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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婆岭下的新生活
□ 本报记者 陈 思 刘靖林

日前，驱车进入金沙县岩孔街道上

山社区，当经过寒婆岭时，当地人王琳

指着对面险峻的山头说：“山顶就是红

军曾经作战的地方，但现在已经没有路

可以上去了。”这条车来车往、笔直干

净的公路，曾经是一条盐茶古道，两侧

的悬崖峭壁高耸入云。不禁思考，红军

战士是怎么攀登到悬崖上去潜伏作战

的？

在上山社区苗族同胞的讲述中，那

被尘封的往事像电影般一幕幕重演……

红军二渡赤水取得娄山关大捷后，

为了跳出四十万大军的包围，吸引重兵

向西移动，毛泽东力排众议，决定三渡

赤水，制定了 1935 年 3 月 15 日攻打仁

怀鲁班场的战斗部署。

为确保战斗胜利，防止打鼓新场

（现在的金沙县城） 的国民党黔军王家

烈二十五军犹禹九部部队增援。3 月 13
日，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彭雪枫率领

红十军团、红十三军团佯攻打鼓新场，

围歼周边的黔军，占据了岩孔。3 月 14
日，彭雪枫奉命从岩孔赶往仁怀鲁班场

参加战斗，留下一个连的兵力驻守寒婆

岭。寒婆岭是金沙通往仁怀的险要关

口，东西是绿峰山、白云山山脉屏障，

向南是岩孔大坝，向北是五马。

3 月 15 日凌晨，鲁班场战斗打响

后，国民党急令打鼓新场的黔军部队前

去增援，欲将红军围剿在仁怀一带。没

有想到途经寒婆岭山下时，遭到红军的

伏击，红军足足阻挡了黔军四五个小

时，烧毁敌军哨棚两个。为了战略上的

需要，红军连长接到迅速撤出战斗的命

令，赶往五马阻击从洪关坝 （现遵义市

播州区洪关苗族乡） 方向来的敌人。

在寒婆岭面向岩孔两侧的山脊山坡

陡崖上，当年红军挖的战壕至今还隐约

可见。听说，寒婆岭一带的老人小时候

还在战壕里捡到过子弹壳。

“小时候，父亲常给我们讲红军的

故事。他老人家印象中红军穿的是灰蓝

色衣服，帽子上有一个红色小五角星，

路过寨子时讲话不能完全听懂，但样子

和善，对他们特别有礼貌，讲纪律。”

今年近 80 岁的王学良从小就听着红军

的故事长大，后来又亲历了金沙的剿

匪。

1951 年 1 月 8 日，惯匪周治国召集

漏网匪首在遵义县洪关乡侯幺寨开会，

策划攻打岩孔、泮水、五马新成立的人

民政府。正在黔西县协和区剿匪的一四

〇团团参谋长杨泽民、营长苏发友奉命

率五连连夜赶到岩孔时，三股土匪势力

约上千人已集结上山十夼寨、青木树、

杉林三个寨子。

1 月 9 日凌晨 4 时，解放军兵分四

路，在王树清等四位苗族同胞带路下对

集结土匪实施包抄围歼。因部队意外暴

露，战斗提前打响，左路部队没有到达

指定地点，致使大部分土匪向花厂、五

马方向逃窜。

王学良那年 8 岁左右，当时他正和

母亲坐在灶门槛上，一群扛着“长枪短

炮”的汉子突然冲进家里来，为首的那

人凶神恶煞地吼道：今晚我们就在你家

睡了，你们要是敢出去乱说，或者给解

放军报信，我就一枪毙了你们！母亲见

状，知道是土匪来了，牵着王学良，背

着小儿子慌忙躲进自己房里。

第二天，这伙在老百姓面前作威作

福的土匪就被解放军打得四处逃窜。王

学良听父亲王五顺说，枪一响，土匪就

像蚂蚁一样，一窝蜂往山脚跑，出尽了

洋相，有的趴在灌木茨草丛中，顾头不

顾尾；有的抢着要换苗家人的麻布衣

服，想乔装成村民；还有的还藏在人家

床下，最后也被找到。另外一部分逃向

小屯和鱼秋寨青杠坡的，也全被缴械活

捉。

匪首周治国非常狡猾，战斗打响前

他带着两名贴身手下去小屯梁超家住

宿，没在解放军的包围圏内，所以暂时

逃脱了。但没多久就在遵义被抓获归

案。其余团级司令张兴国、营级周明光

和连级以上 20 余人被擒，共擒 250 余

人。这是一四〇团参加抗美援朝前在金

沙县剿匪的最后一次战斗。此后，上山

人民在红色精神的指引下，在党的光辉

照耀下，成功打开了通往幸福生活的希

望之门。

深锁岩溶山区深处的上山，沟谷深

切，自古以来用水都极为艰难，当地的

一首民谣，形象地反映了群众用水艰难

的酸楚：十夼寨来大小屯，苞谷粑粑来

当顿。要想吃大米，除非痛大病。等把

大米买回来，人都死得邦邦硬。

歌词里说的十夼寨和大小屯，是极

度缺水的村寨，就拿十夼寨来说，寨里

只有两口水井，只要晴上三天，村民就

要不分昼夜地轮番守水，不得已只能到

3 公里以外的鱼箐沟去背，来回要 3 小

时。吃尽了缺水困难的村民，无不盼望

明天就把山泉引进寨子，纷纷摩拳擦

掌，意欲从悬崖峭壁上开始凿渠引水。

1975年的一天中午时分，村民王学

开和王成俊两人自发来到渠道最艰巨的

羊角洞悬崖段施工，两人一个稳钢钎，

一个摔锤打，本想把头顶头上的一块巨

石削掉。不曾想，那巨石突然滑下，两

人被压在巨大的石堆下。不知道过了好

久，王学开醒来，奋力爬出石堆，可只

看见王成俊半截身子露在石堆外。王学

开慌了，赶忙跑回寨子呼救，当寨子的

群众赶来刨开石堆时，才发现王成俊已

经牺牲了。大家震惊之余，赶紧将王成

俊的遗体抬回家中，王成俊的妻子和两

个未成年的女儿看到王成俊惨烈的样

子，当场撕心裂肺地哭起来，那一声声

“成俊”和“爸爸”，令在场的人无不跟

着声泪俱下。后来，寨子的人很长一段

时间都不谈开山饮水的话题，“吃水”，

成了十夼寨人心底一块不愿揭开的伤

疤。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开山引水，大

家的出路又在哪呢？“得对得起为了修

渠牺牲的人”，思来想去，从不言败的

上山人民在 1993 年时，再次商议重修

渠道，全村人一致推举村民王成志为组

长，带领大家重新勘测一条安全的线

路，凿壁修渠。

说干就干，连续十几天，王成志带

领几个村民翻山越岭，终于找到了一条

最安全、工程量最少的新渠道线路，并

联系水利部门进行实地勘探，编制设计

报告，同时还向有关部门争取了资金和

物资资助。前期工作完成后，接下来就

是修渠了。

上山的苗族同胞们不仅心齐，还特

别吃苦耐劳。王成志采取分段包干的办

法，把渠道开挖、浆砌的任务按照划地

人口数量分到各家各户的头上，渠道施

工难度大或土石方量较大的地段，王成

志和年强力壮的村民就主动承担了。白

天，村民们带上洋芋红薯、苞谷饭酸菜

汤，扛上钢钎、锤子、錾子等工具进山

修渠；晚上，王成志就和村民们对白天

修渠遇到的困难进行商讨，争取第二天

干活时能避免同类问题。

成功源于苦干。1996 年，长达 11.7
公里的十夼寨水渠终于打通了，那水清

澈见底，似从天上而来。苗族同胞们争

先恐后地用各种工具把水舀起来喝，边

喝边笑。笑着笑着就哭了，哭完又笑

了，接着又舀水喝，似乎怎么喝也喝不

够。一年后，十夼寨基本每人一亩的旱

地变成了水田，家家户户吃上了大米

饭，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今天，经过脱贫攻坚洗礼的上山社

区苗族同胞，正向着林茂粮丰的道路大

踏步前进，走向乡村振兴。日子越过越

好，本民族的文化也得到了传承和发

扬。

“蓝色的天空，干净得一片云都没

有。共产党的恩情深似海，她让苗家儿

女学文化，让粮食堆满仓，房子给我们

住，布匹随我们挑，牛羊成群满山跑，

吃不愁，穿不愁，这样的好处哪里找，

哪里找！我们全都高兴得跳起来！”

苗绣作坊里，苗家女儿们的歌声格

外优美动听。每到农闲时节，美丽的苗

族姑娘穿着自己绣制的蓝苗服饰，聚在

作坊里一起刺绣、织衣、纺布。一双双

巧手熟练地在纺织机上穿梭着，如“纤

云弄巧”，一会儿工夫，白色的布匹上

就有了美丽的图案。

“苗家儿女是最勤劳的，男人们负

责下地干活、喂牲口；女人们做家务、

学苗绣。哪家女人的苗绣做得好，出去

说起来都是倍有面子的事。”1994 年嫁

到上山的王洪英把苗绣当作事业来发

展，是近几年日子好过起来后才有的

“奢侈享受”。

从 2016年开始，王洪英经常把自己

的苗绣作品发到朋友圈。一传十，十传

百，大家都一致认可她的手工艺，外地

客商也纷纷争相购买她的苗绣。大件的

有衣服、裙子，小样的有钱包、腰带

等，一来二去，她有了自己的客源，他

们经常会找她订制苗绣。

刚在贵阳参加完苗绣“传统—时

尚”对话暨“非遗购物节”线上线下互

联营销研讨会的王洪英，对苗绣有着自

己的见解：“苗绣既是传统的也是时尚

的，是大家一针一线绣出来的。做苗绣

的意义不单是提高收入、带动经济发

展，主要还是保护和发展。大家聚在一

起做苗绣为的就是能相互学习，提高技

艺，每个人都希望有一天自己的苗绣作

品能飞出大山，走向世界。”

除了苗绣，还有以民间艺人侯正朝

为代表的苗族芦笙舞蹈：滚牛皮、斗四

方、爬花秆等，都是上山苗族同胞芦笙

技巧和芦笙舞蹈艺术的经典代表。

从小学习芦笙舞的侯正朝把芦笙看

作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放牛时跳、上学

时跳，“只要听到芦笙响，脚板皮就

痒”，这是本能，也是热爱。

侯正朝曾多次代表金沙县参加全

国、省、市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和民族民间文艺活动，获得多个奖项。

1986年侯正朝参加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获得表演一等奖，是金沙县唯

一一次参加过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的节目；2002年侯正朝组队参加省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又斩获银

奖。

生活蒸蒸日上，苗家前程似锦。远

处六峰梁子上，绵延不绝的万亩玉簪花

和映山红连成一片，美丽壮观。上山社

区在金色的阳光下，闪耀着勃勃生机。

“光阴冉冉催人老，风物萧萧几度秋。”不

知不觉，我已 87 岁，掐指一算，从 1958 年写稿

踏上笔耕之路，迄今已有 62 年。回忆起这些往

事，内心好似滚滚的波涛，久久不能平静。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面对学生，我从不敢

懈怠；作为一名通讯员，面对新闻素材，我必

须“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

人”。

1958 年，我在黔西重新镇采写第一篇新闻

稿 《山村农民办起了夜校》，从此，一直以写稿

为乐。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苦桃井小学任

教，妻子是个搬运工，每天早出晚归。她带着

两个孩子白天要去拉板车，晚上要给孩子洗洗

补补，还要提前把第二天的饭做好。尽管生活

艰难，日夜操劳，但她从未叫过一声苦。有一

次，我因公回家，见两个孩子依偎在门槛边睡

着了。顿时，我的心碎了。

多年来，为了让我能够安心工作，妻子从

未“拖累”过我。1978 年，我调到县城关镇工

作，妻子更加支持我。早晨，当我还在床上收

听广播时，她就已经把早餐做好了。晚上夜深

人静时，她坐在床头伴我伏案写稿……就是在

她的关爱和支持下，我坚持写作至今。

写作过程中，除了家庭的支持外，宣传、

教育部门、新闻媒体、县乡镇领导对我也很关

心。1962 年至 1992 年期间，我在贵阳、毕节三

次参加通讯员培训班学习，特别是 1992 年那

次，《贵州日报》 对我免费培训一个月，我的收

获最大。学习期间，在老师的帮助指导下，我

向 《贵州日报》 投了 4 篇稿子，其中两篇被采

用，使我备受鼓舞。

1993 年，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学校。退休

后，写稿的时间更加充足了，写了很多贴近生

活及反映家乡风貌的文章。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民经济步入

正常发展轨道。但由于某些方面的原因，文化

污染逐渐蔓延，蛀蚀社会肌体，腐蚀人们的心

灵。党中央发出了“防止文化污染，搞好精神

文明建设”的指示。我同黔西县纪委的赵强、

熊廷兴两位同志一起深入社会，与各阶层人士

座谈，收集到有关文化污染造成的恶果和扩散

方面的原因后。我认真归纳整理，写了一篇

《文化污染的恶果原因与防止》 的调研论文寄给

《贵州政协报》。该报于 1996年 1月 8日刊发在文

化生活版上，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

1994 年初，我和张益同志几次到百里杜鹃

花区进行考察，有一次正逢 4月中旬，漫山遍野

的杜鹃花争芳斗艳，让人流连忘返。于是，我

俩以 《万紫千红，如画如诗》 为题，写了一篇

游记投给 《人民日报》 海外版，于 1994 年 5 月 6

日被刊载。

1996 年初，我和张益深入一些乡镇基层调

研，获得了第一手材料之后，经过认真选材和

整理，写了 《乌蒙壮歌——毕节地区卧薪尝胆

闯出岩溶山区脱贫路》 的通讯。该稿于 1996 年

刊发在 《贵州日报》“来自基层的报告”专栏，

反响强烈，云南省镇雄县还组织考察团前来考

察，探索毕节试验区的成功经验。遵义习水县

一位农业干部来电说：“你写的 《乌蒙壮歌——

毕节地区卧薪尝胆闯出岩溶山区脱贫路》 思路

很好，为岩溶山区人民找到了致富路。”

1998 年，县里组织特约记者、通讯员到新

仁乡东风湖观光，其目的是希望大家把黔西的

风景名胜宣传出去。经过一天的观赏，我深感

东风湖太美了，就以 《秀水碧波东风湖》 为

题，又写了一篇游记投给 《人民日报》 海外

版，于 1998 年 2 月刊发。不久，又被 《语文

报》高中版转载。

2005 年，在“求实杯”全国教育科研优秀

论文、教案评选活动中，我的论文 《教师的情

怀》 荣获二等奖，并收入 《中国素质教育理论

与实践新探》 一书；2006 年，我写的征文 《人

生格言》 在参加“中国当代人生格言”竞赛活

动被评为“优秀作品”，同时被收编入 《中国当

代人生格言》 一书……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以来，我一共向新闻媒体 （含副刊） 及文艺书

刊投稿 1.4万篇以上，被采用 7100多篇 （含广播

电视稿）。退休后的 28年间，我共荣获各级各类

奖项 64 次 （件），其中好新闻和征文奖 14 次

（件）。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在有生之

年，我决不丢掉相伴大半人生的纸和笔，我还

将继续勤奋笔耕！

行走倒天河
□ 刘 瑾

十八年前，我才刚入职新闻职

业，第一次采访就接受艰巨的任

务：报道当时正在治理的毕节人民

的母亲河——倒天河。

按照采访主题安排，拟策划推

出“五彩倒天河”系列通讯报道。

半个多月的采访，我在倒天河沿岸

来来回回走访、观察、体验，既采

访负责承建施工的职能部门，又采

访享受综合治理成果的歌舞健身

队，不断找来来往往的市民群众代

表交流，与他们一起寻找感悟城市

变化带来的幸福共鸣。

其间，我要真诚感谢单位领导

的鞭策和鼓励，还有热心同事的倾

情帮助，让我从时代发展的铿锵步

履中，从倒天河水的灵气里，从受

益市民的欢歌笑语中，不断碰撞出

激情火花，萌生出采写灵感。当

时，采写推出的系列报道还获得当

年度的毕节地区好新闻二等奖。

光 阴 似 箭 ， 一 晃 十 八 年 过 去

了，沐浴试验区改革发展东风，毕

节改革发展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

母亲河畔，处处呈现出“倒天河畔

丽人多、十里青山入画来”的靓丽

景象，倒天河演绎的春天故事，也

愈加生动感人。

前不久，体检医生建议要加强

体育锻炼的我，沿母亲河健身步道

散步锻炼，遇见在水务系统工作的

好友，他告诉我：如今治理后的倒

天河，从水库以下算起到现在德溪

公园处，全长约有 8 公里，总体环

境不错，非常值得走一走、看一

看。

惭愧，身为市民，自从那次专

题采访之后，我还真的没有认认真

真全程走完治理完善后的倒天河全

段。

下定决心全程体验治理后的母

亲河，我前后走了三次。第一次是

一个阴雨绵绵的周末，我从同心公

园出发，来回走了近 4小时。

第二次仍是利用周末，本打算

从同心公园出发，沿上游径直走到

倒天河水库，但由于中途下起了

雨，到响水滩瀑布群就没有继续前

行。借此机会，终于有幸领略了素

有毕节八景之称的“响水轰雷”的

最佳盛景。

倒天河水，从青翠群山之中汇

聚在一起，涌入倒天河。经出水坝

口，沿宽阔的河道，从天河公园经

大新桥缓缓而来，到了响水滩，借

势于阶梯形天然河床和较大落差，

看似温驯的河水一下子咆哮起来，

像青春少年那般，激情满怀，将魅

力独特的个性尽情张扬。

蕴蓄强大势能的倒天河之水，

沿阶梯倾泻而下，那气势，将生性

胆小的我吓退，只能站在岸边安全

地带，任由瀑布溅起的水雾将衣服

淋湿。

欣慰的是，自己得以走出办公

室放松心情，与久负盛名的响水滩

瀑布来一场美丽的邂逅。涨水季节

的响水轰雷，真不愧是城市中的唯

一。她，不愧是毕节山城的一张亮

丽名片。近观瀑布，颤抖的双手似

乎想用手机拍摄或记录下点什么，

但终究不敢靠近她。此刻，不得不

佩服激流中那些觅食的白鹭果真是

勇敢，竟然在响水滩中如此淡定地

跳舞觅食。

瞅准了机会，第三次的出行天

气晴朗。吃过早餐，我还是沿着上

游，一路哼着小调观景。一段时日

沉淀后的河水清澈了许多，水势也

没有此前那般来势汹涌。当天，我

往返足足花了四五个小时，从同心

公园出发，经过沙帽山公园，径直

上天河公园。由于水库大坝下一些

附属工程正在施工，走到天河公园

“神龙戏水”处，就便打道从对岸

返回，途经北镇关公园。

细想起来，沿途山体公园、城

市公园等星罗棋布，处处为母亲河

两岸增光添彩，真可谓一步一程一

景观，一山一处一公园。回想在倒

天河综合治理过程中，建成了一个

接一个的公园，一个接一个的广

场，这是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事

情。这正是各级党委政府一心为

民、主动作为、科学决策，加上广

大市民积极配合、鼎力支持，用实

际行动共圆的绿色都市梦。

而今，伴随毕节试验区宜居、

宜业、宜游之魅力之城逐步建成，

我惊叹城市之变竟如此迅速：沿河

步行，即是与山同乐、与水同欢。

看，那些在沿河休闲广场锻炼者比

比皆是，他们或漫步、或奔跑，或

唱歌、或跳舞，或小憩、或谈心交

流、或逗小孩嬉戏。沿母亲河的健

身步道体验，犹如陪伴充满灵气的

天河之水，行走出新时代的鼓点，

聆听新时代春天故事的旋律。

行走倒天河，从响水滩奔流而

下的天河之水，张扬了青春的律动

个性之后，似乎变得更加成熟稳

重，淡定而又智慧地伴随宽阔的城

市河道一路踏歌而行，径直向东融

入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与广大市

民朋友心相印情相融意相通。

行走倒天河，心情豁达思绪宽

广，保持惬意的心态与大自然携手

追逐绚丽的梦想，一路歌谣奔向远

方！天河之水，您是流淌着的城市

血液；母亲河畔，生态绿色业已成

为心灵栖息之处的亮丽底色。

六十二载笔耕不辍
□ 李元章

寒婆岭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