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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精神

、吕梁精神凝聚奋进力量

本报记者

李红光

“守住阵地，红旗必须飘扬在高地上！”

“我是吹响冲锋号的小石头，也是命硬的小石

头！”伴随着冲锋号的响起，一位位八路军战

士跃出战壕，压向敌阵⋯⋯今年 6 月底，大型

红色实景演艺 《太行山上》 在山西长治市武乡

县正式上演。演出以巍巍太行山为背景，以

《八路军总部作战地图》 为蓝本进行设计。

“变传统的游览式为体验式，把资源转化

为优势，让更多红色元素可触摸、能感知，让

革命历史‘活’过来。”《太行山上》 总导演丛

明玲说，她希望走进这座剧场的每一位观众不

只是观演者，更是亲历者。

武乡，武乡！在这片红色的土地，山山埋

忠骨、岭岭皆丰碑。如今，烽火虽已远去，历

史不该被遗忘。站在这片红色热土上，如何把

太行精神发扬好、红色基因传承好？依托文旅

融合，激活红色基因，打好革命老区一张牌，

打造全域旅游新高地。武乡人民用行动与智慧

赓续着新时代的太行精神。

通过与山西文旅集团合作，武乡加快推进

八路军文化园扩园、太行少年军校建设，创建

了“太行山八路军文化旅游区”国家 5A 级景

区。同时，开通红色旅游专线，将八路军太行

纪念馆、八路军文化园、八路军总部王家峪旧

址、百团大战总指挥部砖壁旧址与旅游重点村

串珠成链，建设了城乡互动现场教学点接待基

地。这些红色研学精品课堂、精品线路等，吸

引更多人了解红色武乡，感受太行精神。

以“弘扬太行精神，建设创新武乡”为主

线，武乡文旅融合发展成效斐然。如今的武乡

已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太行山深处的

小县城，一跃成为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和红色文

化产业示范基地。太行精神光耀千秋，创新武

乡活力迸发，老区人民正奔向更加幸福美好的

生活。

巍巍太行，莽莽吕梁。这里代代相传的红色血

脉，传颂着数不胜数的动人故事；这里孕育了光耀

千秋的太行精神、吕梁精神。回望烽火连天的岁

月，在历史中追寻红色基因，从宝贵的精神财富中

汲取接续奋斗的强大力量。

烽火岁月铸精神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发动

全面侵华战争。在民族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

共产党高举全面抗战的旗帜，积极动员全国人民万

众一心投身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以国家

和民族利益为重，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东渡黄

河，挺进山西抗日前线。

1937 年 9 月，朱德总司令率八路军总部机关抵

达山西五台县南茹村，并在这指挥了平型关战役、

雁门关伏击战、夜袭阳明堡等战斗。随后，在党中

央的领导下，八路军逐渐向敌后实施战略进攻，总

部机关和第 129 师向晋东南挺进，开辟以太行山为

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从此，太行山成为八路

军总部转战、驻扎之地，成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

腹心地区。八路军总部先后多次进驻武乡县砖壁和

王家峪村，并指挥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八路军第 120 师挺

进晋西北，创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随后发展成

为晋绥抗日根据地。中共吕梁党组织通过组建牺盟

会、战动总会，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巩固了敌

后抗日根据地。1938 年，党的组织和活动已遍及

吕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深受吕梁人

民的爱戴和拥护。1940 年，吕梁军民在党的领导

下参加了百团大战，抗日军民同心合力，展现了不

畏艰难、勇于牺牲的英雄气概。

抗战期间，由于受到日军、伪军、顽军的经济

封锁，根据地的物资极度短缺，处境十分艰难。在

这艰苦卓绝的岁月中，太行军民、吕梁军民英勇顽

强、百折不挠、艰苦奋斗、乐于奉献，用勤劳的双

手发展生产，筑起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钢铁长城。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在抗战时

期，中国共产党领导英勇的八路军和太行儿女、吕

梁儿女在同敌人浴血奋战的过程中，用鲜血和生命

铸就了太行精神、吕梁精神。

抗战时期，仅有 14 万人口的武乡县，参加抗

日组织的就达 9 万余人，1.46 万人参加了八路军，

有 2.2 万名干部群众为国捐躯。山西省党史人物研

究会副会长郝雪廷表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

民军队，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得到了

人民群众最坚定的支持。

红色精神永流传

“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气焰千万

丈 ⋯⋯”在位于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的八路军太

行纪念馆，听着雄壮激昂的抗战名曲 《在太行山

上》，看着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件件抗战实物，仿

佛回到了抗战年代。

展馆里，一张珍贵的全家福诉说着一段深情故

事。这张拍摄于 1940 年的照片是八路军副总参谋

长左权与夫人及幼女的合影，照片中他们笑得很开

心。但没想到，这成了唯一的一张全家合影。1942

年 5 月，为掩护机关突围，左权将军率部出征，在

突破敌人最后一道防线时不幸牺牲。朱德总司令听

闻左权牺牲，非常悲痛，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名

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

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对于左权将军的故事，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第一

代讲解员崔韶光不知道已经讲了多少遍。她说：

“每一位八路军将士都令人景仰，每一个故事都令

人感动。讲述八路军的故事，传承太行精神，值得

一生去追求。”

十几年前，因为身体原因，崔韶光离开了讲

解员岗位，但她并没有停下宣讲太行精神和八路

军抗战故事的脚步。如今，56 岁的她依然活跃在

宣 讲 一 线 。 今 年 以 来 ， 崔 韶 光 已 经 讲 课 223 场 。

她说：“当我生病最困难的时候，很多观众打电话

鼓励我，还给我捐款，是他们给了我信心。只要

我还能讲，就会一直讲下去，太行精神需要代代

相传。”

位于山西省吕梁市兴县蔡家崖村的晋绥边区

革命纪念馆，今年也有不少新变化。不仅撤换新

馆版面 50 多块，重新布展旧馆陈列，还新布展了

八 路 军 第 120 师 厨 房 和 红 色 一 条 街 吕 梁 英 雄 谱 。

馆长梁明德告诉记者，为了给观众提供更加生动

的讲解，整理出 20 个吕梁英雄人物故事和 10 个战

斗 故 事 。 今 年 以 来 ， 已 经 接 待 超 过 15 万 人 次

参观。

2018 年 6 月 21 日，太原至蔡家崖的客运专列

开通；2020 年 12 月，随着郑太高铁开通，长治正

式步入高铁时代；2021 年 4 月，太原至武乡的首趟

红色高铁旅游列车开行；6 月，太原至吕梁的动车

开行。随着革命老区的交通运输瓶颈被打通，各地

游客到老区感悟太行精神、吕梁精神更加便捷。聆

听红色故事、感悟红色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的红色

旅游将成为更多人的选择。

凝神聚力促发展

2017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工作时

指出，革命战争年代，吕梁儿女用鲜血和生命铸就

了伟大的吕梁精神。我们要把这种精神用在当今时

代，继续为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而奋斗。

吕梁曾是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

山西省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吕梁儿女以“打不赢脱

贫攻坚战，就对不起这块红色土地”的信心和决

心，交出了脱贫攻坚的优秀答卷，10 个贫困县全

部 摘 帽 ， 现 行 标 准 下 59 万 农 村 贫 困 人 口 全 部 脱

贫，生态扶贫、吕梁山护工、光伏扶贫“三大品

牌”叫响全国。吕梁市委书记孙大军表示，吕梁精

神是吕梁人民心中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是新时代

建设美丽幸福吕梁的强大动力。

作为太行精神主要孕育地的长治，不断深入挖

掘、继承和弘扬太行精神，各项事业取得新进步新

成就。2016 年至 2021 年，长治经济总量保持山西

省第二，完成“一城四区”行政区划调整，“双

创”基地建设受到国务院通报表扬，成为全国首

批、山西省唯一的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产业转

型升级示范区⋯⋯

从整个山西看，3500 万三晋儿女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红色血脉，勇于拼搏奋斗，不断取得新成

绩：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58 个贫困县全部摘

帽，329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转型综改试验区建

设深入推进，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稳步实施，县

域医疗卫生一体化等改革走在全国前列；营商环境

持续改善，世界 500 强企业有 137 家在晋投资兴

业，山西正成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森林覆

盖率达到 23.57%，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单位 GDP

能耗较 2015 年下降 15.3%⋯⋯

“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

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战争年代凝结而

成的太行精神、吕梁精神，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

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历久弥新，这些精神也将

为山西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凝聚磅礴力量。

红色武乡新变化
本报记者 梁 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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