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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平鲁赋
夫平鲁者，朔北雄城，塞外天险

也。地属鄯阳，壤接蒙陕。望楼林立，
倚长城而故土永宁；古堡星罗，据雁北
而中原不犯。史自悠长，民多果敢。
风土苍茫，物产丰赡。

既是雄城，自生豪气。于是古有
尉迟敬德，矫矫虎臣，桓桓武士。固唐
室之江山，封门神于大内。万世立祠，
千秋顶礼。于是今有李林侨女，飒爽
英姿，雄心壮志。展巾帼之雄风，恨日
寇之狂肆。血洒疆场，名垂青史。老
蒙蔚三代英雄，满门刚毅。王梦龄坚
守正义，不事阎军。

方仰其人怀忠勇，复赞其地富珍
藏。乌金广布，蕴百亿余吨，布数十之
乡。于是引技术，纳智囊。开露矿，辟
煤场。创改革之宏烈，撑开放之巨
梁。一朝运筹，徼功业以百代；三矿投
产，造福祉于八方。登高俯瞰，则机车
攘攘，煤海茫茫。正构筑宏业，书写辉
煌。而其精耕沃土，广种杂粮。豌豆
粒满，胡油味香。店湾之土豆肥硕，红
山之荞麦精良。

若其僻壤风光，边城胜景。则有
龙洞滴珠，奎星映影。固山巍焕，总督
堪叹；宝塔凌霄，游人起敬。龙遗玉
甲，天地庙之洞壁称奇；雨挂翠帘，观
音阁之檐前览胜。三山作天险以峙
屏，众流入黄河而汇并。

岭负黑驼，遂曰黑驼山脉；山栖彩
凤，故名凤凰古城。黑驼山之桦林繁
茂，凤凰城之庙宇恢宏。山富堪舆，丰
王立墓；城攒风水，凤鸟展翎。

溯古风光峻丽，也曾境遇萧条。
平生三上平鲁，或凭少年之记忆，而泛
今岁之心潮。睹今以思昔，昔衰而今
骄。忆昔城墙残缺，街镇寂寥。黄土
弥漫，沙风怒号。挖旱地而少水，掘城
墙以作窑。村荒城老，物涩民萧。

所赖阳春有脚，风物换面。于是
复城墙，整路段。建公园，修车站。利
益休闲，造设紫晨广场；擢升文艺，构
筑敬德剧院。文昌宝塔，楼厅场馆。
应有尽有，美轮美奂。至于古景，则原
其旧貌，古色长存；增其新容，历年不
倦。已然构想初成，尤冀宏猷大展。
遂乃抓党建，树龙头；创新思，发大
愿。魄力伟奇，机钤决断。建“一区两
城”，书“两本答卷”。数实融合，数字
赋能；产业转型，煤电共建。 兼修内
外，并重建管。复边塞军事之古貌，使
凤凰涅槃；造井坪交通之新颜，促面貌
改善。抓生态文明，创绿色低碳。保
村业振兴，致山乡巨变。

慨其立志于长天，建瓴于高屋。
强医疗，重教育。恤民生，谋福禄。一
城奕赫，宜业宜居；万姓优游，富裕富
足。呜呼！斯则平鲁之洪福也！

信矣哉！时逢雍劭，政持遐矫。
平鲁，必褪尽苍颜，换将新貌！

朔州六地赋（二）

●●刘懿德刘懿德

去年夏天，王孝让我帮忙校对一下
他的文章稿件，说是计划出一本作品
集，我很乐意帮这个忙。今年元月 27
日，油墨芬芳的《王孝诗文书画集》就摆
在了我的案头。近两个月来，我断断续
续地重读了这本集子，不得不说，这是
王孝先生用一辈子的心血铸就的作品，
是留给王氏子孙后代宝贵的精神食粮。

王孝，朔城区人，1950年出生，中共党
员，先后在朔县砖瓦厂、朔县电影公司、朔
城区环保局、朔城区人大工作，2010年退
休。退休以后，宝刀不老，笔耕不辍，创作
了很多诗文书画作品。这本集子共分《诗
歌篇》《文作篇》《书法篇》《绘画篇》四个部
分，集子展示了王孝在诗文书画方面的成
果以及他的美学追求。

一

说起诗词创作，有句话叫作“诗言
志”，无论是古风、格律诗，还是词、曲以
及后来的新体诗，如果放弃“诗言志”，
即使辞藻再华丽，也是华而不实的。“诗
言志”的“志”，指的是作者的思想、志
向，也泛指人的思想情感和理想追求。
它是抒发人的思想感情的一种艺术形
式。因此，“诗言志”的含义可以理解
为，诗歌是诗人用来表达思想感情和理
想追求的。

《王孝诗文书画集》共收诗作72首，
皆为七言古风，大都是作者退休以后创
作的作品。虽然数量不是太多，但就质
量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我这里说的

“比较不错”不是信口而言的，而是拿着
诗词专业的尺子来衡量的。

王孝是哪一年加入的中国共产党，
我不太清楚。但他热爱自己的党，这一
点从他的诗作里也能看出来，比如在

《建党百年有感》（一）中写道：“百岁光
阴一须臾，红船星火燃大地。唤起工农
千百万，镰刀斧头斩荆棘。井冈山上雄
狮会，延河水畔庆胜利。晴空万里狼烟
尽，伟人建国功绩伟。”如此朴实的语
言，深情地歌颂了共产党解放全中国、
建立新政权的丰功伟绩。第二首是这
样写的：“千钧霹雳开新宇，立党为公铸
丰碑。改革开放金光道，发展才是硬道
理。天下归心国运昌，三个代表扬正
气。科学发展构和谐，中华复兴巨龙
飞。”同样是朴实的语言，歌颂了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
国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两首诗主
题鲜明地道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这一真理。

游览诗也叫旅游诗，它是诗人游历
某地某景后有感而写的诗词，表达了诗
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以及触景生
情的感慨。王孝虽说不是诗人，他也从
来不以诗人自居，但他每当外出，总忘
不了低吟浅唱，来上三五句的。这本集
子收录了他游览山西、河南、重庆、四
川、台湾等地的名胜诗作19首，如实地
写下了他游览后的感受。比如《走访羌
村》：“阿坝羌寨访村镇，主见客来喜相
迎。堡楼厅堂依山建，民居独特国旗
红。震灾过后人安康，感激八方援助
恩。民族团结克万难，华夏儿女一家
亲。”短短八句，道出了中华民族“一方
有难八方支援”的高尚情怀。再如《谒
歌乐山革命烈士陵园》一诗的最后四句
是“胜利果实来不易，革命烈士血染
成。南湖星火传万代，同心共筑中国
梦”，虽说不是名句，却也掷地有声。

七言古风是旧体诗的一种体裁，它
可以四句一首、八句一首，也可以十句
一首、数十句一首，甚至是上百句一
首。古风的一句也叫一行，如果行数超

过 50 行，最适合写的作品就是叙事
诗。王孝的《我这一辈子》就是这样的
作品，全诗 164 行，以凝练的笔触叙述
了他从出生到如今长达 72 年的人生历
程。读了这首诗，人们就会对王孝有一
个起码的了解，说他是朔县的才子一点
也不过分。此诗以赋为主，但也有一定
的比兴，从而增强了一定的感染力。另
外，此诗邻韵互押，读起来朗朗上口，增
强了全诗的音乐美和可读性。

二

《王孝诗文书画集》的第二部分是
文作篇，共收录了 24 篇散文。总体上
来看，这些文章都是言之有物的好作
品，尤其是前七篇，不仅是留给子孙后
代的最为直接的精神食粮，也是世人渴
望的精神食粮。

《我的家世》一文是文作篇的开篇
之作，比较详细地叙述了作者的祖籍情
况以及父母亲的艰辛一生。王孝的母
亲杨三女，1931 年出生于朔县小岱堡
村，家里赤贫，15 岁出聘到王家，先后
生了 7 个孩子，成活 5 人。在王孝的笔
下，母亲的形象是“从我记事起，母亲的
形象总是老人样，她没活过一天年轻，
不爱梳洗打扮，发型一直梳髫圪垛，微
胖的身材缠着脚……‘公社化’年代，她
一年四季不闲着，正当午时队里忙，清
晨傍晚家里忙……眼看年关逼近，母亲
没明没夜地忙完碾磨忙针线。”就是这
样一个大字不识的妇女，为了供孩子们
读书，却不辞劳苦地去养鸡喂猪。“母亲
慈善贤惠、性格温和、相夫教子的品质
在我们村有口皆碑。”“1987年农历二月
二十日，56岁生日未过的母亲就撒手人
寰，匆匆走完了她短暂的一生。”这些细
节的描写，读后让人唏嘘不已，它真实
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广大妇女的辛勤劳
作和不向困难低头的顽强作风，是奉献
给天下母亲的一首赞歌。

王孝的父亲叫王林善，1920 年生，
朔县高升庄村人，自幼家境贫寒，未进
学堂。14岁就开始种地，挑起了家里的
大梁。在《我的家世》一文里，王孝用大
量的篇幅描写他的父亲，读后，我深感
这是一位了不起的朔州农民：他没有进
过学堂，却靠着聪颖的天资和后天的努
力，竟然能通读了《三字经》《百家姓》

《薛仁贵东征》《今古奇观》等书；他面朝
黄土背朝天，寒来暑往无日休，可他却
崇尚文化，一心想着通过读书改变庄户
人的命运，把读书梦想寄托在了四个儿
子的身上。为此千方百计地增加收入，
供他们读书；他为人厚道，心地善良，看
不惯社会上一些违背良心道德的丑恶
现象；他性格耿直，仗义执言，从不隐瞒
自己的观点，对一些置良心道德于不
顾、喜新厌旧、抛妻弃子的丑恶行为深
恶痛绝；他公道正派，诚实守信，不会趋

炎附势、看风使舵。
这些品格无疑是值得推崇的。但在

王孝的笔下，《直言惹祸端》这一节，向
读者讲述了他父亲“说话随便，不注意
场合，不经意间惹人记恨，险遭杀身之
祸”的故事，意在告诫读者说话要注意
场合，不可头脑发热。我以为，这个故
事写在书里是很有必要的，既是对他父
亲的盖棺定论，又是给读者敲响的一记
警钟。

《夫妻相守恩》是文作篇的第三篇
文章，作者从父母包办“娃娃亲”、糟糠
贤妻度流年、勤劳俭约好持家、相夫教
子乐助人、坎坷一生多感情等五个方面
饱含深情地描述了他的妻子句莲娥来
到王家五十年的风雨历程，其中的不少
细节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尤为值得一
提的是，句莲娥和丈夫在孩子的培养教

育方面，下的辛苦最多，付出的心血最
大。付出和回报总是成正比的，他们的
两个女儿都是国家工作人员，儿子是空
军军医大学（原第四军医大学）毕业，医
学硕士，现为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学中
心（解放军306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儿
媳为中国音乐学院艺术硕士，现为北
京舞蹈学院钢琴教师。对我们普通
家庭来说，把娃娃们培养成才，培养
成优秀的人才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
事。对此，王孝曾经多次和我说，娃娃
们能成才，我的贡献远远不如他们的母
亲。2019年3月15日，是王孝夫妇的金
婚纪念日，对此，王孝在文章中写道：

“五十年光阴一晃而过，看今日之我家，
枝繁叶茂，人口鼎盛，一代更比一代
强。作为贤妻良母的妻子，功劳第一，
贡献最大。”

说起散文的写作，目前有一个很不
好的风气，即是胡编乱造、堆砌辞藻、无
病呻吟等现象，云里雾里不知所云，读者
看了很不满意。王孝的散文，尤其是叙
事性的散文恰恰相反，故事情节真实可
靠、语言朴实，说的都是心里话，说的都
是能看明白的话。《作者自叙》《兄弟手足
情》《故乡难忘》《乡村放电影》《台湾行》
等作品，无一不是这样的好作品，既有童
真少年的美好回忆，又有对家乡故土的
深情眷恋；既有对自己坎坷一生的总结，
又有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礼赞，读后余香
满口。

三
《王孝诗文书画集》最后两个部分

是书法篇和绘画篇。就篇幅来说，占全
书的一多半，这种安排也是情理中的
事。说老实话，王孝在朔城区的名气
大，大就大在书法和绘画上。那么，不
妨先来看看他的书法作品吧。

在所收的 389 幅书法作品中，有篆
书、隶书、楷书、行书和草书，五体具
备。也许有人不以为然，其实能做到这

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事，需要有扎实的
书法功底和不懈的书法美学追求才行。

王孝是何时开始学习书法的，我不
清楚。听他的四弟、我高中同学王富
说，他大哥上小学时就开始画画习字
了，长大后无论是种地还是当工人，很
少间断过。1987年的元宵节，朔县区举
办书法展览，我和王孝都获得了二等
奖，奖品是一只45厘米高的唐三彩的骏
马。我记得到文化馆取奖品时，曾经向
他请教“哪里卖好毛笔”这个问题时，他
和蔼地对我说：“永胜啊，老话说‘善书
不择笔’，读帖和临摹才是基础，才是关
键。你正年轻，好好用功哇。不，是我
们一起好好用功哇！”

王孝的话至今响在耳边，可我却在
书法方面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学，成绩
自然好不到哪里去。王孝就不然了，那
时他已经是四十岁上下的人了，工作不
用说，家务事也一大堆，时间从哪里
来？没有好办法，不外是点灯熬油换来
的。功夫不负有心人，王孝书法能取得
今天这样好的成绩，除去他本人的灵性
和悟性外，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还是
勤奋和刻苦。

纵观王孝的书法，我以为他的隶
书、楷书和行书是比较出色的，人们也
比较喜欢。比如隶书中堂《静里思三
益，闲居守四箴》，用笔灵秀，结体严谨，
深得曹全碑的法度。又如隶书横幅《竹
露松风蕉雨，茶烟琴韵书声》，用笔厚
重，施转有度，不失汉隶的风采。等等，
类似的隶书作品在书中还有很多。有
人说隶书好写，相比其他书体而言，隶
书比较容易入门，但能够写出一定的神
韵来，也是很难的。

在我国的书法史上，唐代的楷书是
一座高峰，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褚
遂良等名家光耀千秋。从此一直到清
代，楷书都是科举士子的必修功课。
楷书也叫正书，其要求是点画精到、结
体规整、流畅自然。正因为它有这样
的特点，唐代以后学习书法的人便形
成了一个共识，即学习书法应当从楷
书入手。尤其是学习行书和草书更应
该如此，远的不说，当代大书法家毛泽
东、沙孟海、沈尹默、启功等人的行书
或草书达到了令人仰望的程度，根本
上还是得益于楷书的功夫。然而，近
二十多年来，我国各级书法家协会的
不少人士本末倒置，以丑为美，打压和
否定楷书的现象令人瞠目结舌。这种
坏风气把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带到了邪
路上。

王孝没有受到这股歪风的侵蚀，
几十年如一日，临池不辍，坚持钻研楷
书的学习，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比如
书中的牌匾“师恩春晖”四个楷书大
字，其特点是端庄而又俊美、浑厚而又
有力，颇具“颜筋柳骨”风貌。这是
2019 年 5 月他代表朔县安子中学六十
年代部分学生书写后，赠送给他们的
老师吕荣先生的，百看不厌。正是由
于有了坚实的楷书功夫，王孝的行书
和草书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起码说
是颇值一看的。

《王孝诗文书画集》共收绘画作
品 188 幅，由素描、线描、花鸟、山水、
炕围、玻璃画、烙画等不同品种的作
品组成，给人留下百花齐放、赏心悦目
的印象。

王孝的书法不错，这话不假。但我
私下认为，他的绘画作品更不错。这仅
仅是我个人的感觉。至于他的绘画能
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我是这方面的
门外汉，就不在这里班门弄斧了。

再读再读《《王孝诗文书画集王孝诗文书画集》》
●●陈永胜陈永胜

投稿邮箱：szrbfk@126.com

初春即兴
地旷堪栖托，块然居朔陲。
云浮山色改，谁碍古心移。
前日雪霜陌，南窗杨柳枝。
春生千里绪，难止逐风吹。

朔城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文艺演出观后作

邀引春风驻朔城，凤鸣鸾舞递新声。
历寒淑景神州日，开岁华章雁北情。
敬德乡多逢俊杰，复兴路阔尚文明。
居身黄土秧歌味，余韵悠悠梦一生。

甲辰新咏
南山草色塞垣天，岁事行停半未然。
乐静书斋凭坐卧，入时灯市复留连。
形骸澡雪甲辰日，意兴歌诗癸卯年。
自在流光无愧矣，心期寸寸到春边。

春心
新元风绺挽春心，淑气撩人兴不禁。
荡荡云烟归忆浅，依依花月落杯深。
物华次第多情句，灯彩阑珊浮世音。
得卜安闲孤拙计，思怀如海渺难寻。

朝中措·读《忍寒诗词歌词集》
年年百事懒评量，沽酒待相忘。

楼际风烟历历，去来片月斜阳。
雁门气象，天涯春信，在眼流光。

振聩忍寒词伴，几多忧虑消亡。

瑞云浓·读老杜赠李白诗得句
狂歌痛饮，嗟歔前事风雨。明月

依依竟无主。沧浪寄客，九万里、抟摇
何去。紫陌几生尘，换茫然一顾。

山水途程，扬意气、休提赏遇。倥
偬声名笑如许。雁声寒色，总续成、怆
怀诗句。把盏寥寥，为谁再举。

喜团圆·站台所感
离忧望眼，凝琼腊尾，流彩街除。

天南夜色连天北，隔千里征途。
花月风雨，逢时余几，远梦全疏。

生涯养素，尘痕霜印，一笑都无。

好花时·灯市
上元飞绮挂流霞，景象清嘉。风

前雪后红尘客，雁门月、旧天涯。
韶年不与春光驻，往事烟花。一

歌一感回头几，行蜃市、认繁华。

卜算子·甲辰惊蛰
体我去年忧，未伴春风发。恍惘

余情只二三，万语今还讷。
频改旧繁芜，寄客空吟月。度此

悠悠了不惊，蔓草茵前辙。

诗 词 九 首
●●师红儒师红儒

归乡途中
在早春的村口
我遇见了一群羊

这是一群生息在生我养我村庄里的羊
这群羊似乎并不认识我
离家已久，我心伤

阳光下
这群羊毛发纯白 四蹄欢快

久违的咩咩声在村庄荡漾
这群羊呼朋引伴
占据在回家的路上
这群羊如云团
翻卷着一颗归乡的心脏

礼让先行
我将小车停靠路旁
目送这群羊 浩浩荡荡
涌出早春 涌出村庄

村口的羊群
●●马阿春

4月4日至5日，拥有85年光荣历史
的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的一个地域性
办事机构——华北联络处（设在大同），
组织山西大同、朔州、太原、内蒙古等地
的20多名委员和工合之友，专程到爱国
华侨李林烈士牺牲地——平鲁区东平
太村，虔诚祭奠，实地考察，并召开“纪
念爱国华侨李林牺牲 84周年恳谈会”。
踏着烈士的血迹，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助力与印度尼西亚以及东南亚的国际
文化交流，推动工合国际工作，服务当
地的文旅融合事业。

李林，祖籍福建省龙溪县（今漳州
市龙海区）人。自幼侨居印度尼西亚荷
属爪哇，14岁返国，先后就读厦门集美
学校、浙江省立杭州女中、上海爱国女
中、北平民国学院政治系等校。她曾在
胡乔木等上海地下党人的领导下参加
革命活动，后北上参加中共北方局领导
的活动。在1936年12月12日举行的北
平全市大中学生游行示威活动中，她遵
照总指挥黄敬、李昌的指示，担任总旗
手，活跃在最前方，当月 18日加入中国
共产党。当年底被党组织派到山西太
原参加国共合作背景下的抗日干训班，
并担任女兵连秘密党支部书记，在此期
间加紧学习政治理论、军事知识，练就
一身高超的军事技能和本领。

中国全民族抗战的炮声激发了李
林更加强烈的爱国热忱。经积极争取，
她于 1937年 7月 20日勇赴晋绥抗日前
线——大同，在敌伪跟踪、恐吓、威胁、

袭扰的严峻形势下，冒险开展抗日救亡
宣传、救助等工作。是年 9月 11日大同
沦陷，李林在大同小南头组建过 120人
的农民抗日自卫队。在奉命南撤途中，
出雁门关，再返雁门关，北上平鲁县（今
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创建敌后抗日
根据地，再次组建抗日游击队，自主作
战，创造了夜袭大同长流水、奇袭岱岳
镇等许多战例，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粉
碎了敌对我洪涛山区抗日力量第七次
大“围剿”，成为名震晋绥的女英雄。

1940年 4月 26日，在我洪涛山区抗
日力量第九次反“围剿”斗争的危急关
头，为了掩护 628名抗日干部与学员成
功突围，身怀六甲的李林孤身一人，陷
入敌万余兵力的重围，在亲手打死 6名
日军后，将最后一弹射入自己的脑颅，
壮烈牺牲于荫凉山下的东平太土地上，
年仅24岁。

2009年9月，李林入选中宣部、中组
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等十一部
门联合组织全国人民投票评选的“一百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
模范人物”。她是全国唯一一位华侨抗
日女英雄。

在李林受伤后滴着血迹、艰难爬行
并坚持战斗的平鲁区和山阴县交界处
的东平太坡梁每一寸土地上，在海拔
1300米制高点的拜雨庙前，我们一行人
徒步缓行，沉思、细瞧、远眺，聚焦眼前
这片耕地上的白色水泥桩处，这就是李
林烈士的实际牺牲地。肃立，三鞠躬，

献花，致悼词，绕行一周。
“清明时节，雁门关外洪涛山下的

平鲁大地，杏花、山桃花盛开，英灵在
祭。我们怀着无比沉痛心情，专程前
来，向英雄献上一束花，献上作为‘后来
人’的一片赤诚之心。安息吧，英雄；安
息吧，先辈；安息吧，我们无比尊崇的爱
国华侨李林！”我作为工合国际代表宣
读完祭拜词后，集体唱响《李林，一面火
红的旗》和晋北民歌《怀念李政委》，来
自太原市的原二级巡视员宋建平献上
一首诗：“民族大业心中装，鲜血洒尽染
疆场。英雄浩气传千古，点燃烽火万年
长。”来自大同的王萍等多位女委员和
女工合之友在一截不太高的白色水泥
桩前难掩悲伤，流下热泪……

平鲁区原属于雁北十三县，1989年
划归新成立的朔州市。李林工作和战
斗地涉及大同、朔州、忻州、太原、北京、
内蒙古等多地。李林牺牲后的血衣费
尽周折传送到延安，在全国人民和全世
界爱国华侨中引起强烈反响。

平鲁是革命老区，有很多抗日遗
迹。我们一行人在朔平西山抗日根据
地中心村下水头乡上木角村展览馆，看
到下水头村惨案、只泥泉惨案、南坪惨
案、白家辛庄惨案，侵华日军杀害中国
同胞无数；在晋绥绥蒙军区司令部所在
地的窝窝会村，了解到1938年贺龙将军
对李林的高度评价：“我们的女英雄”，
了解到“大同集宁战役”的一斑，同时看
到一座气派的红色展览馆正在修建；在

李林暂厝地平鲁区吴马营乡郭家窑村，
我们看到为李林烈士清洗遗体的淳朴
的乡亲郭爱娃的照片；在李林烈士陵园
李林骑马持枪战斗在抗日最前线的雕
塑下，我们全体人员合影明志；在向阳
堡乡陈江河侨心小学纪念馆，我们知晓
多位爱国华侨积极参加中国抗战的事
迹……

在高大、气派的平鲁博物馆里，我
们一行人再次参观李林生平事迹展。
李林的《集美中学毕业证书》和李林给

“王县长”亲笔信的潇洒笔迹、李林部队
在晋绥历次战斗缴获的战利品统计表、
洪涛山下的沈家小庄窝李林与屈健作
为婚房的土窑洞等历历在目。李林运
用“调虎离山计”，奇袭岱岳镇日军据
点、保卫雁北党政机关，这里有详细介
绍。在博物馆二楼会议室召开的“恳谈
会”上，工合国际委员、朔州市李林文化
研究会会长提出“李林一条线核心点建
议图”，涉及李林工作战斗过的多个地
方。从始到终参与全过程活动的平鲁
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郭俊德认为，这
次系列纪念活动对推动爱国主义教育
向纵深发展，对工合国际在大同、朔州
等地进一步拓展工作，都有实际意义。
所有与会人员表示，这次活动也是完成
老一辈革命家遗愿的具体行动，是妥妥
的正能量、满满的红色之旅。大家庄重
宣誓：李林的感人事迹和高尚品格激励
我们，我们要把烈士牺牲地的山河建设
得更加美丽。

洪涛山下歌声亮
●●李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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