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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明深浅浪，风卷去来云”，寥寥几笔，卢照邻
便将滹沱河的美景跃然纸上。而在滹沱河岸，有这
样一个乡镇，它的占地面积达到全县的五分之一，
有着极其秀美的自然环境与丰厚的历史底蕴，在这
片土地上，有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有爱岗敬业的
时代榜样，今天，我便为大家送上，一张来自峪口的
名片。

“凝心聚力跟党走，砥砺奋进新征程”这句话，
不仅是时代的呼唤，更是我们心灵的共鸣。回首历
史长河，我们的祖国曾经历经无数风雨，也涌现出
无数仁人志士，在荆棘丛生中奋力前行。在峪口
镇也有这样一些革命英雄，甚至有几个村名的由来
也与英雄相关。譬如，高凡村原名寨里村，在抗日
战争期间，有一位以骁勇善战而著称的全县抗日志
士、县敌工部长高凡，常深入敌占区，搜集情报，并
在敌占区建立情报网络。他经常活动于南北两山，
身经百战，威震敌胆。1943年7月，高凡只身深入
聂营日伪据点，活捉伪队长，使百余名伪军反正，加
入抗日队伍。同年秋，高凡又三次进入寨里据点，
陈说大义，策动起义，不料被伪军班长告密。当时，
高凡就住在一间民房中，日军畏惧高凡枪法超人，
不敢从门进入，竟刨房顶入室，紧急关头，高凡破窗
冲出，可在跨越寨墙时不幸中弹牺牲，年仅 35 岁。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缅怀这位英雄，中共代县县委
和县政府将其牺牲的寨里村更名为“高凡村”，以示

纪念。
无独有偶，峪口镇还有一个双徐村原名上曲

村，抗日战争时期，代县四区区长徐廷华和助理员
徐明牺牲在这里。1949 年后，为了纪念这两位烈
士，方改村名为“双徐”。

到现在，高凡村和双徐村的革命英雄纪念碑已
经成为红色教育基地。每年清明时节，峪口镇的学
校都会组织学生们分别前往高凡和双徐进行扫墓、
献花，开展爱国教育，让红色的种子，从小便播种在
每一位孩子心中。

当时间的齿轮转动到今天，峪口镇不仅涌现出
了新的党性教育基地——“段家湾村”，也同样涌现
出许多助力乡村发展的带头人，他们踏着先辈的步
伐，不断为建设家乡贡献自己的力量，特别是我们
的二十大代表，段家湾村支部书记刘桂珍同志。她
身材瘦小却肩挑重担，村民们但凡有点大事小情，
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她。她挎着药箱在山路上奔
波了 45 年，在学校讲台上坚守了 29 年，当了 26 年
的村党支部书记和 19 年村委会主任，数十年如一
日地躬身守望山村，为村内百姓撑起了一片天。

在“抬头看大山、低头见石头”的恶劣自然条件
下，刘桂珍想尽办法带领大家走出贫困。她利用村
内的河滩地，带头试种，在自家承包的 3 分地内种
上了油松树苗。经过精心管护，终于在第三年春天
见到成效，3 分地的树苗竟卖了 7.5 万元。在她的

带动下，种树苗的村民越来越多。她不仅垫钱送
苗，还当起了技术指导员。有人问她为什么敢于做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刘桂珍同志道：“头必须先
带，险必须先冒，因为我是共产党员”。后来，段家
湾村还成立了苗木合作社，注册了以“刘桂珍”命名
的商标，成为远近闻名的育苗基地。到2017年底，
段家湾村贫困户全部脱贫。现在全村种了 120 亩
苗木，脱贫户年人均纯收入超过1万元。

刘桂珍就是这样一个躬身守护、无私奉献的时
代榜样，时至今日，我依然能够记得她和我们讲起
参加二十大的肺腑之言，她说：“能见证我们党和祖
国的伟大时刻，我感到无比自豪，作为党的二十大
代表，这既是光荣，也是重托。让村民的生活富起
来、精神满足起来，这样啊，他们满足了，我也就满
足了。”

刘桂珍书记的一番话令我动容且又大为钦佩，
同时也引发了我对于自身岗位的思考：如何能成为
一名优秀的大学生村官呢？学有所思，行之有向。
工作一年来，我始终走在学习与总结的路上：努力
写好材料，借助媒体平台扩大乡镇影响力；入户走
访，充分了解村情户情，做老百姓的“知心人”；认真
调研摸排，产业发展座谈会上建言献策，助力乡镇
产业高质量发展；协同领导一起组建“矛盾纠纷化
解中心”，走乡村善治之路。正是这一桩桩一件件，
让我在努力摸索中增强工作能力，能够更好地为民
服务办事。村民有需求，自己恰好能助一臂之力，
这种发自内心的愉悦，胜过一切。其实，我们每个
基层人都是一道光，这些光汇聚起来，便照亮了基
层这片沃土。

追古感今，明志笃行。吾辈青年人，定会不负
期望，坚定信念，成为一名合格的青年干部，在基层
这片沃土上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
春力量，为家乡代言，我们一直在路上！

感 受 时 代 脉 动 汲 取 奋 进 力 量

雁门关位于山西省忻
州市代县以北 20 多公里
的勾注山上，是北岳恒山
山脉的西麓，是内地与塞
外、中原与漠北、农耕与游
牧的重要分界线。汉击胡
马，唐御突厥，宋止契丹，
明抗瓦剌，是战略要道，自古兵家必争；昭君
和亲、澶渊之盟，是沟通渠道，向来文人络
绎，游客不绝。

站在关城明月楼上，手起槌落，鼓声响
彻云霄，雄浑辽远，遥想将士们凯旋，把酒言
欢，共赏明月的场景，恍惚间穿越回那个金
戈铁马、刀光剑影的时代。黑云压城城欲
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
上胭脂凝夜紫。昔将军李牧，名垂青史；西
汉名将，卫青、霍去病、飞将军李广，令匈奴
闻风丧胆；杨家忠烈，百世留芳。古今死节
忠良将，为国土争先重任扛。

天险门是雁门关的主城门，明代建筑，
门高 12.5 米，门洞上方额匾书“天险”二字，
为武则天所题。门洞内的青石板是明代原
物，600多年间的清晰车辙印仍然向人们诉说着过
往烟云。高耸入云的天险门背后就有大名鼎鼎的

“中华第一关”匾额。
天险门旁边有镇边祠，镇边祠也称李牧祠。巍

巍关隘耸云天，不教匈奴扰境边。遥想将军穿铠
甲，忠心赤胆抗敌顽。承载着历史与现在的是祠里
的革命传统纪念馆。在1948 年4月6日，毛泽东、
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从延安前往西柏坡
途中，路经雁门关，曾上雁门关城楼观赏，在镇边祠
附近休憩。

地利门旁有宁边楼，宁边楼又叫六郎祠。传说
六郎杨延昭镇守雁门关时，寒冬腊月，敌军却屡次
攻城，宋军不堪其扰。杨延昭在看到军民取水后地
面结冰而获得灵感，命官兵在城墙上浇灌冷水，使
城墙固若金汤，大大增强了防御力量。而今宁边楼
上陈列的几门大炮，炮身斑驳但仍旧难掩其锋芒；
摆放的巨型弓弩、投石车、钢刀战车，尽显冷兵器时
代的残酷。放眼四望，威远楼、校场、点将台、关署，
必定思接千载，心潮起伏。

黄云漫卷，昭君出塞，一曲琵琶泪千行。凭栏
望，叹桑田沧海，记忆深藏。王昭君嫁给匈奴单于
呼韩邪，换来了大汉王朝上百年的边界稳定；澶渊
之盟结束了北宋与辽国在雁门关多次展开的拉锯
战。天险地利，耕牧比邻。看边墙起伏，堞楼控扼，
雄关独立，古道蜒伸。烽火狼烟，和亲互市，玉帛金
戈变换勤。关楼上，问前线后方，谁给区分？

雁门关也是研究历史文化、长城文化、关隘文

化的重要渠道，雁门崖壁
上飘逸洒脱的鎏金草书

“雁门关”三字，据说是毛
泽东主席于 1948 年题写；
汉白玉雕像，以佘太君为
首的杨门巾帼女将，以杨
业率领的杨家须眉男儿，

威风凛凛地诉说着保家卫国、前赴后继的
故事。北伐刘邦、诗鬼李贺、思想家顾炎
武、逃亡的慈禧光绪；革命先辈毛泽东、周
恩来、彭德怀，名人浮雕承载着历史与现
在，也启迪着未来。

瓮城城门又称小北门，是一座明代建
筑，拱形门洞上方嵌有一方镌有“雁门”字
样的青石，门两侧有一副明清书法家傅山
先生手书的“三边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
一关”对联，可以窥见雁门关的险峻和军事
地位。这正是：登临处，楼头垛口凝神望，
古道斜阳青石路，长城横亘乘峰浪。忆往
昔，千载拒胡蛮，声悲壮。

边贸街，青石板铺路，街道两边均为砖
木结构的六檩鞍架瓦房，青砖砌墙，两边设

有饭馆，旅店，皮毛店，茶叶馆等。南来糖布烟酒
茶，北来牛羊骆驼马。商埠经济多门路，财源滚滚
流雁郡。明清边贸有风采，新修酒堡，酒香四溢，南
绍北代，黄酒不赖。剪纸面塑、雁绣手工，融合文
旅，发展非遗。边贸街现在是展示边塞贸易和销售
纪念品的商贸街，邀约四方宾朋，登攀险隘，把酒临
风，振兴吾乡，共谱华章。

雁门一关，雄险苍奇、刀光剑影。历三千年名
播寰宇，经千百战古颜弥新。骚客谪人，遣诗咏
颂。行伍将帅，远来参仰。雁塔碑林，敌楼烽火，随
处可见。游人至此，亦必有感兴矣。

天下九塞，雁门为首。雁门关历经 2500 多年
漫长而不平凡的岁月，亲历了中华民族的风云变
幻，见证了炎黄子孙沧桑变迁的历史进程，邀南北
宾朋、四海友人，都来追寻历史遗迹，眺望长城内
外，感受雄浑壮阔的硝烟弥漫，体味旷世璀璨的文
化瑰宝！

九塞尊崇雁门关 融合文旅谋发展

◆吕靖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