冀根据地开始，敌后根据地如同四散的
火星迅速形成燎原之势，为取得抗战胜利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文/新华社记者 王菲菲

（新华社电）

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华
大地烽烟四起。日本侵略军很快侵占北
平、天津等重要城市，并向华北腹地大举
进攻，国民党军队的抵抗屡战屡败，大片
国土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同年 8 月 13
日，日本侵略军又在上海燃起战火，淞沪
会战爆发。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
急！”

当年夏秋之交，八路军三大主力师东
渡黄河，经“山西王”阎锡山的许可，在侯
马乘坐火车，经太原依次抵达山西抗日前
线。

八路军 115 师日夜兼程挺进山西后，
于 9 月 25 日取得平型关战役的胜利，打
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全国
军民的抗战斗志。120 师取得雁门关伏
击战的胜利，129 师取得夜袭阳明堡机
场、炸毁敌机等一系列辉煌战果，适时地

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这些辉煌的胜利离不开中国共产党

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
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杨云龙介

绍，从红军自身发展、山西战略位置的
重要性以及当时阎锡山“守土抗战”的
主张考虑，红军东征后，毛泽东不断致
信阎锡山及其部下，要求“密切合作，
共挽危局”。

“随着日军染指绥远，步步紧逼山西，
阎锡山召开会议征求意见，结果 31票对 7
票形成决议，赞成联合红军抗日。”杨云龙
说，根据阎锡山的转变，中共中央决定派
代表驻太原，同阎锡山进行直接、经常的
联络。

1936 年 11 月 12 日，彭雪枫被派到太
原，向阎锡山表达了红军愿与晋军联合抗
日的真诚愿望，并在首义门“基督教青年
会”六号院，建立了秘密联络站；1937 年 3

月，为方便使用电台，彭雪枫用化名和假
身份在太原新满城街租了一套四合院，对
外称“彭公馆”；随着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
革命军第八路军，为满足人员增加后的办
公住宿需要，八路军办事处迁址到坝陵南
街成成中学原址，8月 30日挂牌办公。

彭雪枫等人在太原作报告、搞演讲，
大力宣传抗日游击战争思想，还接待了来
到办事处的各界慰问团及《大公报》《战时
画报》等中外记者。从四面八方来到太原
的热血青年经他和办事处的介绍走上了
抗日前线。

1937 年的太原，成为华北抗战基础
最好的地区，成为华北救亡运动的中心。

杨云龙说，七七事变后，我党多次指
派彭雪枫、周小舟等与阎锡山商谈红军开
赴山西抗日前线协同作战问题。同年 9
月，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等人抵达太原。
在彭雪枫陪同下，周恩来等人与阎锡山交

涉谈判，在八路军活动区域、作战原则、指
挥关系等问题上达成广泛的一致。

“当时蒋介石让八路军到河北去，但
毛主席坚持到山西，阎锡山不仅同意了，
还让八路军坐火车、给八路军配枪。”杨云
龙说，山西是八路军总部和三大主力师所
在地，是党领导华北抗战的指挥中枢。如
果没有统战工作，八路军开赴山西不会如
此顺利。

如今，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旧址只剩下
三间由太原市政府挂牌保护的历史民居。

山西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较早
实践的地方。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
努力和推动下，1937 年 9 月，广泛团结全
中国爱国力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
形成，成为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一
面旗帜。

文/新华社记者 王学涛

（新华社电）

时至今日，年过古稀的护林员张二宝
依然清晰地记得焦裕禄下葬的那个上午：
十里八村赶来的成千上万乡亲们，黑压压
聚在兰考县城北郊的一处沙丘下，大家胸
戴白花，眼含热泪，在寒风中久久站立⋯⋯

兰考人心目中的“老焦”——这位共
和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县委书记，如同一面
旗帜，穿越时空，一直屹立在中国大地上。

50 多年过去，兰考变化翻天覆地。但
那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焦裕禄书记留
在那里的身影，永远镌刻在人们的心里。

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辛酸镜头：1962
年冬，大雪纷飞。饱受风沙、盐碱、内涝困
扰的兰考县，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年最低水
平，小小的县城火车站里，挤满了外出逃
荒的灾民⋯⋯

“有位省领导来视察，看到兰考灾情
严重，提出不如一分为四，把兰考划给周
边四个县。焦书记当时就说，情愿累脱三
层皮，也不能把困难推给兄弟县。”提起焦
书记立“军令状”的往事，时任县政府办公

室主任的樊哲民仍唏嘘不已。
1963 年种麦时节，当时 28 岁的葡萄

架村会计孙世忠陪焦裕禄视察灾情。在他
们村，焦裕禄一住就是3个月。他给村里调
来10辆架子车搞运输，鼓励村民栽桐树防
风治沙，和大家一起翻土改造盐碱地，还
联系医院自掏腰包，救了刚满周岁的病危
孩童张徐州一命⋯⋯

“焦书记喜欢到基层，喜欢和群众在
一起，村里栽树他陪着一起劳动，饲养员
喂牲口他忙着掂草⋯⋯”经常陪焦裕禄下
乡的县委干事刘俊生回忆。

1963年冬，焦裕禄冒着严寒叩开许楼
村一个低矮的柴门，这里住的是一对无儿
无女的老人。握住双目失明的老大娘的
手，焦裕禄问寒问饥。一旁的老大爷问：

“你是谁？”焦裕禄回答：“我是您的儿子。”
老人不停地抚摸着焦书记，热泪纵横。

人们的记忆中，在兰考期间，焦裕禄
除了开会，大部分时间都在乡下。焦裕禄
纪念馆，存放着他50多年前骑过的破自行

车，还有他穿过的胶鞋，靠着这车和鞋，焦
裕禄走遍了全县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
多个。

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回忆，焦裕禄
平时要求家人不搞特殊化。“我有一次到
县委提了壶开水，父亲知道后批评我说，
水是烧给县委上班同志喝的，我们不能
喝。”焦守凤中学毕业后，按当时的条件，
本可以找个像样点儿的工作，但在焦裕禄
的坚持下，最后她到县食品加工厂的酱菜
组“接受锻炼”。

长期的劳累和一再拖延，焦裕禄的肝
病越来越严重。一次，孙世忠眼见焦裕禄
用个茶缸子顶着腰，问是咋回事，焦裕禄
强忍痛苦摆摆手；1964年春，治河施工时，
进入生命倒计时的焦裕禄，仍带着县里干
部参加劳动，在工地背沙子时几次摔倒。

1964年 3月底，焦裕禄被送往开封医
院，一个多月后病逝，年仅 42 岁。“活着我
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兰考人民把
沙丘治好”——遵照焦裕禄遗愿，人们将

他安葬于兰考。
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时间不长，仅仅

475天，但兰考人民记住了他一辈子、几代
人！记者近日来到兰考再度寻访焦书记的
足迹，当地干部表示，半个世纪过去，焦裕
禄的事迹和精神仍能引起全社会强烈共
鸣，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焦裕禄式的好
干部的热切期待和强烈呼唤。

“50年了，老书记对群众的那股亲劲、
抓工作的那股韧劲、干事业的那股拼劲，
还在我们身上吗？”2014年春，时任兰考县
委书记王新军在一次民主生活会上如是
发问。那年起，县委、县政府向兰考人民庄
严承诺：三年脱贫、七年小康！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
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

焦裕禄，用赤诚和生命诠释了共产党
人的最高宗旨：为人民服务。他的精神，永
远激励、教育着共产党人。

文/新华社记者 张兴军 冯大鹏

（据新华社电）

作为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原研究
室代理主任，蒋筑英曾为新中国填补了光
学设计评价领域的科学实践空白。今天，
新时代的“蒋筑英们”拓展其研究成果给
航天器“擦亮眼”，继承他刻苦钻研、任劳
任怨的精神品格，为祖国的科研事业默默
奉献着。

蒋筑英 1962 年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
业，随后考取了我国著名光学专家王大珩
先生的研究生。1965 年，27岁的蒋筑英毕
业后在长春光机所致力于光学研究工作。
当时，我国光学镜头的像质评价领域还几
乎是一片空白，“评价镜头质量只能通过
观察成像质量等主观方法，拍摄角度或景
物都可能影响成像，这种方法很不客观”。
长春光机所国家光学机械监督检验中心
副主任韩冰说。

1965年，蒋筑英带领研究小组建立了
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1975
年，我国进口了一批玛米亚相机和大型轮
廓投影仪镜头，蒋筑英团队通过测量装置
找到洋货镜头质量上的严重问题——像
散、中心彗差、雾状霉点等，并一一拍成照
片，交给商检局去交涉。外商在看到详细
的检查报告后，连称“中国人有内行”。蒋
筑英不仅为国家避免了十几万元的经济
损失，而且还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荣誉。

对待工作是严谨的内行，对待同事如
“春天般的温暖”。原长春光机所四室高级
工程师冯秀恒回忆说，蒋筑英掌握英、德、
法、俄、日 5 门外语，翻译了大量外文资
料，遇到对别人有用的资料，他常常译好
誊写清楚后送给相关课题的同志；他曾帮
助同事一遍一遍修改论文，可发表时却不

让提他的名字；他和别人共同研究取得的
科研成果受到光学界的重视，被邀请出席
学术报告时，他让与他合作的同志去，把
荣誉让给别人。

1982 年 6 月 12 日，蒋筑英赴成都验
收 X 射线天文望远镜空间模拟装置时，由
于工作劳累，致使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
于 6 月 15 日在成都逝世，终年 43 岁。聂荣
臻元帅为其题词“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当噩耗传至长春光机所时，大家都感
到震惊和悲恸。“即使是他生命的最后四天
里，他还装好了实验室窗帘的挂钩，抹好
了办公室门前破损的路面，帮助同事家修
理下水道，又忍着腹痛代替一位家有急事
的同事出差。”冯秀恒说，蒋筑英去世十年
后，他的事迹被拍成电影，影响了更多人。

生于 1981 年的韩冰说，凡是出生在

长春市的“80 后”，几乎没有人不熟悉蒋
筑英的事迹。“我就是小学看了好几遍他
的电影之后，才下决心在大学报考光学专
业的。”韩冰说：“他在科学研究中勇于探
索、刻苦钻研、任劳任怨的进取精神和淡
泊、坦荡的高尚人格，给人们留下了宝贵
的精神财富。”

伴随电子学技术和新材料的不断发
展，光学及光电成像设备也在飞速发展。
蒋筑英生前所在的机构大部分职能现已
并入韩冰所在的质检中心，他的光学传递
函数学科成果已经广泛运用在航空航天、
地面测控等各类光电成像设备的评价中：
从神舟五号、神舟六号、天宫一号、吉林一
号到即将发射的碳卫星，每个光机所研制
的航天光电成像设备都经过了严格测试。

贴近生产、服务民生，在风风火火的
科研事业中，韩冰说他和他的同事们如今
都真切地感受到了蒋筑英的执着和幸福。
随着不久前“科技三会”顺利召开，他们认
为科技界的又一个春天已经到来，新时代
的“蒋筑英们”将沿着前辈的足迹再出发，
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努力奋斗。

文/新华社记者 姚友明 孟含琪

（据新华社电）

在民族危亡关头凝心聚力
——我党在山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故事

“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
——记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

焦裕禄：

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

“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蒋筑英

在泉城济南，有一个
享誉全国的家政服务品牌
——“阳光大姐”。十几年
来，“阳光大姐”累计培训
家政服务人员 24.3 万人，
安置就业 158 万人次，服
务 146 万个家庭，为服务
妇女、服务家庭、服务社会
发挥了积极作用。

卓长立是“阳光大姐”
董事长、总经理。作为一
名共产党员，她以开拓进
取的创新精神、脚踏实地
的工作作风，带领“阳光大
姐”一路前行，把温暖送进
千家万户。她先后获得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三
八红旗手标兵、全国巾帼
建功标兵等荣誉。

无怨无悔的选择

2004 年的一天，刘桂
香在“阳光大姐”公司门前
徘徊。47 岁的她下岗已 3
年，找工作四处碰壁。“到
这 里 ，人 家 能 给 我 阳 光
吗？”她怯怯地想着，对前
程一片茫然。

正在踌躇中，一双温
暖的手拉着刘桂香走进楼
内。来者便是卓长立，她
动情地对刘桂香说：“我
曾经也是一名下岗女工，
这里就是你的家。”刘桂
香仿佛像一个多年漂泊在
外的孩子，终于找到了家，禁不住流下热泪。

2003 年，不惑之年的卓长立放弃收入丰厚的工
作，接手刚刚起步的“阳光大姐”。回想当年，卓长
立说：“接手阳光大姐，我有顾虑，有压力。刚刚起
步的家政是微利行业，想发展壮大十分困难。但是，
想到姐妹们的期待和信任，我就感到了一种责任，要
对得起这份信任。”

2005 年，新农村建设步伐加快，济南市周边产
生了大批待就业农民，她们文化水平不高、年龄不
小，就业成了难题。卓长立抓住机会，动员农村妇女
参加家政培训，实现就业。看到学员们交通不便，卓
长立就每天开车接送，刮风下雨从未间断。四五十里
的路上，卓长立与农村姐妹聊家常、讲理念，一路上
欢声笑语。卓长立的真情与付出感动了大家，从事家
政的人员从起初的几个人、几十个人，到后来的几百
人、几千人，涓涓小溪汇成大河，仅济南的十六里河
镇就走出 7000 多名家政服务员。村里的富余劳动力
找到工作，收入增加了，邻里和睦了，妇女们精神面
貌焕然一新。

看到一个个下岗女工从初到“阳光大姐”时的彷徨
无助到成为金牌月嫂、首席技师的自信与自豪；看到一
名名女大学生从找不到可心工作的苦闷与失落，到爱
上家政服务这份事业时的坚定与执着，卓长立心中就
有个响亮的声音：我来“阳光大姐”，值！

现在，刘桂香已成为首席金牌月嫂，收入增加近
10 倍，还被评为全国家庭服务业优秀服务员。刘桂
香自信地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干家政也
能当状元！”

让标准成为习惯

干家政还有标准？听起来有点夸张，家政服务员
们纷纷摇头；初出茅庐的家政企业能做标准？听起来
不太可信，有关部门投来质疑的目光。然而，卓长立始
终不放弃，顶着质疑和压力坚持做标准。

卓 长 立 全 身 心 投 入 。 她 在 全 国 率 先 引 入
ISO9001：2000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建立起以服务质
量、服务管理、工作标准为支撑的标准化管理体系。这
些标准不仅成为家政服务员上岗前的培训书、服务过
程中的操作指南，也成为消费纠纷发生后的评判书。
有了标准的支撑，家政服务不再是简单的“做饭、打扫
卫生、看孩子”，而是形成了以标准为载体的系列家政
服务产品。通过制定标准、标准培训和标准实施，“阳
光大姐”的管理水平显著提升，用户满意率由最初的
70%，上升到 98%以上。

在卓长立的不懈坚持下，“阳光大姐”的标准越做
越多、越专业，甚至连土豆丝切多长、多宽都有了标准。

目前，卓长立带领“阳光大姐”制定了 9 项山东省
地方标准，5项国家标准。2015年，由卓长立牵头起草
制定的《家政服务等级划分与评定》正式实施。

去年，“阳光大姐”举办了全国家政经理人标准化
培训班，全国各地 200多位同行前来学习。“阳光大姐”
发展模式在全国推广，行业引领作用凸显。

为更好发挥行业引领作用，促进家政行业转型升
级，卓长立不断创新。她规划建设家政服务集聚示范
区，发挥教育培训、创新研究、信息化、产业示范与推广
集聚的作用，打造服务家政企业的大平台。

卓长立就这样一直忙着，把阳光带给行业，把阳光
带给企业，把阳光带给员工，这是因为她心中充满了阳
光。现在的“阳光大姐”，已有 6000 多人具备高级职
业资格，300 多人成长为专业指导师，30 多人被评为
首席技师、突出贡献技师。

把温暖送进千家万户
—
—记济南

﹃
阳光大姐

﹄
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卓长立

本报记者

管

斌

卓长立（前排右二）与家政服务员们交流。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