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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全國兩會專輯

巍巍太行，挺中華之脊，滔滔黃河，鑄民族之魂，翻開五千年文明史，從遠古河東鹽業富
國到明清晉商匯通天下，從民國礦業初興到當今煤電暖熱華北炕、點亮江南燈，在中華民族艱難崛起的
征途上，曾留下山西閃光的足跡。但是，百年礦業史，宛若一把「雙刃劍」，它給中國騰飛輸送動力的同
時，亦給山西帶來沉重災難。從08年開始，山西以壯士斷腕之勢，掀起一場驚天動地的資源整合風暴，
礦井數量由五年前的4278座壓減到1053座，形成4個億噸級、3個五千萬噸級、11個千萬噸級的大型煤炭
集團，短暫4年間，山西煤礦華麗轉型，礦井規模及技術與世界接軌，在全國率先挺進大礦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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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太行」香火 續寫紅色歷史

武鄉：「太行精神」、「八路軍文化」的發源地　

特殊的地理環境讓歷史選擇了武鄉，成就了偉大的「太行精神」和不
朽的「八路軍文化」，從此這些紅色的歷史深深地烙在了武鄉大

地，寫在了武鄉百姓的心上。
在艱苦的抗戰歲月裡，八路軍總部在山西很多地方駐紮過，但大多都

是路居，時間很短，只有在武鄉時間最長。因而武鄉也是中共抗戰史上
最為慘烈的主戰場，在這片土地上，中共名將朱德、彭德懷、左權、劉
伯承、鄧小平等軍政要員運籌帷幄，親臨前線指揮打響震驚中外的百團
大戰，用小米加步槍給日軍精銳部隊以重創，成為中國近代軍史上的經
典戰例。當年抗戰爆發，八路軍開赴前線來到武鄉時只有3萬人，抗戰勝
利離開武鄉時總人數已達到了102萬人。

武鄉處於太行山脈的一個大峽谷，易屯兵，兩頭一守，外面的人很難
進來，且當地盛產小米。八路軍總部從1937年11月14日首次進駐武鄉，
到1942年6月17日最後一次離開武鄉，先後駐紮9個村，累計停留了536
天。期間，根據地軍民在黨的領導下，共赴國難、浴血奮戰，用鮮血和
生命鑄就了偉大的太行精神，用革命英雄主義和樂觀主義精神孕育了一
種偉大的民族文化——八路軍文化。八路軍文化也成為武鄉老區最獨
特、最豐富的精神財富和文化資源，為武鄉做強八路軍文化產業提供了
「先天」條件。

武鄉是一座沒有圍牆的革命歷史博物館，現有八路軍總司令部、八路軍總
政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129師司令部、抗日軍政大學、新華日報社、魯迅
藝術學校、百團大戰關家 主戰場、朱德總司令手植紅五星楊等革命遺址40
多處；有全國唯一一所全面反映八路軍8年抗戰史實的大型革命博物館——八
路軍太行紀念館，有初具規模的八路軍文化園、八路軍游擊戰紀念園、《太
行山》大型實景劇（簡稱兩園一劇）等反映當年八路軍戰鬥、生活的場景。
小米加步槍打敗日本鬼子，大多數中國人都知道。但很少有人知道，這小米
指的就是武鄉的小米。八路軍的兵工廠也在這裡。
一位旅遊界的老總說，人們應該常來武鄉，因為這裡有不屈不撓的太

行精神，有抗擊侵略者的八路軍文化。

光榮的使命，神聖的責任
新中國建立後，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到訪武鄉。在這裡，開國領袖毛

澤東等歷屆黨和國家領導人墨跡流芳。
抗戰時期，武鄉號稱「小延安」，被譽為中國革命聖地。解放後，黨和

國家領導人入晉視察，都要來到武鄉「八路軍太行紀念館」。1951年，毛
主席派代表團將「發揚革命傳統、爭取更大光榮」的親筆題詞送到武
鄉。1979年，鄧小平親自為「八路軍太行紀念館」題寫館名。2001年8月
20日，江澤民總書記親臨武鄉視察，並題詞「發揚老八路光榮傳統，為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鬥」。2005年7月29日，胡錦濤總書記專程到八
路軍太行紀念館和八路軍總部王家峪舊址視察，並指示：「繼承光榮傳
統，弘揚民族精神，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2004年8月15日，李
長春同志視察八路軍太行紀念館，並對該館改擴建作了重要指示。2006
年9月9日，曾慶紅同志到八路軍太行紀念館視察。2009年5月24日，習近
平同志到八路軍太行紀念館視察時感慨地說：「八路軍就是在抗擊日本
侵略者的艱苦戰爭中不斷發展壯大的」。他對山西提出四點要求，其中第
一點就是：「要把太行精神作為推動山西科學發展的強大動力」⋯⋯歷
屆黨和國家領導人對老區的激勵，使武鄉縣深深感到，挖掘八路軍文
化、弘揚太行精神，既是武鄉老區光榮的使命，更是一項義不容辭的神
聖責任。

「要把太行精神作為推動山西科學發展的強大動力」，2009年5月24日
習近平同志來到武鄉瞻仰八路軍太行紀念館，深切緬懷為建立新中國而
奮鬥犧牲的革命先烈。在看望老八路代表時，他飽含深情地說，新中國
成立60周年到來了，最好的紀念就是不要忘記過去的艱難歲月，結合新
的實際與時俱進地大力弘揚太行精神，加快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
從縣長到縣委書記，在這塊紅色土地上摸爬滾打了七年的縣委書記周

濤，對習近平同志那次瞻仰八路軍太行紀念館，看望老八路代表的情景
記憶非常深刻。他說，習近平同志當時所講的話，既像衝鋒號，又像動
員令。「結合實際與時俱進地大力弘揚太行精神」。為武鄉指明了「加快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的方向。他指出，傳承「太行」香火，續寫新
時期的紅色歷史，光大祖宗遺產，
武鄉當仁不讓。在經過深入的調
研，認真的思考後，他說，發展紅
色文化旅遊，傳承太行香火，是我
們武鄉的義務，是我們革命老區人
的責任，更是我們武鄉這個國家級
貧困縣落實科學發展觀、脫貧致富
的戰略選擇。他響亮地提出，武鄉
不吃子孫飯， 要把紅色文化旅遊
打造成全縣的支柱產業！帶動農業
和第三產業大發展。實踐證明這與
後來中共召開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精
神不謀而合。

拓展紅色文化旅遊的廣闊空間
八路軍是在中國特殊歷史條件下國共共同抗擊日寇侵略的產物，是華

北抗戰戰場上一支驍勇善戰的勁旅。在那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炮火連天
的年代，特殊的野戰環境造就了八路軍特殊的軍魂、軍訓、軍紀、軍
歌、軍舞、軍裝等軍旅文化，如今在和平年代，它雕刻在太行山上，滲
透在上黨盆地，流傳在武鄉老區，埋藏在人民心中。深度挖掘八路軍文
化，做強做大八路軍文化旅遊產業，既是一項政治文化工程，也是老區
轉型跨越發展的無形平台。
近年來，武鄉縣委、縣政府以弘揚太行精神和傳承八路軍文化為主

線，充分發揮中華大地獨一無二的紅色文化資源優勢和便利的交通區位
優勢，堅持政府引導，市場運作，文化帶動、旅遊拉動、品牌支撐，集
結中外頂級藝術大師，採用先進技術手段，再現當年八路軍游擊戰、八
路軍文化精髓、八路軍系列用品以及當年八路軍的飲食等，全方位營造
「舉步皆是八路軍文化、處處展現武鄉特色」的濃厚氛圍。奮力打造「八
路軍文化大格局」，引領全縣經濟轉型新潮流。作為一種主題性旅遊形
式，紅色文化旅遊的最大魅力與吸引力在於對其內涵充分、深入挖掘。
「當一天八路軍，看一場實景劇，打一場游擊戰」。值得期待的是，武

鄉投資六億元打造的「游擊戰紀念園、八路軍文化園和大型實景劇《太
行山》」已經開始變成了現實。這種把「太行精神」的形成，「八路軍文
化」的成長，與紅色文化旅遊巧妙而有機還原到歷史，讓遊客的靈魂在
感受中淨化，心靈在體驗中昇華。這在紅色文化旅遊中還是極為罕見
的。
踏入武鄉，處處可以感受到八路軍文化的氣息，八路軍文化已經滲透

到了全縣的每個角落，太長高速武鄉段的護坡、高速路出口、縣城文化
廣場，甚至是鄉村的路邊，隨處都可以看到同八路軍文化相關的印記，
彰顯㠥老區紅色文化旅遊特色。
據武鄉縣委書記周濤講，下一步武鄉將從更為廣闊的空間挖掘八路軍

文化的相關文物，讓那些流落到民間、共和國將帥、八路軍後代手裡，

以及存放在檔案館裡的「死寶」，變成會說話，會講故事，激勵後人的

「活教材」。

70年前，在中華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危難關頭，以中國共產黨人為首的無數優秀中華兒女，以自己的血肉之軀，在巍巍

太行築起抗擊日本侵略者的血肉長城。「保衛華北、保衛黃河，保衛全中國⋯⋯」在太行腹地山西武鄉，英勇的八路軍將

士同日寇展開殊死搏鬥，無數中華優秀兒女血染黃土地，魂斷太行山，他們用年輕的生命鑄就了中華民族不屈不撓、抗擊

外來侵略者的「太行精神」和與人民同甘共苦、熱愛和平、積極樂觀的「八路軍文化」。在勤勞、純樸、憨厚的太行百姓養

育之下，從這裡走出的是百萬雄師，奠定的是共和國的根基。抗日的烽火雖然早已散去，但在這片血染的大地上，武鄉縣

委、縣政府響亮提出，「把紅色文化旅遊打造成全縣的支柱產業」！傳承「太行」香火、光大「八路軍文化」，續寫紅色歷

史，不吃子孫飯，在這片土地上摸爬滾打了七年的縣委書記周濤的話，是對紅色文化最完美的詮釋：接力紅色香火，傳承

紅色文化，挖掘紅色資源，開拓紅色基地，推動紅色旅遊，拉動紅色產業，武鄉縣在這片紅土地上掀起一波史無前例的、

氣吞山河的紅色風暴。遊客的靈魂在這裡淨化，心靈在這裡昇華。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彭克良、石永忠、李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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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當地群眾演員表演的《太行山》實景演出中老區人民歡迎八路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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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書記袁純清在磚壁村與村民在一起

■省委副書記、省長王君在武鄉縣調研

縣委書記周濤：
把紅色文化旅遊打造成武鄉的支柱型產業

紅色的傳奇－五星楊
武鄉還有紅色的傳奇。當年，有一位村

民秋天撿樹枝燒火，當他折斷其中幾根

時，發現斷面竟然是紅色的五角星。他返

回樹林查看，發現只有朱老總種的那棵楊

樹的樹枝是這樣，其他樹的樹枝斷面只是

一個紅點。紅星楊從此植入武鄉百姓心

中，成為八路軍精神的象徵。後來，當地

政府、朱老總的外甥都請林業專家來看

過，但至今沒有解開這個謎。■遊人在八路軍文化園與表演者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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