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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刊

群众绘百米长卷庆“七一”

千幅图片忆岁月
6 月 23 日，渭滨区“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展览”在
市人民公园九龙广场开展。120 余
块展板、1200 多幅精美图片，再现
了渭滨党员干部及“一五”与“三线”
建设时期渭滨区的重点企业干部职
工，在党的领导下砥砺前行所取得

的辉煌成就。整个展览分为印象篇、
发展成就篇、荣誉篇和展望篇等。

据悉，此次展览在市九龙广场
展出 3 天，6 月底至 7 月初将在市
行政中心广场、炎帝园广场等地陆
续展出，欢迎市民观看。

本报记者 卢志平

发生在麟游的红色传奇（上）
张全省

凤县举行
红色歌曲比赛

6 月 2 2 日 下 午 ，凤 县 庆 祝 建 党 1 0 0
周 年“ 唱 支 山 歌 给 党 听 ”红 色 歌 曲 大 家
唱 比 赛 在 凤 县 羌 文 化 演 艺 中 心 举 办 。

比赛现场，来自全县各系统的 14 支合
唱队伍用歌声表达对党的热爱。《走向复兴》 

《我和我的祖国》等红色歌曲，以昂扬奋进的
曲调和歌词，带领观众重温百年党史，感悟
初心使命。

                      （于虹 马蔻）

陈仓荟萃

书画班里翰墨香
“我们今天来学习山水画的

绘画要领……”6 月 18 日，金台
区中山东路街道瓦场街社区书画
班里，国画老师李卓正在对学员
创作的庆祝建党百年书画作品进
行点评讲解。这是该社区开展的
书香社区建设的一个掠影。

该社区自 2015 年 3 月开始，
常年开办老年书画班和党员书画
班，辖区内老年人和居民随时可

来 免 费 学 习，6 年 来，共 有 1000
多人次参加书画学习。瓦场街社
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纳宝
华介绍，依托书画班，社区每年都
举办书画展，对学员们的作品进
行展览、评比、表彰，既丰富了居
民的日常生活又提升了大家的文
化素养。“七一”前夕，社区还将举
办“丹青绘党史书画展”。

王秀芳 摄

扶风籍画家为家乡赠书
本报讯 6 月 20 日，《安新龙

国画选》赠书座谈会在扶风县举

行，扶风籍画家安新龙为扶风县

档案馆、扶风县图书馆、扶风高中

等 11 家单位赠送了自己的作品

选，回报家乡。

安新龙为扶风县午井镇人，

现为陕西省和甘肃省美术家协会

会员、中国书画研究院一级美术

师，曾多次参加省内外书画大展

并获奖。

《安新龙国画选》收录了作者

近几年精心创作的牡丹等国画作

品 138 幅，其画作色彩绚丽，意境

情韵深邃，从多角度反映了他热

爱生活、追求艺术的创作成果，展

现了作者执着艺术、向往美好的

精神风貌和高尚艺术追求。安新

龙说，自己的艺术成就离不开家

乡周原沃土的滋养，他将一如既

往地多出好作品。

 （于虹 高媛媛）

“ 风 雨 侵 衣 骨 更 硬，野 菜 充 饥 志 越
坚。官 兵 一 致 同 甘 苦，革 命 理 想 高 于
天……”6 月 20 日，金台区中山西路街
道 长 青 社 区 举 办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年文艺会演，社区居民自编自演
情 景 剧《 长 征·过 雪 山 草 地 》等 16 个 节
目，表达出对党的热爱和永远跟党走的
信念。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青社区
党总支创新方式、丰富载体，先后举办了

“ 学 党 史、感 党 恩、跟 党 走 ”微 诵 读、“ 讲
党史故事 做强国青少年”演讲比赛、“浓
浓 端 午 情 永 远 跟 党 走 ”主 题 教 育 等 活
动，让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祝嘉 摄

我市书法家作品入展全国展览
本报讯 6 月 19 日上午，“伟

业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书法大展”在北京中国国家博

物馆开幕。我市书法家符浩作品

入展。

展览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图

书馆、中国书法家协会共同举办，

共有 479 件主题展品。展览分四

个篇章，第一篇章“百年辉煌”，

第二篇章“崇高信仰”，第三篇章

“光昭九域”，第四篇章“地方系列

展”。符浩作品入展第二篇章“崇

高信仰”。符浩毕业于中国美术学

院山水专业，现为陕西省青年书

协副主席、宝鸡市书协副主席、陈

仓区书协主席。今年 3 月份收到

组委会入围通知后，符浩按照组

委会要求，开始挖掘革命历史，探

寻革命先烈事迹。他专程前往咸

阳三原县采集素材，搜集革命先

烈史可轩的革命事迹进行主题创

作，撰写了 582 字的文章《革命的

“黑狮子”史可轩》，文章通过了专

家组评审，他将其转化为书法作

品并入展。据了解，展览时间从 6

月 19 日至 7 月 19 日。 

     （毛丽娜）

自编情景剧颂党恩

民国时期，由于麟游山
大沟深、土地贫瘠 , 国民党
统治腐败，导致匪患严重，
人民深受其苦。于是，共产
党人在这里领导开展革命
斗争，发生了许多红色传奇
故事。麟游因此被命名为宝
鸡首个革命老区县。

“几经奋起几颠沛，愧
无良平智量深，引颈辞世诚
快事，瞑目庆祝红旗飞！”
这是领导第一次麟游起义
的共产党员王泰吉临刑前
写下的豪气干云的诗句。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
央召开“八七”会议，确定开
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
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为贯
彻落实“八七”会议精神，中
共陕西省委决定在陕西各
地举行武装暴动。按照省委
指示，1928 年 4 月，在陕军
甄寿珊部教导团从事兵运
工作，担任一营营长的共产
党员王泰吉，利用部队围剿
陇县股匪途中移驻麟游县
城的机会，联合教导团 8 名
共产党员，率该营军官队、
军 士 队、学 生 队 及 营 部 部
分官兵 60 余人发动起义。
王泰吉是陕西省临潼县北
田 镇 尖 角 村 人。1924 年 5
月 考 入 广 州 黄 埔 军 校 第 1
期，在他离开西安前，曾写
下“七尺男儿汉，足立天地
间 ；满目不平事，蹈覆待何
年？”诗句，表达自己的心
愿。到校不久便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 ；同年冬，被派到驻
河南开封的国民二军学兵
营任排长。他在所在连队组
织党的外围组织“青年军人
联合会”，开展革命活动，参
加成员达 40 余人。起义部队
原本打算在陕甘边界建立
游击根据地，发展革命武装
力量，因遭敌阻击而失败。
麟游起义虽然失败，但它打
响了西府地区共产党人武
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
一枪，鼓舞了共产党人开展
武装斗争的信心，为共产党
人组织武装起义和兵变提
供了经验，锻炼了干部。王
泰吉并没有因此气馁，他悄
悄途经西安时，没有回家里
去看望父母，只给他们写了
一封信 ：“男尝谓天下事，
危然后安，勿图苟安 ；乱则
思治，勿图小治。男以身贡
献社会，生死利害，在所不
计。”表达出继续坚持革命
的坚定志向。他参加了渭华
起义、耀县起义，和唐澍、刘
志丹等人建立西北工农革
命军，斗土豪、杀劣绅、分粮
食，创建红色政权，成为陕
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
之一。1934 年 1 月，为扩大

革命武装力量，王泰吉主动
要求到豫陕边做兵运工作，
在途经陕西淳化通润镇时被
捕。在被关押期间，任凭敌人
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他丝毫
没有丧失共产党员的气节，
于同年 3 月 3 日被秘密杀害
于西安，年仅 28 岁。

“ 革 命 为 天 下 人 谋 太
平。我以一家之破败，换取
大多数人之幸福，何乐而不
为。” 这是革命斗士赵伯经
面对敌人对其家人进行迫
害时说的话。

1903 年出生于麟游县
城北街一个书香之家的赵
伯经，父亲是清末举人、同
盟会会员，其家境殷实，并
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赵伯经
在幼年就萌生了投身革命
的思想。1921 年考入三原
省立第三师范，受“五四”运
动新思想熏陶，积极参加共
产党人领导的革命活动，参
与了驱逐军阀吴新田的斗
争，利用假期回到麟游，在
西巷高小教职工中组织“雪
耻救国会”，进行爱国主义
宣传。1925 年加入了共青
团，第二年经张仲实、赵宗
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 革 命 失 败 后，1927
年 8 月，赵伯经回麟游在县
立高小成立了中共麟游小
组并担任组长。翌年 2 月，
在中共岐山特别支部帮助
下，成立了中共麟游支部干
事会，刘耀庭任书记，赵伯
经任组织干事。

1928 年 4 月，王泰吉领
导的麟游起义失败后，中共
陕西省委机关被破坏，党员
名单被搜出，赵伯经涉嫌被
捕。在狱中尽管受尽酷刑，
但他立场坚定，始终没有暴
露党员身份，更没有泄露党
的机密，后在党组织营救和
进步人士保释下出狱。回到
麟游后，他总结革命斗争的
教训，悟出“要干革命，非抓
枪杆子不可”的真理。1929
年他说服叔父变卖部分家
产，自购枪支，联络王乐天、
刘章天、高超等党员为骨干，
动员一批青年学生与贫苦农
民，组织武装力量，赶走县长
邵攀桂，收缴县政府和一些
散兵的武装。1930 年 2 月，
赵伯经参加了“西北民军”，
任警卫第三营营长兼麟游县
县长。把一些共产党员安排
在营部和县政府工作，大力
改革弊政，废除苛捐杂税，
惩治劣绅土豪，剿除窜扰贼
匪，博得民众的赞扬。

1930 年 11 月，由 于 甄
寿 珊 遇 害，“ 西 北 民 军 ”解
散。赵伯经进入杨虎城部驻
防麟游的赵慧生团做兵运

工作。在赵慧生以换防开差
费名义，向全县摊派银两、
棉被等物，而麟游民众饥荒
严重，穷困潦倒、怨声载道
情况下，趁赵慧生去彬县旅
部开会之机，赵伯经召开营
党支部会议，决定举行武装
起义，并计划将队伍拉至陕
北，与刘志丹部会合。同年
12 月，全营指战员按照计划
从北门冲进县城包围了团
部，击毙了顽固的警卫队长
陈生华和副团长杨德武，在
收缴机炮连 30 多支枪和 4
门迫击炮后撤出城外。王乐
天、魏含忠带领队伍向北转
移，计划与陕甘和渭北游击
队会合，创建红区 ；后因敌
人重兵“围剿”，力量悬殊，
遂隐藏武器，疏散人员，保
存力量，以待时机。

国民党民团在“追剿”
起义部队时未抓获赵伯经，
便 把 他 家 房 屋 20 余 间 拆
毁，并严刑逼死其妻，他不
满两岁的孩子也随之夭亡。
1932 年 8 月他按照陕西省
委指示回麟游组织 30 多人
的游击队继续革命斗争。后
来 游 击 队 日 益 壮 大，1933
年 6 月已达 120 多人。他们
打土豪、分粮食，救济灾荒，
并发动群众，抗粮抗款，国
民党反动派极为恼火，为此
挖了赵伯经家的祖坟，将其
祖父与父亲的骸骨弃于荒
野，并将赵家的房舍全部拆
毁，还把机枪架在他母亲的
肩上射击，将其折磨而死。
但这并没有丝毫动摇赵伯
经的革命意志，他继续坚持
对敌斗争。1934 年后，赵伯
经先后担任中共麟游总支、
特 支、工 委 和 中 共 西 府 工
委书记、西府总队司令员。
1944 年 10 月，中共关中地
委调赵伯经回到陕甘宁边区
工作，受到毛泽东主席和朱
德总司令的接见。新中国成
立后，赵伯经担任彬县军分
区司令员和行署专员、陕西
省政协秘书长、陕西省委统
战部副部长。不论在什么地
方担任什么职务，赵伯经都
能对党忠诚，一心为民，勇敢
战斗，百折不挠，被人们称为
西府的革命斗士！ 

“你们不要为我担心，
正义的事业终究要取得胜
利！”这是麟游县委书记王
乐天临刑前留给儿女的话。

1905 年出生的王乐天
是麟游县河西乡上庄村人，
年 幼 时 天 资 聪 颖，成 绩 优
异，深得老师喜欢。原本打
算上完高小后去三原求学，
但因父亲去世后，他看到母
亲日夜操劳，决定暂时放弃
学业帮母亲劳作。这期间，

较他年长的同学赵伯经、刘
耀庭常向他介绍共产党人
在渭北历史文化名城三原
的活动情况，并送给他进步
书刊，还让他参加“雪耻救
国会”，激发他追求新文化、
新思想的热情。王乐天不想
放弃学业，就在高小毕业后
选择离家较近位于凤翔县
城 的 省 立 第 二 中 学 上 学。
1927 年 3 月，王乐天再次因
家中生计被迫休学，后由知
名人士举荐到县立高小当
教务员。这年 8 月，共产党
员赵伯经、刘耀庭等回到麟
游开展革命活动，进入县立
高小任教。在赵伯经的影响
下，王乐天对参加共产党充
满了期待，在 23 岁那年如
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担任
学校党支部书记后，王乐天
团结进步师生，同敌人开展
针锋相对的斗争。利用周末
或夜间，他组织党员和进步
学生在县城外的火星庙、药
王洞等处秘密集会，学习革
命知识，宣传共产主义，甚
至把革命传单贴到县衙门
前。党组织也迅速发展，共
产 党 员 由 支 部 成 立 时 的 7
名发展到 20 多名。 

 1930 年 春，王 乐 天 奉
命打入甄寿珊部警卫第三
营，秘密传播革命思想，并
发展了一批新党员，这些人
后来大都成为武装斗争的
骨 干。1931 年 12 月，王 乐
天参加第二次麟游起义。起
义失败后，1932 年 8 月，王
乐天和赵伯经召集原起义
骨干，成立了麟游游击队，
赵伯经任队长，王乐天着重
抓党支部工作。游击队不断
发展壮大，在与敌人进行艰
苦斗争中，大灭敌人威风，
巩固发展革命武装力量。

1938 年 8 月，王乐天从
延安“抗大”学习回来后担
任中共麟游县委书记。他带
领县委一班人，积极贯彻执
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政策，与国民党麟游县县长
温亚儒及其上层人士交朋
友 ；选派共产党员进入国民
党政权和军事部门担任要
职。游击队也进入县城，改
为常备队。赵伯经任县兵役
科科长兼常备队长，王乐天
兼常备队分队长，他们利用
公开合法的身份和一切不
利抗日及危害群众利益的
行为进行斗争。

 （未完待续）

（作者为宝鸡文理学院
教授，宝鸡市延安精神研究
会、陕西省重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研究员。）

6 月 23 日，一幅由百余名居
民 参 与 其 中 绘 就 的 百 米 书 画 长
卷，亮相于渭滨区清姜街道凌云
社区的活动广场。这幅长卷集合
了 60 余 幅 书 法 绘 画 作 品，其 中
有的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有的讴
歌党的丰功伟绩，有的寄情于山

水诗歌，还有的是居民学党史的
真实感悟，这些内容无不抒发着
对 党 浓 浓 的 热 爱 之 情。据 了 解，
这 是 该 社 区 以“ 翰 墨 飘 香 庆 百
年”为主题举办的喜迎建党百年
庆祝活动之一。

 本报记者 罗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