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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县金渠镇 ：

扶眉战役烈士栗政通牺牲地   本报记者 麻雪

春日的眉县金渠镇樱桃

花缤纷盛开，灿烂如锦，猕猴

桃嫩绿的枝叶爬上了支架，

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看今

朝，忆往昔，74 年前的夏天，

栗政通作为第一野战军第 1

兵团 6 师 18 团独 1 营的营

长，在扶眉战役金渠镇战斗

中英勇牺牲。

栗政通是河北平山县

人，1923 年 出 生，1937 年

入伍，1949 年牺牲。记者翻

开近年来由中共金渠镇委员

会、金渠镇人民政府编印的

《醉美金渠》一书，在“红色金

渠”部分，看到有关栗政通烈

士的生平介绍，品读这段文

字，敬佩感油然而生。记者了

解到，金渠镇即将建设“家风

馆”，计划陈列、展示栗政通

的英勇事迹。结合相关史料

记载，栗政通烈士的事迹浮

现在眼前。

1949 年夏天，关中大地

炽热的空气里弥漫着紧张的

气氛，在扶眉战役金渠镇战

斗中，栗政通营长率独 1 营，

奉命负责控制马家山制高点

的任务。但是，在他们接受

任务的同时，马家山早被敌

人抢先占领，栗政通他们刚

接近二郎沟边，就被敌人的

火力封锁住了前进的道路。

为了完成阻敌退路达成聚歼

敌军的战斗任务，我军战士

向马家山制高点发起连续冲

击。在这场金渠镇战斗中，

栗政通带领战士包围歼击敌

第 165 师，经过一夜激战，

于次日拂晓歼敌大部分，并

俘虏了敌师长孙铁英及部下

2200 余人，取得辉煌战果，

但也付出了巨大牺牲。

栗政通作为一线指挥

员，带头冲锋，英勇杀敌，最

终腹部和头部等多处中弹，

伤势严重。栗政通在负重

伤时, 告诉政治干事花玉

春:“你告诉李教导员, 我

是不行的了! 现在我把这

支部队带得能打仗了, 这

次我牺牲了，叫他好好地

领导，完成光荣的任务。我

牺牲了不要紧，中国还有

四万万五千万同胞，革命还

是会胜利的。”英雄栗政通为

了人民解放事业，在 26 岁的

韶华之年壮烈牺牲。

记者还了解到，在扶眉

战役纪念馆，珍藏着一支黝

黑的钢笔，它的主人就是栗

政通。这支钢笔曾跟随着栗

政通走过漫长的岁月，是他

喜爱的随身物品。在 2018 年

出版的《眉县文史资料精编》

中，记者看到相关记载 ：在

栗政通英勇受伤时，他叫政

治干事花玉春交给战友一

张照片，照片的背后有一段

话 ：“……将自己最宝贵的

生命献给祖国。当我咽下最

后的一口气时，就让这个寸

身的灵魂愉快地漂泊吧。” 

落款为“生前的表白”“政

通”“四九、四、廿七日”。

可以看出，栗政通在生命

最后一刻是平静的，也是安详

的，在他的字里行间，充满了

一位革命战士坚定的信念，体

现了甘为祖国和人民的解放

事业冲锋向前，随时献出自己

生命的大无畏精神。

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

随风散去，如栗政通一样，在

扶眉战役中牺牲的三千多名

战士，他们为党和人民的事

业满腔热忱地奋斗，直至生

命的最后一刻。扶眉战役纪

念馆里的这支笔，依然向大

家“诉说”着栗政通勇往直

前、不怕牺牲的故事。

站在今日的金渠镇大地

上，看着眼前繁花如锦的春

日，如今的金渠镇先后荣获

国家、省级多项荣誉，是宝鸡

市猕猴桃产业十强镇、市级

文明村镇等。我们不能忘记，

历史不会忘记，曾经的牺牲、

奋斗，换来了今日的祥和。在

这片土地上，人们将不断努

力拼搏，一起建设更美丽的

家乡。

凤县凤州村 ：

地下党员赵德懋在此发展党员   本报记者 张琼

近日，凤县凤州镇凤州村

入选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名

单。凤州村是个颇有故事的村

庄，这里不仅有凤县革命纪念

馆、刘家大院、凤县博物馆、凤

州文庙、老县衙等景点，还可以

听到不少红色故事。共产党员

赵德懋烈士的事迹就流传在

这里，赵德懋生前在凤州村教

书育人、培养党员、宣传党的思

想，颇受当地人敬佩、怀念。

沿凤州村整洁道路前行，

可以看到一座学校——凤州

镇民族小学，这座小学的前身

叫西街小学，正是赵德懋曾工

作生活的地方。学校里有一棵

茁壮繁茂的核桃树，不知它

是否“目睹”过赵德懋的青春

往事。1908 年，赵德懋生于

双石铺镇傅家碥，后考入省立

第五师范学校读书。凤县县委

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介绍：

“赵德懋于 1930 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入党不久，赵德懋被

选为校党支部组织委员和中

共陕南特委委员，他的住处

也成为陕南特委秘密活动地

点。”1933 年，陕南特委为保

存壮大革命力量，派赵德懋回

家乡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在凤州村，赵德懋以西街

小学训育主任的身份作掩护，

在家乡发展共产党员、宣传党

的思想。90 年前的一个夜晚，

赵德懋和教师朱致和谈心，两

人谈到了国家前途命运，赵德

懋谈吐间的学识和思想觉悟，

使朱致和大为折服，赵德懋动

员朱致和加入中国共产党。随

后，赵德懋又发展了白三复、

马俊武、龙芳声等 7 人加入中

国共产党。在凤县革命纪念馆

里可以看到一组人物雕塑（见
右图）：几位青年围坐在石桌

旁、大树下，神情庄严，仿佛正

在商量着什么，这组雕塑展示

的正是中共凤县支部委员会

建立时的情景。1933 年 5 月

中旬，赵德懋等人在凤州城西

门外河边召开党员会议，成立

了中共凤县支部委员会，赵德

懋任书记。党组织成立后，又

发展了窦煦、董汉士、王鹏等

人为中共党员。

凤州镇民族小学里，有一

本编于上世纪80年代的油印版

校志，翻阅这本校志，可以了解

赵德懋在校园里的革命事迹。赵

德懋在学校传播进步刊物、给学

生教唱革命歌曲、开展“演讲会”

活动等，赵德懋与进步师生的足

迹遍及双石铺、王家坪、留凤关

等地。党组织在学校的活动引起

了当地国民党党务指导员刘慕

唐的注意，便安插亲信马映吉到

西街小学监督师生，马映吉给学

生教错字、讲错题，学生如果提

出问疑或唱革命歌曲，就会遭到

马映吉的鞭打、暴晒等惩罚，学

生对其十分痛恨。赵德懋便引

导学生自治会，将马映吉赶出

学校，“我们不要这个误人子弟

的白字先生！”“把马映吉赶出

去!”随着学生们的喊声，马映

吉逃之夭夭。

前进的道路上往往充满

了荆棘坎坷。1933 年 11 月 6

日，县保安队突然包围了西街

小学，赵德懋和党员陈庆五连

夜翻墙出走，奔往天水。临走

前，赵德懋叮嘱妻子把党的文

件保管好，千万不能落入敌手。

赵德懋一行人在路过唐藏时，

不幸被当地豪绅看见并告密，

赵德懋、陈庆五两人在天水被

捕。1935 年正月初一，在天水

第三监狱，赵德懋等人组织、领

导了“天水监狱暴动”，80 多

人愿意当红军，赵德懋宣布成

立“陇南人民抗日第一支队”。

这支队伍急行军一天一夜后，

被追兵包围，赵德懋命令部队

分散突围，自己带骨干人员作

掩护，终因寡不敌众落入敌手。

1935 年 2 月 10 日，赵德懋等

15人在天水被敌人杀害。那一

年，赵德懋年仅 27岁。

如今，赵德懋烈士逝世已

有 88 年。日前，记者在凤县革

命纪念馆里，看到了赵德懋的

照片资料，赵德懋戴着黑框眼

镜，文质彬彬，颇有知识青年

儒雅沉静的气质。凤州镇民族

小学内，亦有赵德懋的革命事

迹宣传栏，师生们经常学习赵

德懋烈士的事迹。斯人已逝，

但烈士的故事一直在凤州村

流传。

扶风大同村 ：

舍己救人烈士卫来虎的家乡   本报记者 罗琴

人文宝鸡
REN WEN BAO JI

花开草绿风暖时，正是出门踏青的时节。

我市有不少自然风光秀美、红色文化丰富的

村镇，如凤翔紫荆村、麟游丰塬村、岐山刘家

塬村、凤县凤州村、眉县金渠镇、扶风大同村

等。在这些村镇，有一批被当地人念念不忘的

英模，他们或在村庄里浴血战斗、或开展党的

地下工作、或舍己救人英勇牺牲……清明节

即将到来之际，我们走进烈士当年曾战斗、工

作、生活的宝鸡村镇，了解村庄与英烈之间的

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访 寻烈士足印红色村镇  

“村里的老人总是将烈士

卫来虎的英勇事迹讲给后辈

听，村里老少在榜样力量的

感召下，年年学先进比干劲，

形成了向上向善的好村风。”

扶风县段家镇大同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孙岳奇如是

说。清明节即将来临之际，记

者在访红色村庄、寻英烈足迹

时，在大同村听到了舍己救人

烈士卫来虎的事迹。卫来虎勇

救落水者，牺牲于 1985 年。近

40 年来，他的事迹一直被当

地人铭记，并成为村民学习的

模范。

三月的大同村满目青翠，

山花烂漫。卫来虎1954年出生

于大同村，他从小热爱劳动，乐

于助人，颇受乡邻喜爱。1985

年 3月 21日晚，恰好村上放电

影，12 岁的学生邓宏让看完

电影在回家途中，不慎掉入宝

鸡峡引渭渠道两米多深的水

中。当时渠水冰冷刺骨，水流湍

急，邓宏让危在旦夕。紧急关

头，闻讯赶来的几位青年农民

因不识水性，只能采用绳索、木

棒沿岸搭救，由于天黑，加之渠

深、流急，邓宏让小小的身体在

水中扑打，越漂越远。就在这

时，卫来虎飞快跑来，纵身跳入

水中，奋力向邓宏让游去。卫来

虎大概游了 40多米后才赶上

邓宏让，他双手托着孩子向岸

边游来，由于渠深岸陡，无法上

岸，在冰冷的水中，卫来虎抱着

孩子坚持了半小时之久，精疲

力尽。后来，其他村民下水相

助，当把邓宏让用绳子拖上岸

时，卫来虎因体力不支，难以靠

岸，最终被激流吞没。

孙岳奇说：“听村上老

人说，当时群众打着灯笼、点

着火把，沿渠道边跑边喊，村

里组织了一支 20 多人的抢救

队，后来才在一座桥下找到卫

来虎的遗体，而他的生命也永

久定格在了 31 岁。”孙岳奇回

忆说，发生此事时自己 12 岁，

在上初中。大同村男女老少闻

讯都十分悲痛，不少人放声大

哭。安葬卫来虎时，群众自发

捐款 400 余元。扶风县里召开

了追悼大会，号召全县人民向

卫来虎学习，民政部追认其为

革命烈士。

“我记得当时学校组织我

们去给烈士敬献花篮，好多人

都是热泪盈眶，我心里非常崇

敬卫来虎，也想着自己应该努

力为群众做好事。”孙岳奇说，

2021 年，他当选为村党支部书

记兼村委会主任，除了年年清

明节组织村里党员队伍去扶

风烈士陵园为烈士们敬献花

篮、缅怀先烈外，他还常常在各

种大会上号召大家向先进学

习，以模范为榜样。“我们村上

年年都要评选道德模范、‘好婆

婆’‘好儿媳’等先进也是层出

不穷。”孙岳奇告诉记者，由于

榜样的引领，村上风气十分淳

朴，邻里之间舍己为人、相互帮

助的风气十分浓厚，一轮明月

已成满天繁星。“村民王小莉无

私奉献，精心照顾五保户聋哑

老人；田琼因公公和丈夫常年

在外，一人在家照料孩子和常

年生病的婆婆，毫无怨言……”

说起村里的好人好事，孙岳奇

滔滔不绝。

“我们村上获评县级文

明村，正在创建县级‘四美’

红旗村、‘十村’示范村，还

在筹备建设家风馆。”孙岳奇

说，村上还有一位烈士徐建

科，未来的家风馆将陈列卫

来虎、徐建科等烈士的相关

物品，届时欢迎大家来参观

学习，继承先烈敢于牺牲、无

私奉献精神，从而倍加珍惜

现在的美好生活。

编者按

扶眉战役纪念馆里栗政通的钢笔

大同村一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