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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尹

相识叶挺、项英，周恩来帮助解难题
1938年，武汉失守，张明秀随罗炳辉

来到新四军部队，先被分配到教导队医
务室任支部书记。不久，调到教导女生
八队当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

女生八队的队长是李桂英，副队长
是乐群，加张明秀，领导班子只有 3 个
人。可张明秀一到八队，就遇到了难题，
那就是队长李桂英的党籍问题。李桂英
随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但在长征路途
中生病，不幸被敌人抓去关进了监狱，国
共合作释放政治犯的时候才放出来。由
于找不到在监狱里的证明人，所以支部
按照党的有关规定，决定她的党籍不能
恢复，只能重新入党，等待找到证明人再
恢复。但李桂英不愿意接收这个意见。

1939年2月，周恩来同志到皖南新四
军军部视察工作。没过两天，军部在陈
家祠堂召开一个连以上的干部大会，张
明秀参加了会议。坐在主席台中间的周
恩来一看到进了大门的张明秀，马上起
身迎向张明秀：“张明秀啊，你怎么在这
里啊？”张明秀就像看到久别的亲人，很
激动：“组织上调我到这里来工作，我就
到这里来了。”周恩来同志拉着张明秀到
主席台旁对叶挺、项英、袁国平等新四军
领导说：“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介绍，
这个是张明秀同志，我们是同事。”张明
秀马上说：“周副主席，你这个说法不对，
你是首长我是小兵，怎么我们是同事
呢？”周恩来同志说：“哎，在一个锅里吃
饭统统是同事。”

会议结束之后，周恩来找到张明秀：
“张明秀你来一下，我要跟你谈点事。”张
明秀答应了一声，就过去了。周恩来说：

“你们那个队长是李桂英吧？”张明秀说
是的。周恩来接着说：“这个同志在长征
时我们就熟悉。她找我谈了她的党籍问
题，她参加革命这么多年到现在连党籍
都没有，很难过，还流了泪。你是支部书

记，我想问问你们的意见怎么样。”张明
秀回答：“李桂英同志参加革命时间早，
而且工作能力很强，是个好同志。关于
她的党籍问题我们支部讨论过，由于找
不到监狱中的证明人，按党的规定不能
解决。所以我们的意见是，先重新入党，
找到证明人以后，再恢复党籍。她不肯
重新入党，她认为自己又没有问题，为什
么要重新入党呢。所以这个问题到现在
没有解决。”

周恩来同志听后说：“我觉得你们支
部的意见是对的，应该按照党的原则
办。不管有没有问题，找不到证明人，党
籍问题是不能解决。我同意你们支部的
意见，我找她再谈一谈。”不久，周恩来同
志到教导队来参观过一次。参观的时
候，周恩来同志对张明秀说，“李桂英同
志的问题我又找她谈了，说服她接受你
们支部的意见，她也同意了。”

后来，支部给李桂英同志办了重新
入党的手续。在张明秀离开八队后，有
一次碰到李桂英，还挂念着她的党籍问
题。李桂英高兴地告诉张明秀，已经找
到了证明人，党籍问题解决了。

搞民运除恶霸，参与半塔保卫战
1939年的春天，张明秀在藕塘参与

组建了五支队。到了七八月，五支队过
津浦铁路到了路东，到了路东就打了胜
仗，把国民党的部队打跑了。作为驻军，
张明秀和几个女同志参与了地方民运工
作，被调到盱眙县半塔乡任工作组组长
兼党总支书记。

当时的乡政府是国民党的，半塔乡乡
长项国平是一个恶霸地主，还养有一支
四、五十人的武装。项国平平时经常欺压
老百姓和其他商人等，在半塔乡民愤极
大。项国平还通日本人，通汉奸，仇视新
四军，张明秀他们开展工作难度很大。

刚开始，项国平没有在意张明秀他
们的工作，后来发现新四军的宣传工作
很有作用，就经常派人来监视张明秀他

们的活动。经过机智和勇敢斗争，各堡
的农抗会、自卫队都组织起来了。接着，
就是成立乡农抗会。乡农抗会成立后干
了不少大事。

当时正逢荒年，许多老百姓缺少粮
食，可是项国平等汉奸却在晚上给日、伪
军偷偷运送粮食。乡农抗会决定首先把
这个路断掉，于是组织各堡自卫队晚上
在各要道、路口站岗放哨，阻挡奸商把粮
食资敌。实行这个办法，项国平表面同
意，背后却阳奉阴为。

有一天晚上，农抗会查获了项国平
的送往敌战区的3车粮食。从此，项国平
怀恨在心，与新四军势不两立。开始布
置暗杀工作，从内线得知这一情况后，张
明秀及时向上级作了汇报，并加强了武
装戒备。过了一段时间，张明秀他们掌
握了项国平全部反动罪行，经上级批准，
把项国平抓起来执行了枪决，群众的热
情空前高涨。

1940年春，罗炳辉奉令率五支队主
力到路西支援四支队作战。国民党江苏
省主席韩德勤趁路东新四军空虚之机，
组织了一万多军队把半塔镇包围。半塔
新四军力量薄弱，经研究，张明秀他们与
教导队分工，西北面由教导队保卫，东南
由工作组保卫。同时还进行了坚壁清野
工作，把年老体弱的人和小孩、病人，以
及粮食、重要物资等疏散到安全的地方。

半塔镇四周有很厚的土墙（土围
子），土墙的外面是壕沟，深有一米左右，
我方的阵地外是农田，地势较低，地形对
新四军防守较有利。韩德勤的部队主要
是从正面进攻，每天要进攻好几次，每次
进攻都要吹冲锋号。冲锋号一响，敌人
就发起冲锋，敌人攻上来了，新四军就打
一排枪，敌人就退下去了。为了防止敌
人在晚上进攻，张明秀带领保卫半塔的
干部战士晚上就睡在壕沟里，一有动静
就可以采取行动。坚持了七天七夜后，
主力部队返回来了，韩德勤部队全部撤
退。打扫战场时，有战士捡到一支小手
枪送给张明秀。张明秀说：“给我也好，
过去我还没有打过仗，这次打了仗有个
战利品也很好。”张明秀把那支枪就别在
了腰间。

智勇双全，历险西高庙反扫荡
半塔保卫战以后，张明秀从半塔调

到西高庙区担任区委书记。西高庙集镇
不大，只有一条街和几个叉道。当时的
政权实行三三制，就是共产党、国民党和
民主人士三方共同组成。一到西高庙，
张明秀就经历了反扫荡。反扫荡期间，
区委与县委、部队都失去了联系，外面的
情况一无所知。张明秀就组织区委开了
一个扩大会议，决定就地打游击，决不把
根据地让给日本鬼子。张明秀和区长各
带一个连的自卫队开展游击战。

张明秀领导的干部，都是地方干部，
没有军事斗争经验，指挥打仗就成了问
题。这时大家的目光都对准了张明秀，
因为张明秀参加过长征，也经历了不少
战斗。殊不知，张明秀长征中干的是医
护工作，打仗也没经验。张明秀想起军
事干部常说，打仗要占领制高点。于是
就提了个占领制高点的意见，大家伙觉
得有道理，就在离驻地不远的小山包上
构筑工事。巧遇路过一个新四军团，团
长认识张明秀，团长说：“张明秀啊，
你们在干什么啊？”听完张明秀的说
明，团长直摇头：“这个制高点可占不
得，你看，这是座孤零零的山包，山上
没有水，敌人只要包围 3天，你们就完
了。”不幸中的万幸，张明秀果断放弃
占领制高点计划。

反扫荡中，张明秀还经历了一次未
遂暗杀。盱眙县的伪军通过一些关系，
收买了自卫队的一名队员，目的就是杀
掉张明秀。奸细又收买了两名队员。其
中一名不忍下手，提前告知了张明秀，汉
奸的阴谋没有得逞。没过两天，张明秀
带领的自卫队遇上了邓子恢率领的新四
军两个团，邓子恢要张明秀跟着部队行
动，张明秀这样回答；“政委啊，你是我们
的政委，但是我的领导还有县委，我还要
听县委的命令才行啊。不能直接听你的
命令。”邓子恢没奈何，问张明秀有什么
要求，结果，张明秀只要求邓子恢留下一
个会打仗的人，再就是要枪和子弹。

这个期间，张明秀最苦恼的是和上
级失去联系。有一天半塔来了个同志，
告知新四军的头头正在大田营开会。知
道这一情况后，张明秀找到大田营，才知
道是华东局在开会。张明秀把这一时期
开展的工作向刘少奇作了详细的汇报，
刘少奇听了张明秀的汇报后，高度评价
说：“你们这个区的工作搞得好，就是要
这样坚持打游击，跟他们周旋。”刘少奇
还告诉张明秀，不久形势就会有转机。
张明秀回到驻地一个多星期后，新四军
就发动进攻，结束了日军一个多月的大
扫荡。张明秀在反扫荡中的传奇故事随
即在根据地广为流传。

尾声：抗战胜利后，张明秀随部队北
上山东，先后任华东军区政治部协理员、
军区通讯学校三大队教导员、政治处副
主任等职务。新中国成立之后，张明秀
同志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支委、
人事科长、人事处副处长兼党总支书记，
华东干部子弟新华小学校长，上海市教
育局人事处主任，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
广慈医院党总支书记，党委书记，上海第
二医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还是
上海市第七、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广元籍红军女战士张明秀的故事（下）

战争年代张明秀与战友的合影（资料图片）

作词：梁芒
作曲：杨飞
演唱：韩磊

词曲作者简介：
梁芒，男，四川达州人，生于 1968

年，1989年应征入伍，历任成都军区战
旗歌舞团、四川省歌舞剧院创作室专业
作家。著名作词人，音乐剧台词总监。
为知名电视剧《情定爱琴海》《末代皇
妃》《黑冰》《红粉世家》等撰写主题歌或
片尾曲歌词，代表作品有《飞越海洋》
《今生》《乐园》《对视》等。

杨飞，毕业于天津音乐学院作曲
系，师从冯国林教授，所创作的歌曲《梦

回草原》获内蒙古“萨日娜”奖，《摘片云
彩送给你》获“五一”工程奖。代表作品
有《胭脂水流女儿红》《爱在有情天》《我
要去内蒙古》等。

歌曲简介：
《燃烧的信念》由重庆市九龙坡区

委宣传部出品，作为重庆市话剧团新版
话剧《红岩魂》的主题曲。

歌曲展现了共产党员坚守信念的
非凡毅力以及勇于牺牲的崇高精神，今
年6月入围了重庆市“五个一工程奖”公
示名单，目前又被重庆市委宣传部推荐
参评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歌曲时长 4分 47秒，传唱度极高。
歌词以传达党员信念为核心，情感表达
落在“因为我是党员，我将勇往直前，那
颗初心永不改变，毕生以苦为乐为梦想
而奋战”上。作曲结构严谨，同时融入
流行元素，大气磅礴，充满正气，又极具
时代感。

演唱方面，歌手韩磊倾情加盟，在
他雄浑豪迈的嗓音演绎下，淋漓尽致地
传达了党员的精神与情怀，激励所有党
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作曲者杨飞表示，2018年初他受邀
为新版话剧《红岩魂》创作主题曲。他
两次前往红岩魂广场等地采风，汲取创
作灵感。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将流行
音乐元素融入歌曲。

作词人梁芒，是九龙坡区近几年引
入的杰出文艺人才。他表示，此次作词
非常顺利，完全是内心情感的自然流
露。“结合亲身经历和感受，我一气呵成
填完了词。” （本报记者张园 文·图）

“中国梦”主题歌曲

《燃烧的信念》

红色红色文化文化

演唱者韩磊

史海史海钩沉钩沉

喻代斌 文/图

10月 15日，昭化区委宣传部举行
“讲脱贫故事、守为民初心”罗倩纪实散
文集《半亩原乡》作品研讨会。广元市
作协、市散文学会、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青川县作协、文联，昭化区委组织部、区
扶贫开发局及部分乡镇负责人和市、区
文学同仁共计 40余人参加研讨会。与
会人员认真研讨作品，气氛热烈。

昭化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作协主
席肖永乐主持会议。他说，《半亩原乡》
是昭化区第一本公开出版的脱贫攻坚
纪实文集，是一部具有浓郁时代特色的
现实主义力作，思想性艺术性俱佳，可
读性很强。作为“初出茅庐”的青年作
者，罗倩选择“扶贫”这一重大题材，因
为她有亲身的扶贫经历和触及灵魂的
刻骨体验，更有“非写不可”的文学自
觉，其作品没有无病呻吟，而自带“现实
的光芒”，自有主题的高度。精准扶贫
要下“绣花”功夫，文学创作亦然。罗倩
用心良苦、巧手善“绣”，以细腻而激情
的笔触，一笔一字写扶贫，“一针一线总
关情”，为熟悉的“这一个”画像，为时代
的“这一群”讴歌，印留下脱贫攻坚的坚
实足迹，体现了一名文学工作者强烈的
责任担当和深切为民的情怀。

会上，罗倩介绍了自己的创作历
程。她说，作为帮扶干部自己用心用情
帮扶，作为文学工作者不忘初心和使
命，走进扶贫实践深处，用文字来记录、
用文学来反映扶贫攻坚战。《半亩原乡》
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共 17万余字，
分为“初心在心”、“希望在望”、“未来已
来”、“蔚蓝之蓝”四辑，书写了昭化区脱
贫攻坚真实而平凡的故事，记录下这段
脱贫攻坚的火热实践，讲述了昭化脱贫
带来的深刻历史蜕变。

市作协秘书长王尚敏代表市作协
对《半亩原乡》表示充分肯定，认为这部
散文集主题性强、纪实性强、文学性强，
朴实中透着灵气，有生活的深度，有现
实的温度，有题材的广度，是全市不可
多得的主题创作纪实作品。

市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曾庆渝认
为，作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巧妙地

选择多角度反映大题材。书中弥漫着
浓浓的原乡气息，彰显出人性的光辉。

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李忠学
说，该文集真实记录了昭化区脱贫攻坚
可歌可泣的奋进历程，记录了帮扶干部
的精神风貌和贫困群众的生活变化。
文学创作的根本在于修炼语言，作者的
语言文字功底扎实深厚。

青川县作协主席李世许认为，该书
在艺术表达方面，有“入心”的情感通
道，有“入戏”的故事技巧，有“入画”的
结构安排，有“入味”的诗意语言。打开
《半亩原乡》，仅从语境的层面便可体
悟：那是一个何等深情化不开、乡愁收
不住、梦想迎面来的美丽原乡！

市散文学会副会长杨仕甫认为，作
家靠作品说话，作者的基本功很扎实。
他着重从语言运用方面对该书给予高
度评价。

青川县文联主席马晓燕说，作者用
真挚的情感，以带笑带泪的表达方式呈
现出这本诗意优美的扶贫散文集，值得
学习。

昭化区作协副主席车红梅说，作者
把扶贫对象视为亲人，正是有这不加掩
饰的真性情，才有笔下的一往情深。她
善于将真实性与文学性巧妙结合，书中
人物有血有肉，活灵活现，饱满生动，有
脚踩大地的踏实。

昭化区扶贫开发局干部余春林说，
作者用细腻的笔触，独特的视角，饱满
的情感，创作出了这部反映昭化区脱贫
攻坚成效的文学精品。

昭化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建认为，
该书是一部有筋骨、有深度、有情怀的
呕心力作，处处体现出昭化全区帮扶力
量的初心、使命和担当。

昭化区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壮认
为，《半亩原乡》这本散文集是近年来
昭化区主题文学创作的重大收获和重
要成果，值得充分肯定。他要求，全
区广大文学工作者要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继续关注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文旅融合等现实题材，用心讲好
昭化故事，创作出更多富有时代特色
的优秀作品，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
精神文化需求。

扶贫路上“绣”出的文学之花
——罗倩纪实散文集《半亩原乡》作品研讨会综述

利州利州文苑文苑

本报讯（记者 张园 文/图）日前，
由广元市诗词楹联学会常务副会长兼
秘书长黄芝龙创作的诗词作品集《韵流
网海》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青年时期的写作梦想伴随黄芝龙
度过了近半个世纪，作者通过网络结交
了大批诗朋词友，开启了诗词学习交流
与创作的旅程，写下了不少作品。本书
收录诗词共415首(阙)，作品整体时间跨
度 30多年，部分作品曾在国家、省级报
刊发表过，但绝大部分作品是新作，是
黄芝龙多年爱好和长期的心血。作品
内容丰富，语浅活泼，意境开阔。

黄芝龙，笔名田草，网名龙吟。中
华诗词学会、中国楹联学会、四川省作家
协会会员，四川省诗词协会理事，四川省
楹联学会常务理事，广元市诗词楹联学
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自幼酷爱古老
精深的中国传统诗词文化，数十年来，情
钟传统诗词之志未移，自学不辍，作品散
见于《中华诗词》《中华辞赋》《中国楹联
报》《岷峨诗稿》《诗词四川》《星星诗词》
等国家、省级主流诗联刊物和主流网

站。编著出版的作品集有《乡韵词草》
《漫吟集》《朝天诗韵》《走进青川》《利州
新咏》《剑阁行吟》《金婚百咏》等。

黄芝龙诗词作品集《韵流网海》出版

罗倩纪实散文集《半亩原乡》作品研讨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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