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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五云山 绵绵红色情
周末阳光灿烂，约三五好友驱车赶

往上街区五云山，寻找红色足迹。一进
山即被眼前景色吸引，只见山势起伏、
林海茫茫。深入其中，蜿蜒的小路，陡
峭的崖壁，绵延的古寨墙，隐蔽的垛口，
厚重的寨门等，把大家的思绪瞬间拉回
到了那硝烟弥漫的年代。

1944 年夏，汜水沦陷。日军盘踞
在汜水城。伪自卫团长方子美是汜水
县日军的忠实走狗，他组织起一股反
共的地方团队，盘踞在南山一带为非
作歹，并和日军相互勾结，残酷地奴役
和压榨着当地人民，群众恨之入骨。

地下党员陈翔九利用当时的有利
形势，组织一支有四五十人的自卫队，活
动在五云山一带。皮定均司令员率领的
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将这支部队改编为汜
水县抗日独立大队。这支队伍经常配合
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参加战斗，其中一次
较大战役就是“五云山阻击战”。

1944年年底，我八路军主力西进至
巩义、偃师一带执行任务。根据地只留下
独立大队和民兵大队。汜水县城的日伪
军得到这个消息，欲勾结盘踞在荥阳庙子
皇姑寨的顽匪岳德功部，妄图南北夹击，
一举吃掉根据地留下的抗日队伍。党组
织得知此情报后，立即组织青年干部，帮
助群众转移，又派一分队严密监视皇姑寨
岳德功的动向，同时抗日独立大队和民兵
大队固守五云山，防止敌人南犯。

1945年1月的一天凌晨，日军中岛
部纠合方子美部约500人偷袭五云山，
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抗日独立大队织
好了包围圈。当日伪军进入包围圈后，
我军排枪齐发，雷石、圆木横飞，一时间
枪声、呐喊声震天动地。直至天黑，日
伪军多次发起进攻，均被击退。敌人误
认为是八路军主力回来了，后仓皇逃
窜。此役，我阻击战士无一伤亡。当主
力部队得知消息，回师增援时，战斗已
胜利结束。皮定均司令员为此向独立
大队和民兵大队颁发了嘉奖令。

漫步山中，一边聆听当地群众的
讲述，一边猜想着当时独立大队的英
雄们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制服强敌
的。山上古寨墙处，游客们三五成群
的嬉戏、拍照留念，一些“驴族”还在丛
林间搭起了帐篷。60多年前艰苦卓绝

的战斗画面和今天这
一幅幅和谐幸福的镜
头交织在一起，更增
添了人们对革命先辈
的敬仰和对今天美好
生活的珍惜。

如今的五云山虽
然早已远离了硝烟，但
英雄的故事却代代相
传。当地老一辈谈老
区英烈时如数家珍。
上街区委、区政府围绕
五云山做文章，目前五
云山作为郑州唯一一
座山地生态公园已经
初具规模。目前中心
景观带景色宜人，接待
中心宽敞明亮，乡村酒

店农家味十足，骑士俱乐部信马由缰，高尔
夫练习场潇洒挥杆，累了还可到度假庄园
小憩片刻。同时，为了保护红色印记，开发
红色资源，公园还专门铺设了从山脚通往
古寨墙的石阶路，修葺加固了古寨墙，并设
置了“五云山阻击战遗址”标识牌，记录当
时的战斗过程，以便更多人了解五云山，回
顾历史，放眼未来。

今年以来，上街区借力发力，抓
住中原经济区和郑州都市区建设的
难得机遇，提出“郑上新区”建设，已
经初步规划了涵盖郑州宜居职教园
区组团、五云山山地运动休闲度假组
团、实习工厂及工业集聚区组团等六
个组团项目。五云山的红色资源，这
笔无可估量的宝贵财富，必将在上街
区的科学发展中熠熠生辉，绽放出夺
目的光彩。

古荥镇岭军峪村的上河王自然村，
是郑州西北邙山头上一个不大的村落，
见证了上个世纪一段民族血泪史。

1941年 10月 3日，日本侵略军攻
进古荥镇上河王村，烧杀奸掠，全村
56户人家几乎家家有人被害，96位村
民惨遭杀害，尸横遍地，血染全村，为
不受凌辱，妇女纷纷投井自尽，计有
20余口，慷慨壮烈……

时间过去了近70年，村里经历过
那场灾难的老人大多已辞世。曾担任
过村支书的李玉梅老人，今年 75 岁，
大屠杀当日因为外出逃过一劫。李玉
梅说，中秋节是大家团圆欢聚的日子，
而在上河王村，因为大屠杀发生在中
秋节前夕，大部分人家遭遇了骨肉分
离，在以后的十几年里，中秋节前后是
村民祭奠的日子。

村里的梁金玉老人，曾写过一篇
《血染中秋月》的文章，记录大屠杀的
事。梁金玉介绍:“我当时只是个 3岁
的孩子，被妈妈抱着躲在屋内的地洞
里。我吓得直哭，妈妈就用手捂紧我
的嘴巴，但又怕把我闷死；一松开手，
我又哭了，就赶紧再捂上。日本鬼子
使劲砸门，为了我们全家人不暴露，爷
爷不顾拦阻，挺身而出。我爸和我叔
见状也从洞里跳了出去。结果爷爷和
叔叔被打死在院子里，爸爸挨了一枪
后翻过院墙，躲进红薯窖捡回一命。

大姑和二姑因不愿
被鬼子侮辱而跳井
自杀……”有一位练
过武术的李姓村民，
见日本兵轮奸自己
的女儿，奋力打死了
俩鬼子，后被捆住活
活烧死；一位叫杨长
妮的村民因与日兵
搏 斗 ，后 被 生 生 剥
皮，疼死前两手在地
上抓出俩土坑……
老人们的回忆使我
们感受到大屠杀的
血腥，日本兵的残暴
令我们痛恨！那么，
是什么原因让这个
邙山头上的小村子遭遇如此浩劫呢？

史料记载，在 1940年前后的中国
版图上，存在平汉铁路与陇海铁路两
条十字形交通大动脉，郑州正位于其
交汇处，平汉铁路通过邙山脚下的大
铁桥穿越黄河。战争期间，为保运输
畅通，邙山头因其制高点俯视黄河铁
桥，从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上河王
村所处位置是邙山头最南边的一块高
地，当时由国民党的一支部队把守。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发动
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2月，日本凭借
其优良装备，沿平汉铁路南下，攻占安

阳，直逼黄河北岸，担任防守的国民
党军无奈炸毁了黄河大铁桥。同年
6月，徐州会战后，日军沿陇海铁路
西进，再次威逼郑州，国民党军又被
迫挖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以水阻兵，
在郑州和中牟间形成一条新黄河。

这些举措打乱了日军沿平汉路直攻武
汉的计划。

1941年10月2日，日军110师团5
万余人，兵分3路强渡黄河，向郑州进
犯，4 日郑州沦陷。上河王村的惨案
即发生在这次战斗中。

日军 1941 年进攻郑州是策应其
长沙战役的一场佯攻，黄河以北日军
渡河进攻郑州的目的是牵制国民党军
河南战区的兵力，使其无力南下进攻
日军防守空虚的武汉。

光阴似箭。2005年，抗日战争胜
利60年，村民在邙山头修建岭军峪日
军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碑，告诫世人，
以史为鉴，奋发图强。如今，纪念碑旁
正在建设新民房，邙山头上已经修起
了漂亮的公路，从山顶驱车可直达黄
河边，昔日桥头堡位置已经变身为风
景名胜区。时代变换，山河仍在，无言
中见证着人世间的正道沧桑。

“党员”二字重如泰山。
在竹林只要听说你是党员，老百

姓都会视你为贵宾。群众都知道竹林
对党员的要求是：“当党员要像党员。”
党员成为唯一衡量干部党性的标杆。

28年前，党的改革开放好政策，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竹林村党支部
班子涣散，5个支委，有3个只顾自己找
致富门路去了，抛下2000多群众不管，
党支部开个会都凑不齐。“这样哪还像党
员，党员的威信在哪？”竹林人的带头人
赵明恩坐不住了，立即召开党支部扩大
会议，召集 60多名群众代表开会讨论

“竹林今后走什么路？”这个开了七天七
夜的会议，被称为“竹林的三中全会”，会
上最终形成了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走
共同富裕道路的共识，也成为竹林人命
运的转折点。后来，老百姓吃饱了、穿暖
了、有钱花了，过上了好日子。他们更坚
信一句话：“坚定跟党走。”

“当面锣、对面鼓，有啥就是啥，有
啥就说啥。”在竹林可谓是“创举”的“群
众评党员，党员评支部、支部评党委”的

“三评”，每年两次，28年来雷打不动。
群众评议不留情面，党员评议真刀真
枪，支部评议更是实事求是。对评议中
群众意见大的党员、干部及时告诫直至

组织处理，先后有 8
名中层干部因不公、
不廉或能力不强被
免职。竹林“三评”
成为党内监督的有
效手段，成为推进竹
林经济社会发展的
法宝。

“我是党员请你
监督。”在“创先争优”
活动中，竹林镇党委
开展党员向社会公开
承诺活动，广大党员
挂牌上岗、无职党员
主动设岗定责，党员家庭悬挂“共产党员
户”标识牌，争创“党员先锋岗”等，有效
激发党员的责任感和创造性。

去年 8 月 16 日，省委书记卢展工
调研竹林时肯定了竹林“四个好”。其
中肯定道，竹林的基层组织建设搞得
好，特别是班子建设搞得好；有个好的

队伍，好班子带出好的
党员队伍。他还说：

“这在基层是很不容易
做到的，作为一名共产
党员，我们永远也不要
把自己等同于普通群

众，要时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竹林

镇党委书记赵明恩说：“多年来，竹林
坚定不移、坚持不懈地加强党的建设，
提高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发
挥了党员的先锋作用，走出了有竹林
特色的党建之路。”

“当党员像党员”。正是由一个个
自觉的党员个体才组成了强大的基层
组织，构筑了坚强的战斗堡垒，推动竹
林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今年七一
前夕，竹林镇党委第三次被授予“全国
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中央的表彰。

师航今年39岁，是惠济区一名大学
生村官。他和一般大学生村官不一样的
地方是大学毕业后去经商，在社会上摸
爬滚打十来年，之后才抓住大学生村官
招聘的尾巴，当上了家乡的村干部。

因为师航过去做过生意，社会经
验比起一般的大学生村官要丰富许
多。2006 年刚去师家河村任职没多
久，他就抓住机会竞选村党支部书记，
成为惠济区100多个大学生村官里率
先当上村委一把手的人。

师航说，有为才有位，当上村支书
主要靠两点：一个是自己家里人在村
里做人不错，群众有口碑；一个是自己
干事认真公道，在村两委里获得认可。

有位就要更加有为。当上村支书
后，师航先从稳定党员干部心理做起，
他不断找人谈心，主动帮群众解决问
题，让村两委积极运转起来，慢慢树立
了威信。第一步走对了，2008年村里
党委换届，师航再次当选村支书。

第二步，村子怎么发展？2006年
前后，近郊农村盖房子、卖地的风潮正
盛，有的村子，居民一次性能分十几万
卖地款。师家河村村民中有人眼红，
他们跑到村部，劝说师航卖地盖房。
师航不为所动，他说卖地或盖房都是
一锤子买卖，地卖完了，村民将来怎么
办？要干就得干能长久的营生。

通过请区里帮忙，他把创业培训
班开到村里，鼓励村民们自己去找创
业门路。在村两委的鼓励下，种花的、
养牛的、搞蔬菜大棚的逐渐多起来，村
里一批致富能人率先发展起来。这
样，师航的第二步又走稳了。

2010年，一个投资商预备在惠济区
投资建葡萄酒庄园。得知这个消息后，
师航特别上心。他说师家河村有古汉文
化、古运河遗址，地形高低起伏，村民种
植葡萄有先例，正适合这种大项目。此
前，他曾考虑过在村里开发鱼塘、建绿色
蔬菜基地、开发沿索须河农家宾馆，但得

知葡萄酒庄园的项
目后，他放弃了那
些想法，全力以赴
争取这个大项目。

当 投 资 公 司
的外国股东到惠

济区考察时，师航凭借自己的大学生
干部素质和社会经验，认真准备，全程
陪同讲解师家河村的古代历史，分析
当地所具备的各种优势。老外股东们
很是感慨：走过中国那么多地方，这里
的村干部给人感觉格外不同。

在师航等一帮村委成员的努力下，
如今投资40亿元的葡萄酒庄园项目正
在规划论证中，其远景是把师家河村建
成一个集观光、旅游、休闲为一体的葡
萄酒大庄园。师航说，如果这第三步走
好了，师家河村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大变
化，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化新农村。

本报记者 刘俊礼 通讯员 克东海 文/图 本报记者 黄永东 宋 晔 通讯员 连敬春 文/图

本报记者 孙志刚 文/图 本报记者 黄永东 通讯员 杨喜梅 文/图

“陪评委吃饭”是一碗投机的春药
南京“首届国际空姐推介大赛”江苏分

赛区举行，有选手家长举报比赛主办方在当
天面试结束后，要求一些获得通过的选手晚
上留下来，陪评委吃饭。对此，主办方予以
否认，并称：当时只是开了一个玩笑，当晚并
没有女选手“陪吃”。（《扬子晚报》7月26日）

“陪评委吃饭”——在这起事件中，是不是
真有评委开过这样的“玩笑”其实并不重要，重
要的是，在此类商业选秀活动中，“陪评委吃饭”
早就是一种普遍的潜规则而不是“玩笑”。

经常在网上看到这样的报道：某参加选
秀活动的女大学生义愤地说“选美咋成了陪
老总吃饭”；而有“选秀专业户”头衔的重庆
师范大学学生陈凌云，则自称经常拒绝富商
的各种“陪吃”的邀请，但她同时坦言身边其
他女孩对这样的“潜规则”半推半就甚至趋
之若鹜的不在少数；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
2008级服装与化妆专业学生朱晓彤——就
是那个因为穿低胸短裙扯帐篷征婚而“走
红”的模特，十七八岁时就开始参加选美，表
示“经常有老板说今晚来我房间吧”。由此
可见，“陪评委吃饭”于今天而言，绝不是什
么稀罕事，不值得大惊小怪。

“选美小姐”之所以成了“三陪小姐”，内在
的“逻辑关系”并不复杂。回过头来，不妨用某
选美活动组织者的话来加以阐述：“想出名，钱
从哪儿来？选美难道就是每天跳跳舞、化化妆
吗？如果不懂游戏规则，肯定会被淘汰。选美

本身就是一个商业活动。”看看，这世界上终归
没有免费的午餐，一方要出名，一方想牟利，而
两者的“黏合剂”便是资本或者权力——有人
愤怒和不接受，并不影响这变成潜规则。

自打 2004 年“超女”横空出世至今，各
类选秀所诱发的大众狂欢频频见于传媒平
台。选秀的风行，打乱了社会对于娱乐的惯
性认知：邻家少女的一夜走红，更让世人感
到兴奋和惊诧——原来娱乐也可以实现普
通人“丑小鸭变天鹅”的梦想！于是，在商业
资本的推波助澜下，在大众参与的鼓动下，
娱乐化的功利思维长驱直入，攻陷了一个个
传统的价值精神城堡——出名要趁早！张
爱玲这句薄暮哀怨的感慨，成为这个选秀时
代最真实的写照。

你情我愿，各取所需；开个“玩笑”，甚至
直接明码标价。这便是现实。“陪评委吃饭”
已经成为一碗投机的春药，产生了娱乐的麻
醉效应，不知道有多少美丽的红颜乐此不
疲，越来越兴奋，越来越狂癫。

人生本是长期投资，有付出才会有回
报，一夜走红固然令人羡慕，但更多的人还
是要一步一个脚印，努力向上攀登……但这
些原本朴素真实的真理常识，却被“炼”成了
普世的“毒药”被弃若敝屣，由此，能力输给
了能量，努力败给了美貌，从而让现实变得
更残酷和更“现实”。而这，其实不是哪个人
的错，也不是几个“评委”惹的祸。陈一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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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子
一向平静生活指数受

人仰慕的挪威，7月22日发
生了震惊世界的爆炸枪击
案。包括中国在内多国政
府领导人纷纷对爆炸枪击
案予以谴责。属发达国
家，只有 470 万人口的挪
威，人们的工作时间最短，
政府的帮助无处不在。但
从 2000 年起，挪威房地产
市价已上涨了三倍。在金

融危机发生时，媒体一度
称其“挪威成世外桃源”，
一些挪威人也曾对此沾沾
自喜。对此，瑞典经济学
家克努特·安东·默克表
示：今天挪威在实施“石油
换休闲”计划。度假别墅
越来越多,我们的假期比世
界上大多数国家多,福利政
策也慷慨，有一天这个美
梦会终止。经济学家这个
预测，不幸在两年后得到
了现实验证。焦海洋/图

城市的风景不在屋顶
南京全城屋顶要上色的传言始于微博上

转发的一篇文章，内容是：据介绍，这一屋顶
整治计划，是因为目前一些楼宇的屋顶被认
为乱糟糟的，有碍南京的城市形象。一位市
领导在视察紫峰大厦时表示，从这处城市地
标建筑的高点放眼望去，一些楼宇的屋顶乱
糟糟，色彩也不统一，很煞风景，希望重视这
一以往被忽视的城市立面景观的整治。

古都南京的风景之美自是无须笔墨赘
述，也正是因为如此，南京官员要求进一步完
美展现这个城市的风景，譬如以往被忽视的
城市屋顶。这个要求的提出，令大家不知该
喜还是该忧。喜的是，以后登上南京紫峰大
厦，就可以看到颜色统一、气派非凡的屋顶
了，忧的是，屋顶再漂亮，也只有登高的时候
才看得到，平时大家还是得走在没有了梧桐
树，且下雨时一片汪洋的马路上。

南京的市民也许有着同样的困惑，有市
民就表示：“建设中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花
这么多钱就为统一屋顶颜色不太值。”诚如市
民所言，有几个人是要跑到紫峰大厦上看城
市景观的？漂亮的屋顶与人性化的基础设施
改造，如搞好城市排水系统相比较，无疑后者
更能给市民带来实惠。

城市里，没有几个人是活在空中，并依赖
高空景观提升自己的幸福感，如果下水道见
证的是一个城市的良心，那么屋顶景观见证
的便只是一个城市的虚浮。即便如官员所

说，涉及规划屋顶颜色的三到五千万
资金会上报市政府，并进行严格审查
后才能批复，但公共财政的支出，理应

向社会薄弱环节倾斜，而不是花费在华而不
实的建设上。且城市中的任何一项公共规
划、建设，都必须经过科学严格的论证，并在
取得民意支持的基础上方能付诸实施。而南
京的“屋顶颜色规划”消息出来后，引来的是
市民的无限猜测，最后必须由房产局相关领
导出来澄清事实，从这一点来看，事前的论证
及听证必定又成了被省略的程序。

抛弃必经程序、抛弃脚踏实地，仅凭领导
观景时一个突发念想便拉开的建设规划，就
是一种凌空蹈虚的“花样工程”。只为了满足
少数几个人高空俯瞰时对景观的一种病态要
求，便避重就轻地进行一些不合民意的规划，
且丝毫不惧因此而产生的可笑后果及负面影
响，这到底是愚蠢还是傲慢，抑或二者兼有？
地面的风景尚斑驳，空中的风景却力图妖娆，
这怎么看都像是一出闹剧。

城市规划作为一个现代城市赖以提升形
象与加强综合竞争力的必要手段，重要性不
容忽视。在各个城市的竞争已由经济功能等
硬实力比较转向区域影响力、文化号召力等
软实力比较的当下，规划建设理所当然成了
引领城市亮相的旗帜。

现代城市中，风景的含义早已有了延伸
与扩展，应在自然风景、人文景观的基础上，
赋予城市更科学的规划、更合理的建设。城
市的风景不在屋顶，而是在每个居民的心中，
在每个来到这个城市的人的感受中。张英

五云山阻击战依托的古寨墙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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