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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刊

元坝子村： 掩埋健儿忠骨的高冈
本报记者 于虹

有名有姓的烈士值得后

人铭记，无名英雄更令人敬

仰。在太白县王家堎镇最北边

的元坝子村，有一座无名烈士

纪念碑，这是为纪念在罗马湾

战斗中英勇牺牲的 100 多名

解放军战士而特别竖立的。4

月 6 日，记者来到元坝子村，

瞻仰这座纪念碑，并倾听当地

老人讲述当年的故事。

1949 年 7 月，扶眉战役

结束后，国民党胡宗南部龟

缩于秦岭，据险扼守，负隅顽

抗。8 月底，西北第一野战军

第十八兵团 61 军 541 团与宝

鸡军分区部队发起了秦岭战

役，攻破胡宗南部队所设的秦

岭防线，胡军残部由咀头溃逃

至靖口、王家堎、李家园一带。

我军追击至靖口，突破敌军

防线。敌 36 军残部又逃窜至

王家堎元坝子村一个叫罗马

湾的地方，挖壕设卡顽抗。8

月 31 日罗马湾战斗打响。解

放军指战员奋勇争先、前仆后

继，冲越孤冈重峦，喋血深沟

宽壑，激战两昼夜，予敌以重

创。10 月 29 日，我军主力在

解放天水、武都后，再度挥师

靖口全歼敌军，将国民党秦岭

防线一举摧毁，靖口、王家堎

一带随之解放。 

72 年前的那场战斗，当年

的战争亲历者、目击者，包括

抬过担架、运过弹药、掩埋过

遗体的村民大都已不在人世。

听一听 78 岁的叶朝忠和

88 岁的杨茂江回忆罗马湾战

斗的一些场景。 

杨茂江老人回想起当年

那段场景还历历在目。当年 16

岁的杨茂江随家人躲在沟里，

一家人住庵棚，白天不敢生火

做饭，害怕招来兵，只能摘山

果充饥，晚上偷偷跑回家捡一

点剩下的东西吃。经过一段提

心吊胆的日子后，8 月 31 日，

从罗马湾方向传来了密集的

枪炮声。 

“战斗非常惨烈，我听大

人说，有一个排的解放军战士

去攻打盘踞在山上的敌人，最

后就回来了两名负伤的战士。”

杨茂江叹息连连地说，1949

年夏天，国民党兵陆续进驻村

子。村里的青壮年跑了，剩下老

人和孩子，但战争的残酷很快

让小孩也能感受到。1949 年

7 月，太白下了大雨，去汉中的

路被水冲断了，从山外来的胡

宗南残部两个团的兵本想逃往

汉中，却被大水挡在了这里，过

不了河。他们分别把守在红崖

山和仝家湾，抓农夫，拆民房，

修工事，埋地雷，还收地里的庄

稼，准备负隅顽抗。老百姓家里

藏的洋芋和黄豆，也被大兵们

抢光吃光，有的家里门窗、家具

被拆卸下来用于取火；还有的

村民到田里干活时，不幸踩到

地雷被炸死了。 

罗马湾战斗结束后，因

非常原因，遍布山冈的解放军

战士遗体没能够及时掩埋。后

来，由村民自发组织，就地埋

葬了 100 多具解放军战士遗

骸。这 100 多名无名英雄，从

此就长眠在罗马湾。每年清明

时节，不少干部群众都会自发

来到无名烈士纪念碑前扫墓

祭奠。

张谢村：回荡烈士壮歌的山坡
毛丽娜

张谢村地处陈仓北塬，

72 年前，这里曾发生过感人

至深的革命故事。有一位人民

英雄，名叫张宗，他十来岁时

就积极参加了革命，在一次带

领游击队员转移途中，陷入敌

人重围，不幸被俘，宁死不屈，

最终惨遭杀害，牺牲时年仅 30

岁。张宗爱国爱家、守护家园、

关爱乡亲，为了理想信念不惧

生死的精神，让子孙后代永远

铭记。

近日，笔者前往陈仓区周

原镇张谢村，听张宗孙子张星

讲述发生在 1949 年 3 月的故

事……

张宗生于 1919 年 1 月，

张谢村人，自幼家境富裕，还

进过私塾学文识字。十多岁

时，张宗就赶着牲畜去卖盐，

哪家人没有钱，他就分文不

收，哪家人过得不宽裕，他就

只收一点钱。一次，他去甘肃

一带贩盐，途中结识了共产党

在西北地区的领导人，自小走

南闯北的张宗憎恨国民党的

反动统治，年少的他积极参加

了革命。他以卖盐为名隐藏自

己的真实身份，暗地里为党组

织运输物资、打探敌情。同时，

他和另外两名村民刘碎合、谢

周田一起加入了共产党领导

的宝鸡县游击队。为隐藏身

份，他称自己为“张绪娃”。 

抗日战争胜利后，20多岁

的张宗担任宝鸡县游击队中队

长。为解决部队枪支弹药不足

的问题，张宗时常从家里拿钱

购买枪支。同时，他接到上级组

织命令，清剿附近的土匪头子。

1948 年 9月，经党组织批准，张

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 年 2 月，游击队 200

余人被敌伪县自卫团包围，队

伍一部分奉命正面御敌，张宗

和刘碎合、谢周田等人担负掩

护部队撤出突围。游击队边

打边撤，激战至天黑。为了保

存这支革命力量，西府地委

指示宝鸡县游击队转移。张宗

带着队员走到周原油坊村时，

被敌人的骑兵巡逻队发现，双

方随即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

由于敌军数量庞大，张宗、刘

碎合和谢周田不幸被捕。在酷

刑面前，张宗坚贞不屈，面对

敌人的刑讯逼供，虽然他掌握

着宝鸡县地下党的人员名单，

但却没说一个字。恼羞成怒的

敌人，把他们三人带回村子杀

害，以震慑共产党人。1949 年

3 月 2 日，3 位革命者 30 岁

的张宗、29 岁的谢周田、24

岁的刘碎合英勇牺牲。

1949 年宝鸡解放后，张

宗的父母在家里的柴草堆和

炕眼里发现了二三十杆枪和

四五千发子弹，他们将这些

东西全部上缴给国家。新中国

成立后，经陕西省人民政府批

准，张宗、刘碎合、谢周田被追

认为革命烈士。

教坊村：倾洒勇士碧血的田野
本报记者 于虹

经过几场春雨的滋润，关

中平原上的麦苗绿得醉人，充

满勃勃生机。日前，记者一行

沿着公路，来到了渭河畔的眉

县金渠镇教坊村，闻着泥土的

芬芳，看着烂漫的山花，干净

整洁的村庄很难让人联想到，

这里曾经是枪林弹雨、危机四

伏的战火前线。

1949 年 7 月，扶眉战役正

在进行中，教坊村发生了一场

激烈战斗。战斗中，第一野战

军第一兵团第一军第一师三

团特务连的战士们，歼灭了盘

踞在教坊村的敌军残部，为主

攻部队占领眉县开辟了通道。

这场战斗中，14 名战士献出

了生命。

7 月的西府大地，酷暑难

耐，我军三团特务连战士们

忍着饥渴，紧跟部队追击逃

敌。部队行进至眉县槐芽镇

时，战斗又打响了，连长李有

才带着战士们渡过西沙河，

迅速占领了河对岸的高地，

掩护大部队渡河向西前进。

在这时，他们得知教坊村还

驻扎着敌 61 师的残部，于是

迅速研究作战方案。大家一

致认为，占领了村里的庙宇，

就可以夺取教坊村，才能保

证大部队侧翼安全。于是李

有才带领连队战士迅速转移

到教坊村。

李有才一声令下，战斗打

响。随着两发炮弹打进敌群，

战士们发起冲锋，一场恶战随

即开始，不幸的是，李有才被

敌人炮弹击中，英勇牺牲。战

友们见此，怒火中烧，直冲进

庙宇中。此时，庙宇里的敌人

被战士们的豪迈气概吓破了

胆，纷纷溃逃。战士们乘胜追

击敌人时，又有两名战士牺牲

了。大家没有因此退却，而是

立即调整兵力，重新战斗，奋

勇杀敌。经过激烈的战斗，战

士们最终占领了教坊村，并消

灭了逃敌。

在团部祝捷大会上，团部

授予李有才等 14 名战士“14

英雄”称号，号召全国战士向

“14 英雄”学习。至今，14 名

战士奋勇杀敌的故事还流传

在教坊村。

教坊村党支部书记苏卫

军说，以前听村里的老人讲

起过，战斗结束后，村里的老

人回到村子时，山沟里、田地

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士兵尸

体。有的还睁着眼睛，像活着

一样，他们手中仍紧握着枪，

如在战斗一般。小时候听到

这些，就觉得那场战斗特别

惨烈。

在扶眉战役烈士陵园里，

还存留着李有才的照片以及他

的简介：“李有才，山西省五寨

人，第一野战军连长，在扶眉战

役战斗中光荣牺牲。”

如今的教坊村已经找不

到当年战斗留下的痕迹，可这

些战士在这里战斗的故事却

一直流传着。

青山翠谷中的村庄编者按 ：正是踏青郊游的季节，不

妨到那些坐落在青山绿水中的村庄，

去聆听春风传颂的红色故事，在草长

莺飞的浪漫春光中，缅怀革命先辈们

留下的荡气回肠的往事。

太白：推广红色广场舞
本报讯 日前，来自太白县各镇、

社区以及文艺团体的 100 多名文化

骨干，会聚在太白县体育场，大家集

体学习舞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见右图）。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进一步深化“文化进万家”活动，

活跃城乡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太白县

文旅局和文化馆在全县开展舞蹈培

训活动。他们选取了《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歌曲，抽调专人编排出

易学的舞蹈，再组织各镇、社区以及

文艺团体的 100 多名文化骨干，集中

进行舞蹈培训。这些文化骨干，将把

这支舞蹈传授给广大群众，让喜爱广

场舞的群众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传唱

红色歌曲，激发爱党爱国情怀。

据悉，太白县将结合党史学习教

育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群众文

化活动，在丰富党史学习教育载体的

同时，高举“红色旗帜”，讲好“红色

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

精神”。

                           本报记者 于虹

人文宝鸡
REN WEN BAO JI

还记得那些红色往事

如今干净整洁的教坊村曾是李有才等人浴血奋战的地方

张星在爷爷墓碑前讲述那些感人至深的革命故事

清明时节，当地群众自发来到无名烈士纪念碑前祭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