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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日，何家村里麦苗葱茏，

油菜花开得正盛，远远可见村委会

屋顶上“讲红色故事 靠产业富民”

十个大字。何家村党总支书记苗保

岐介绍：“村上红色文化资源丰富，

从解放战争至今，上过战场的有

15 人。去年 6 月底，村上建成了何

家村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已有近万

名学生、党员、群众前来参观，红色

文化成为何家村凝心聚力的宝贵

财富。”

英模的军功章和茶缸
“你看，这是参加过解放战

争、抗美援朝战争英模的军功

章。”4 月 18 日，村民苗晓智从

村史馆展柜里小心翼翼取出三枚

军功章、纪念章。

其中，有两枚勋章的主人叫

苗栋芳，一枚上有“抗美援朝纪

念”字样，一枚上有“和平万岁”

字样。虽时隔多年，但纪念章整体

保存完好，可见主人对它的爱惜。

去年，苗栋芳老人郑重地将这两

枚纪念章赠送给村史馆。苗栋芳

在 1949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1 年随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战

争，担任卫生员，参加了数次战

役。在激烈的战斗中，苗栋芳奋不

顾身奔赴战斗一线，拼尽全力抢

救伤员，以出色的表现荣立三等

功，并在火线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今年清明节，88 岁高龄的苗栋芳

在家人陪同下，再次来到村史馆

参观，老人久久驻足，迟迟不肯离

去，并向乡亲们追忆那段战火中

的青春往事。

村史馆内还有一个搪瓷茶

缸，茶缸上印着“赠给英勇的中国

人民解放军 保卫祖国保卫和平”

等红色字样。搪瓷茶缸久经岁月

侵蚀，手把、杯口、底部等部位已

脱皮掉色，搪瓷茶缸的主人是烈

士苗栓禄。提起苗栓禄，村上老人

曾听父辈讲，苗栓禄从小艰苦朴

素，诚实懂事，尊老爱幼。18 岁

时，苗栓禄参加革命队伍，1947

年，在保卫延安的战斗中，苗栓禄

奋勇作战，不幸牺牲，年仅 21 岁。

新中国成立后，苗栓禄被政府授

予“革命烈士”称号，家里门楣上

悬挂着烈士光荣牌。

此外，何家村还有苗育林、苗

志岐、苗明让等多位英模。如今，

大部分英模已逝，但他们用过的

物件被村民保存了起来，他们的

故事仍在村庄里流传。苗保岐说：

“村里的英模给何家村后人树起

了榜样，孩子们、年轻人要追什么

样的星，就应该追这样永不褪色

的‘星’。”

“跑北路”的回忆录和青年
在何家村存有一本《苗养田自

传》，讲述了上世纪 40年代村里青

年参与支前物资运输的往事。苗晓

智说：“七八十年前，村上青年组

成支边物资运输队，用肩挑、人背、

牲口驮等办法，把棉花、药品、枪支

弹药等物资运往延安、庆阳等地，

老话叫‘跑北路’。”

《苗养田自传》里写道 ：“运

输队人员最多时达到 800 人，东

至扶风午井，西至凤翔彪角，许多

青壮年参与‘跑北路’。”并详细

写下了几次运输的物资名称和数

量。苗养田是颇有故事的一个人

物，毕业于保定军校，曾在杨虎城

部队任职，后任岐山保安大队大

队长。利用对外身份，苗养田多次

配合中共岐山县委书记王宏谟和

实业家张西铭等人，开展统一战

线工作，营救掩护地下党员和进

步青年。此外，上世纪 40 年代，

苗养田配合中共岐山县委和进步

人士组建了民间物资运输队，安

排人员向陕北运送枪支弹药等物

资。参加运输队的人员从 18 岁

到 55 岁都有，不仅有苗保山、苗

江全、苗明柱等何家村青年，还有

来自扶风、凤翔、宝鸡等地的青壮

年，运输的物资涉及棉花、电话

机、手枪、铅丝、干电池等等。这支

支边物资运输队纪律严明，作战

勇敢，多次成功越过敌人的封锁

线，到达陕甘宁边区，将支前物资

送往延安和甘肃驿马关、孟巴寺、

庆阳等地。

1943 年，延安急缺棉花布

匹，运输队积极组织苗保山、赵

邦杰等人北上。当时，为革命根

据地运输物资是十分危险的事，

不仅有国民党政府警察搜查，还

有土匪劫道。1946 年 3 月，苗

养田准备联合中共岐山县委将

73 套军用棉大衣、药品等物资送

到延安。不料此事走漏了风声，

国民党县长、警察局长带着一百

多人包围了苗家东庄，搜走了军

服、枪支等物，并抓走了苗养田

的家人。苗晓智说 ：“这次搜查

事件，造成爷爷的 4 位亲人被杀

害……”1949 年 5 月，王宏谟指

导苗养田带领保安队起义，加入

了解放军第一野战军。

年过七旬的村民苗安让回

忆，叔父苗江全在世时，多次讲起

年轻时“跑北路”的故事，“跑北

路”成为老一辈何家村苗家人的

集体回忆。

会讲故事的村史馆和乡贤
如今，在何家村能找到部分

地道遗存，苗保岐介绍，苗养田家

和苗世英家的地道，见证了何家

村掩护地下党员、“跑北路”等往

事。其中，苗养田家的地道占地约

100 平方米，最深处达 15 米，东

西长近 50 米，高 1.9 米，这曾是

支边物资的存储地之一。苗晓智

说，地道入口就在自己家里，如今

被填盖了。

苗养田、苗世英、苗保山、苗江

全、苗育林、苗志岐、苗栋芳、苗栓

禄、王荣成……一个个名字，谱成

了一曲铿锵有力的村庄红色文化

之歌，衍生出了“孝”“友”“俭”“家”

等家训家规。面对独特的红色文化

资源，2020 年 5 月 20 日，村上开

始着手建设村史馆，侧重于讲述、

陈展红色文化，传承优秀家风村

风。去年 6月 30 日，占地 200 多平

方米的何家村村史馆建成，命名为

何家村红色革命教育基地。馆里面

不仅有英模的事迹资料和老照片，

还收集了许多英模用过的物件、写

下的回忆录等物，并制作了视频，

使红色故事可看、可听、可感。何家

村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建成以后，村

镇干部、周边学校师生、附近的乡

亲们纷纷前来参观，十个多月以

来，村里义务接待了 100 多场次近

万名参观者。

苗保岐说，为讲好村上的红

色故事，村上还利用党员队伍，

建立了村乡贤理事会，推选出群

众认可、人品好的 30 名党员担任

乡贤理事会会员。在农闲时候，

由这些乡贤义务组织“板凳会”，

在村史馆等地给乡亲们讲红色

故事，在党员带领下，村民们争

相当乡贤。苗晓智就是村乡贤理

事会的成员之一，苗晓智当过老

师，热爱地方文化，有讲故事特

长。他说 ：“当‘乡贤’不拿一分

钱，但我喜欢干。每当我把爷爷

的红色故事讲给大家听，看到年

轻人、小娃娃们崇拜的表情，表

达爱党爱国的参观感受，我心里

有说不出的高兴。”

苗晓智（左一）在村史馆给学生讲红色故事

的故事村子
 “何家村出了一批英模，苗栋芳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苗栓禄

在保卫延安时牺牲，王荣成在抗洪抢险中献出生命……”4 月中

旬，岐山县雍川镇何家村村民苗晓智向本报提供线索。谷雨前，我

们顺着这一线索来到何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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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琼 

何家村

烈士苗栓䘵用过的搪瓷茶缸

苗栋芳的抗美援朝纪念章

“ 书 卷 多 情 似 故 人，
晨 昏 忧 乐 每 相 亲。”明 代
于谦的这两句诗道出了
天下喜爱读书之人的心
声。孔 子 终 生 手 不 释 卷，
七十多岁“读《易》，韦编
三 绝 ”；李 苦 禅 说“ 鸟 欲
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
读书”；季羡林由衷赞叹 

“ 天 下 第 一 好 事 还 是 读
书”。他们都把读书变成
了 生 活 必 需，乐 此 不 疲，
甘之如饴，受惠终生。

4 月 23 日是“世界图
书与版权日”，也称“世界
读书日”，其设立的目的
是推动更多的人去阅读
和写作，希望所有人都能
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
作出过巨大贡献的文学、
文化、科学、思想大师们，
保护知识产权，让世界各
个 国 家、不 同 民 族 都“ 走
向阅读社会”，人人读书，
把读书当成日常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部分。

时下，越来越多的人
在 繁 忙 的 工 作、学 习、生
活中都能抽出一定的时
间进行阅读，特别是学生
的阅读被纳入日常教学
当中，使阅读成为他们生
命成长的方式之一。笔者
注意到，由于科技的发展
及全民阅读观念的普及，人们的阅读
方式现在也有了多种选择 ：读纸质书、
读电子书、听书，还有人利用各种软件
自己朗读、录制文学作品，上传到社交
软件上，与志同道合的人交流互动。
据 相 关 部 门 统 计 分 析，2021 年 数 字
化阅读方式 ( 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
读、电子阅读器阅读等 ) 的接触率为
81.3%，较 2020 年上升了 3 个百分点，
数字化阅读的发展，提升了国民综合
阅读率和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也
使阅读的人群整体持续增加。

还有很多人特别喜欢“听书”，走
路、开 车、做 家 务，这 些 时 间 段 都 可
以打开手机上的听书软件，或者听小
说，或者听哲学、历史、心理学讲座。
笔者有几个朋友每天在手机上坚持听
一档栏目“听诗”，由专门机构选编，
专业播音人士配乐朗诵，听的时候就
进入了诗歌意境，领略了朗诵艺术，
聆 听 了 美 妙 音 乐，诗 情 乐 意 融 为 一
体，深感享受。

不同的阅读方式只是介质不同，
重要的是读到好书时的获得感和满足
感，不论是读纸质书还是利用数字化
阅读，只要肯多拿出时间读书、听书、
交流，就值得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