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

影像

第一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时代

人物

宋学义：烈士精神放光芒

本报记者 张 冬

在沁阳市烈士陵园墓区正

中央 ， 有一位英雄长眠于此 ，

他就是狼牙山五壮士之一宋学

义， 从

70

年前抗击日寇宁死不

降， 在狼牙山上吓破敌胆 、 舍

身忘死的一跳 ， 到和平年代在

平淡中坚守一个共产党员的本

色， 宋学义留给这个时代的不

仅是一段光辉的业绩 、 一个清

白的家风 ， 还有一种永恒的感

动。

宋学义是河南省沁阳市北孔

村人， 他出身佃农，

1939

年在

讨饭途中参加抗日游击队 ， 后

编入晋察冀一分区一团七连当

战士，

194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就在他加入共产党这年的秋天，

日寇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了大

扫荡。 为了确保主力部队和人

民群众安全转移 ， 宋学义所在

班奉命担负牵制敌人这一重任。

作为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七

连战士的马宝玉 、 葛振林 、 宋

学义、 胡德林 、 胡福才 ， 为了

掩护群众和主力部队撤退 ， 把

敌人引上了狼牙山绝路小莲花

峰。 本来他们的掩护任务早完

成了， 可以沿着隐蔽的盘陀路

摆脱敌人 ， 但考虑到群众扶老

携幼， 没有走远 ， 还会遭到敌

人的追击 ， 他们明知攀上小莲

花峰是一条绝路 ， 还是坚定不

移地把敌人引上了绝路 。 在山

上， 他们连续打退了敌人的数

次进攻后 ， 在弹药和石头都用

完的情况下 ， 视死如归的五壮

士高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

的口号跳下了山崖 。 所幸的

是 ， 宋学义被悬崖树丛挂住 ，

但折断了腰骨 ， 经后方医院抢

救得以复生 。 战斗结束后 ， 分

区司令员杨成武代表聂荣臻将

军授予宋学义 “英勇顽强 ” 抗

日壮士勋章 ， 后又于狼牙山顶

修建五壮士纪念塔。

1944

年， 宋学义转业到河

北省易县管头村任农会主席 。

1947

年返回老家沁阳。 再回乡

的十余年时间里 ， 宋学义并没

有向别人提起他在狼牙山的英

雄壮举 ， 直到部队寻找他 ， 他

的 “壮士 ” 身份才最终被家乡

人得知。 据宋学义的二儿子宋

福保回忆说 ， 在与父亲共同生

活的

20

年中， 父亲从来没有对

儿女们讲过自己的身世 ， 还把

杨成武代表聂荣臻元帅向他授

予的勋章压在箱底 ， 从不向人

提起。 即使后来成了英雄 、 名

人， 也不向组织伸手 。 宋福保

说 ： “我们姊妹

8

人 ， 其中

6

人被父亲送到军营服过役 。 他

常给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 ， 得

够自己就行了。”

宋学义生前对子女们要求

非常严格 ， 从小教育他们生活

上低标准 ， 政治上高标准 。 他

曾领着孩子们在沁河滩开荒种

地。

20

世纪

60

年代， 家里有一

支中央赠送的半自动步枪 。 有

一次， 生性顽皮的宋大保瞒着

父母拿出去打鸟玩 。 在村边的

菜地里 ， 大保看到一只狼跑了

进去， 就躲在旁边等待 ， 谁知

他一枪打中的却是邻居养的一

条狗。 宋学义将受伤的狗包扎

好， 再三向邻居赔礼道歉 ， 宋

大保因此被父亲关在大队部的

屋里三天三夜。

在家乡 ， 宋学义历任民兵

连指导员 、 党支部书记 ， 中共

王曲公社委员会委员 、 县委委

员。 作为村里的一把手 ， 宋学

义处处严格要求自己 ， 他不顾

自己身体上的疾病 ， 与群众一

起抗洪排涝 、 修整田地 、 打机

井…… “我记得非常清楚， 父

亲因腰部受伤 ， 不能弯腰 ， 他

用钢板做了一个腰卡固定在腰

间， 在担任村干部的十几年间，

从不说自己因伤而搞特殊化 ，

都是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

在父亲的带领下 ， 全村群众艰

苦创业， 在上世纪

60

年代初期

最先在沁阳实行机械化 ， 并且

成立了沁阳县工贸学校。” 宋福

保说 ， “父亲一生艰苦朴素 ，

即使后来 成 了 名 人 也 丝 毫 不

改。” 宋学义身残志坚， 勇于奉

献， 终于因积劳成疾， 于

1971

年在郑州病逝， 享年

53

岁。 宋

学义的故事已经过去了

70

年 ，

他去世也已经

40

年， 但他对党

的忠诚 、 对人民的挚爱却永远

不变。 随着时间的流逝 ， 笼罩

在他身上的光环也许会暗淡 ，

但不变的是烈士的精神！

工作人员展示宋学义生前使用的物品。 张 冬 摄

宋学义故居正门。 张 冬 摄

宋学义生前使用的部分物品。

张 冬 摄

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

剿”失利。

1934

年

10

月，红一方面军主力从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

始长征。英雄的红军穿过了大半个中国，纵横

11

个省，行程两万五千

里，突破了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南方其他各革命根据地红

军也相继开始长征。红军在长征途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他们所表现

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

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共

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巨大动力。 图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

线图。 （新华社发）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红色根据地不断发展的情况下，

1931

年

11

月

7

日至

20

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举行，

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毛泽东被选为临时中央

政府主席。 （新华社发）

田野飘荡着麦香 ， 耳畔回旋着红

歌。 在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90

岁生

日前夕，记者慕名到博爱县苏家作乡苏

家作村采访 。 车沿郑常路向西刚到村

口， 就见到道路两侧商业店铺林立，进

入村内的小金路，两侧的商业门店绵延

几百米，犹如市区内的商业街。 这是农

村吗？ 见记者疑惑，苏家作乡党委副书

记陈城军说：“这是苏家作村的商业区。

苏家作村在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主任毋

启富的带领下， 两委班子精诚团结，用

心干事，走出了一条生态良好 、经济发

展、社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

团队之力： 讲正气，聚民心

“老百姓信咱 ，一票一票把咱选上

来，咱在任期内，一定要给群众干点啥，

给群众留点啥。 ”毋启富对班子成员说。

苏家作村位于博爱县东南部，距焦

作市区

15

公里，郑常路与焦张路交会于

村北，南水北调工程于村南自西向东横

穿而过。 全村

39

个村民小组 ，

7000

口

人，设

1

个党总支

3

个分支，

130

多名党

员。 村内建学校、 幼儿园、 敬老院各

1

所， 建成楼房

6000

余间， 规范建房户

90%

以上。 修建东西大街

6

条、南北大街

14

条，已硬化村街和生产道路

26000

余

米， 硬化居民胡同

100

条。 自来水供应

率、电力输送率均达

100%

。

2011

年被确

定为省级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走进苏家作村会议室，映入眼帘的

是四周墙壁上的省、市、县、乡各级颁发

的奖牌、奖杯，有

2000

年、

2004

年、

2007

年全省“五好”村党组织奖牌，有连续多

年的市级先进党组织奖牌，还有省级文

明村、市级小康村奖牌 ，以及省民间艺

术之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苏家

作龙凤灯舞）等奖牌。 毋启富被评为省

级劳动模范、 省基层建设先进工作者。

这些奖牌和荣誉，见证着该村两委班子

成员的团结实干，印证着村干部和群众

的艰辛付出，更凝结着他们的勤劳和智

慧。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毋启富

作为团队的领头人 ， 充分认识到这一

点。 他始终坚持把党组织自身建设摆在

首位，坚持定期召开党总支会议和民主

生活会，坚持“日碰头”、“月总结 ”、“季

评议”，认真查找存在的问题，开展批评

与自我批评， 积极改进工作中的不足；

坚持“三会一课”和“四议两公开”制度，

坚持村务公开，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凡

涉及村里规划、投资、计划生育、宅基地

批划及其他涉及群众利益的事项，都要

经村两委集体研究 ，党支部大会 、村民

代表大会讨论决定 ，并张榜公示 ，接受

群众监督。 村里的工作，班子成员和党

员带头干， 处处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赢

得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毋启富说，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

引下，在乡党委政府的领导下 ，苏家作

村逐步从以农业为主转变为农业 、工

业、商贸业并举，向“生产发展 、生活宽

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的

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奋进。 现在，全村

粮食高产稳产， 蔬菜种植联片成方，畜

禽饲养业发达，商贸市场繁荣 ，工业小

区规模和档次稳步提升。 同时，各项社

会事业蓬勃发展，日新月异。

毋启富说：“俺村群众确实好。 只要

是村里的发展项目符合国家政策，代表

群众利益，大家都积极拥护。

2000

年投

资建方便面厂时，村里发动群众义务拉

土，两万多方的土方任务 ，在不到一周

的时间内全部完成 。 群众的觉悟很高

啊！ ”

的确 ， 这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团

队。 团队的力量使该村集体经济滚雪球

式的发展。

发展之力： 转思路，谋长远

“现在的工作不能靠下命令 ，要依

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 这样才能干成

事、干成大事。 考虑问题要与时俱进，适

应新的形势和政策。 抱着老思想、老方

式、老套套，肯定不会发展。 ”毋启富说。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 。 播种一种观

念，收获一种行为。 为了帮助村组干部

和群众转变观念，毋启富每年都带领村

两委班子成员和党员 、群众 、村民代表

到华西村、七里营村 、南街村以及其他

先进地区考察，走出去开阔视野 ，探索

发展之路。 学习归来，毋启富组织召开

党员大会和群众大会宣讲学习经验和

体会，教育群众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调

整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发展 ，脱贫致富

奔小康。 最终，村两委班子成员达成共

识：强村必须走兴工活商之路。 村干部

搭台，群众唱戏。 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

该村陆续规划了四个发展区域，即农业

区、饲养区、商业区、工业区。 一是高效

农业区。共敷设地埋管道

45000

米，修建

引水渠

5000

米，规划日光温室基地

250

亩，建各类蔬菜温室、弓棚

2000

多座，增

加了农业收益，提高了群众收入。 二是

饲养区。 由

3

个支部负责筹建，养牛、养

鸡、养猪等同时发展，目前养鸡存栏

10

万只，养牛、养猪也有较大发展。 三是商

业区。 依据人多地少的村情，村两委会

在调查研究后，决定建立商业市场。

1989

年，苏家作村市场成立。 目前村里已盖

商品房

800

多间，吸引经商人员近

1000

人 ， 每年的商品营销额都在

1

亿元以

上。四是工业区。

1998

年，时任国务院副

总理温家宝来河南考察，专程来到苏家

作村。 在谈到如何增加农民收入时，温

总理说劳动力要就地转化，农产品要就

地转化。 温总理的话是嘱托，是鞭策，更

是鼓舞。 随后，毋启富和班子成员一起

研究制定发展策略。

2000

年，该村投资

600

万元建立了方便面厂， 两年后因市

场变化而经营艰难。 咋办？ 必须马上转

变思路，调整经营策略。

2003

年，村里把

方便面厂承包出去，每年收取承包费

11

万元。

2004

年，博爱县强力实施招商引

资战略，而此时，村里的造纸企业因不

符合环保政策要求，必须关停。 毋启富

苦思冥想后，决心抓住县里招商引资的

机遇，在乡党委、政府的指导和帮助下，

立即向县委、县政府提交建立村工业园

区的报告，获得了县委、县政府的支持。

借此东风，他带领村干部冒风雪 ，顶烈

日，战严寒，耐酷暑，扒掉造纸厂房 ，规

划出占地

200

亩可容纳

20

家企业的工

业园区。

2005

年、

2006

年村里投资

400

万元建成

7

个工业小区。 新建的工业园

区目前已初具规模，

12

家企业已落户投

产，年总产值达

2

亿元 ，成为村集体经

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入驻企业每年向

村里交纳租赁费五六十万元，给地方财

政带来稳定税收，同时安置劳动力

2000

多人。

惠民之力： 为百姓，惠民生

“发展为了群众，发展依靠群众，发

展成果让群众共享。 群众跟着咱干，咱

就要让群众得实惠。 村集体就要拿出钱

服务群众，用到村里的发展和服务设施

建设上。 ”毋启富说。

20

多年的发展，苏家作村的集体经

济不断壮大，群众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搞好村内规划。 村里聘请专家对村

庄进行规划，大力治理“空心村，严格按

规划审批宅基地； 村里累计投资

360

多

万元硬化了村街道路和生产道路

26000

余米，村内各个街道安装了路灯 ，今年

年初又完成了村南环村路的垫土任务。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村里先后投资

310

万元建成了占地

70

亩、配备有现代

化教学设施的教学楼

4

栋，可容纳学生

1600

人； 投资

60

万元建成博爱县第一

所高标准幼儿园，容纳学生近

300

人。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村里投资

90

万元建成高档次的村级敬老院，可容纳

老人

66

人。 每年村集体拿出

20

万元向

群众发放福利，给

66

岁老人发放福利金

100

元，给

80

岁以上老人每年发放福利

金

200

元，给

90

岁以上老人每年发放福

利金

300

元。村里连年开展“百佳村民”、

“十好”家庭、尊老敬老模范等评选表彰

活动，因势利导，在潜移默化中让传统

美德和新道德风尚深入人心。

改善群众饮水条件。 村里争取国家

饮水改造项目，新打

160

米深水井

1

眼，

改造村内饮水管道， 户户安装水表，保

证群众吃上安全放心水。

整治村容村貌。 村里投资近

20

万

元，修建垃圾中转池

14

个，聘请保洁员

20

余人，保证垃圾日产日清。 同时，搞好

卫生宣传教育， 让卫生知识入脑入心，

促使群众逐步形成卫生意识和良好的

卫生习惯。

修建配备健身娱乐设施。 村里投资

12

万元建成村灯光球场和露天剧场；投

资

8

万元在村主要街道活动场所安装

了

76

套健身器材。 同时，村里在各街道

建立了

10

个医疗所，方便群众就医。

大力保护民间文化艺术。 村里组建

了

9

支龙凤灯舞舞龙队 ， 经常开展活

动，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2007

年，该

村龙凤灯舞被命名为河南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

2008

年被命名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 毋启富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

谈起未来发展的设想， 毋启富说，

他还有许多美好愿望未能实现，在可预

见的未来，苏家作村党总支将团结带领

全村党员干部群众，认真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 ， 进一步深化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农工贸齐加速，壮大村集体经济，促

进村民增收。 同时，加快新型农村社区

建设，改善村容村貌 ，让全体村民过上

农村的都市生活。

凝心聚力科学发展 创先争优兴村富民

———记奋进中的博爱县苏家作乡苏家作村党总支

本报记者 金桂香

创先争优党旗红

庆祝建党 90 周年特刊

团结务实、勇争一流的苏家作村党总支。

规划建设的苏家作村小区。

龙凤灯舞舞龙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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