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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将经济学原理与中国经济发展的
实践有机融合，以地方政府投融资为主线，
深入浅出地论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通过
对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论述，作者简明地
刻画了地方政府进行经济治理的基本方
式，并指出，中国政府通过深度介入工业化
和城市化的进程，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逐步
推动了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以一种有
别于所谓发达国家经验的方式实现了经济
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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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冬未感天寒冷，一夜忽然已立春。
万木生芽今是曰，百花先让柳杨新。
春云春月春风爽，春雀春燕春舞馨。
黑兔回归雷阵阵，玉龙驾到雨纷纷。

立春感怀立春感怀（（新韵新韵））

西 玉

风雷响动的夜晚
雨落在窗前
长空的光亮

穿越亿万光年
哦，不

那是梦境里的荒原

（作者系金凤区政协委员）

听 雨
李高中

湖边的那个公园开了
你是否留意
芦苇、树影、海鸥穿梭在水里
远山和晨曦
剪接在晚霞里
站在湖边眺望那个大楼
你家的窗户似乎倒影在这里
那个公园会有一种记忆
常驻在心里

湖边的那个公园开了
你是否留意
奶茶的歌声再次响起
她说的那个公园已经拆了
荡秋千日子变成了回忆
这和新修的公园成了对比
新修的路延伸到水里
红黄蓝的跑道
还没染上灰尘，新新的没有一丝尘粒

湖边的那个公园开了
你是否留意
绿树和鲜花参差接替
长廊还未做好
留下空荡荡的长椅
树上掉着一个吊瓶
营养液还挂在秋风里
时间走了谁还在等呢
晚霞和晨曦都留在记忆里

（作者系石嘴山市政协常委）

湖边的公园开了
孟留成

不久前，在网上聆听了一部饱含军民
鱼水深情的音乐广播剧：《红军粉》。那悠
扬的花儿和感人的剧情一下子就激起了我
对许多往事的追忆。

《红军粉》是发生在红军西征转战宁夏
期间的故事：1936 年 10 月，几名受伤的红
军战士在路过西吉县农村时，受到当地老
百姓的收留救护，红军在养伤过程中将南
方家乡土豆加工粉条的技术传授给老百
姓，红军与当地老百姓建立了紧密的血肉
联系。当他们离开时，东家后生也一起参
加了红军。故事虽小，意义却十分重大。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老百姓生活
艰难困苦，人人自顾不暇，善良的百姓能
够冒着“私通红军”的杀头危险，全力救护
红军，这种情怀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表达
的。也许以下四句花儿能够涵盖其中的
渊源。

水有源来树有根，吃水不忘挖井人；
红军流血为百姓，滴水难报涌泉恩。

习近平总书记 2020年 6月视察宁夏时
指出：1935年毛主席率领红军转战宁夏，留
下了“单家集夜话”的红色佳话；1936年红
一、二方面军在将台堡胜利会师。红军长
征在宁夏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红色记忆。要
用这些红色资源教育党员、干部传承红色
基因，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红军
长征和西征期间，足迹踏遍了宁夏南部山
区和中部干旱带，其中先后 4 次途经西吉
（时属隆德县）。红军西征期间，在宁夏南
部山区转战、驻训达半年之久，其中西征红
军在西吉县驻扎 40余天。在此期间，党和
红军的领导人及红军各部队都认真贯彻落
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大力开展群众工作，
不仅保证西征战略目标和各项战斗任务的
胜利完成，而且极大地改善和促进了红军

与回民之间、回汉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涌
现出许多生动感人的典型事例，至今有口
皆碑。《单家集夜话》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
《红军粉》的故事也是其中一例。

我从军队转业后在宁夏党史部门工
作多年。1995年至 1996年，时任自治区党
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宁夏中共党史学会
会长，并主持室内日常工作。在自治区党
委领导下，全程参与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
纪念碑的筹建工作，根据室内分工，由我担
负了考证史实、咨询中央党史军史部门、起
草请示报告、审定碑文碑记、编辑出版书稿
等工作。当然，我所做的这些工作，都是履
行职责的分内之事，毋须称道，但在客观上
也为认定将台堡会师的历史地位和纪念碑
落成尽了绵薄之力，深感三生有幸。当年，
中共西吉县委的许多同志与我们区党委宣
传部、党史研究室的有关人员一道，查阅资
料，考证史实，积极论证，各方奔走，做了
大量工作，终于得到中央党史军史权威部
门认可，中宣部正式批复：同意在西吉县
将台堡修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
师纪念碑。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宁
夏的讲话中，把将台堡会师作为宁夏弥足
珍贵的红色记忆之一，要求我们用这些红
色资源，“教育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我们深受感动，备
受鼓舞。

《红军粉》的原创作者火仲舫先生，是
西吉县将台堡人，他是宁夏著名高产作家，
曾任自治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创作出版文
学著作 20 余部，是我极为赞赏的良师益
友。将台建碑时，他时任西吉县委宣传部
常务副部长，不仅发掘整理了《红军在西
吉》《将台堡会师为何知名度不高》《将台
堡，我的故乡》等文章，还受命与自治区党
委党史研究室邢万莹同志一道，赴京采访
老红军、老同志，求取题词墨宝，撰写了

《晋京求墨散记》，在报刊发表，为将台堡
会师的论证、宣传做了大量工作。我就是
在那时和他相识的，为将台建碑之事，他
和我打过几次交道。据我所知，西吉县委
和政府 1993 年 3 月向自治区党委和政府
报送《关于申请修建红军长征胜利结束纪
念亭的报告》就是他参与起草的。将台堡
会师纪念碑的碑文（《将台堡会师简介》）、
碑记也是他草拟的。他和我一起在我的
办公室里字斟句酌，研究修改《碑文》《碑
记》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我俩也是有
缘，没有想到，20多年以后，我们又在宁夏
关工委宣讲团会聚一起，成为团友。虽然
身在两地（我在银川，他在固原），但在宣讲
团的统一领导安排下，发挥各自优势和特
长，宣讲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共同为
宁夏关心下一代事业奉献余生。他在固原
独当一面，宣讲工作走社区、进学校，跋山
涉水，不辞辛劳，受到自治区关工委领导
赞誉和宣讲团同仁一致好评。他还创办

“钟声工作室”，为培育文学新苗现身说
法，传道授业，尽心竭力，工作卓有成效，
受到各方推崇。

《红军粉》的故事，是火仲舫先生在西
吉县公易镇担任中学老师时，在西冶大队
采访的第一手资料，是收留红军伤员、学会
制作粉条的主人公的儿子亲历亲见的口述
历史，真实可信。根据时间和地点分析判
断，故事很可能发生在将台堡会师之前，驻
扎在将台堡一带的西方野战军某部，3名伤
员在一次战斗中负伤，因部队转移，途经公
义镇时流落下来；3名伤员的姓名、职务和
所在部队，有待进一步考证。

早在 1986年 10月，他就将采访的红军
故事写成《西冶的粉条》和《红粉条》，分别
发表在《宁夏广播电视报》和《固原日报》
上。后来，《红军粉》的故事被收录于上世
纪 80年代出版的《西吉民间故事》中。时隔

30 多年后，他又创作了微电影剧本《粉条
白 粉条红》，发表于 2017年 4月 27日《固原
日报》上。2018年再次修改充实，以《红军
粉》为题发表在《朔方》杂志当年第 9 期。
近年来，他发现对于《红军粉》故事的宣传，
有偏离基本事实，牵强附会，以讹传讹的现
象，为了正本清源，他将原创新闻通讯进行
改编，组织一帮热心人自导自演，排成音乐
广播剧，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承红色
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在这里，我要为西吉县的宣传、文化部
门点赞，正是他们的大美情怀和有为担当，
才使这部特殊题材和样式的文艺作品与公
众见面。

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主题教育的热潮中，我们需要更多的热
心人创作出接地气、有感召力的文艺作品，
也需要有情怀、有担当的职能部门搭建平
台，给予支持。

洋芋粉条细又长，油泼辣子醋调上；
吃着粉条烹烹香，红五星闪耀心上！

数段花儿歌词通俗易懂，曲调优美，与
《红军粉》剧情配合紧密，且极具西吉回乡
风情，听后余音绕梁，令人久久难忘！

作为一名 15 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的老退役军人，今年 89岁、党龄 70年的老
共产党员，我每次收听这个广播剧，都会情
不自禁地心潮起伏，热血沸腾。据悉，宁夏
人民广播电台近日正播放此剧，老朽倍感
欣慰，不胜感慨，浮想联翩，有感而发，吟诗
一首：

追忆长征心潮涌，红军百姓一家亲。
民族团结传家宝，红色基因永传承。

（作者系中共宁夏区委党史研究室退
休干部，现为宁夏延安精神研究会会员）

听播《红军粉》 激起往日情
邵予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