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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内部矛盾重重，也算积重
难返了。

王家烈起初对薛岳的提醒颇不
以为然。没想到情况很快证实：南京
方面派来贵州出任省民政厅长的，竟
然是何应钦之弟何辑五。

王家烈方才醒悟薛岳所言极是。
表面上追击红军是头等重要之

任务，实际对国民党各个派系和集团
来说，最主要的目标和对手，皆是自
己权力道路上的障碍。蒋介石如此，
何应钦如此，陈诚如此，薛岳、王家烈
也是如此。他们中有人把红军当做
敲门砖，有人把红军当做挡箭牌，无
一人认为正在长征且损失严重的红
军是主要对手。

比较起来，错误最大的还是王家
烈。红军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不图
黔，而恰恰要图黔，建立川黔边根据
地。所以当红军的这一行动在以遵
义为中心的黔北全面展开时，王家烈
便成了一只感觉锅底最热的蚂蚁。

他是黔北桐梓人，丢贵阳都可
以，就是不愿丢遵义。遵义地区资源
比较富裕，若被红军久占，将地方土
豪浮财打光、民团枪支搜尽，以后想
恢复就十分不易；且黔北为自己桑梓

之地，不首先掌握黔北，就失去了
根基。

所以最不愿意与红军打仗的王
家烈突然变得最愿意打仗了。他在
薛岳面前把胸脯拍得嘭嘭响，一定要
收复遵义：“我愿亲率所部打过江去，
成败在所不计。”

但最愿意与红军打仗的薛岳，又
变得最不愿意打仗了。他对王家烈
的软磨硬泡不动声色，慢吞吞地说：

“目前部队太少，不会成功。等四川
方面的中央军郝梦龄、上官云相等部
出动，南北夹击，才易奏功。”

王家烈吃了一个软钉子，真是黄
雀在后。虽然他开始提防何应钦了，
却未想会落入薛岳的圈套。

此刻他若知道薛岳的打算，定要
惊出一身冷汗来。

薛岳没有地盘。在军阀林立的
社会中，没有地盘便是没有根基，总
须仰人鼻息。但国家已基本被瓜分
殆尽。北方林立着张学良、阎锡山、
宋哲元、杨虎城、韩复榘；长江中下游
和江浙尽属蒋介石；广东有陈济棠；
广西有李宗仁、白崇禧；湖南有何键；
四川有刘湘、刘文辉；云南有龙云，连
冯玉祥、李济深、唐生智这样的人都

属无家可归了，他薛岳还能在哪儿找
到新的立足点呢？

这回找到了，他一眼就看中了贵
州。这也许是最后一块可易手的土
地和最后一个可利用的机会了。

黔军太弱，薛岳带来了中央十万
大军。黔军腐败，薛岳带来了中央的
恩德。而且此时图黔，正合蒋介石、
陈诚之意。掌握黔省，以东面忠蒋的
湖南何键为依托，北可入川，西可入
滇，南可入桂；同时对三股强大的地
方实力派，也是蒋介石的三个心腹大
患形成威慑。居此一省以镇三省，何
愁在中央无牌打，何愁在地方无根
基？所以薛岳绝对不愿意调中央军
去黔北作战。他要以贵阳为中心，一
步一步对黔省完成消化吸收。

就苦一个王家烈。他原以为红
军是路过，中央军也是路过。哪里知
道不但红军要图黔，中央军的薛岳也
要图黔!蒋介石则更要图黔了!

西南战事结束后，薛岳也受到嘉
奖。蒋介石不会让他白忙活一场。

1937 年 5 月，薛岳长梦成真，就
任贵州省政府主席。

刘文彩、刘文辉、刘湘
红军来到遵义地区后，发现这里

人烟稀少，少数民族众多，党和红军
无工作基础，大家都感到不是建立根
据地的理想地域。所以在遵义会议
上，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遵义为中心建
立川黔边根据地的设想被否定了。

熟悉四川情况的刘伯承、聂荣臻

建议，去川西北搞根据地。根据有
三：

一、有红四方面军川陕根据地的
接应；

二、四川为西南首富，人烟稠密，
站稳脚跟后有发展前途；

三、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川军排
外，蒋介石要调中央军入川不很容
易。

三条合成一句话，即四川条件要
比贵州好得多。

这几条理由很有说服力。于是
遵义会议在讨论战略发展方向时，采
纳了刘、聂的建议，提出鉴于“四川在
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比黔北
好”，决定改变黎平会议的决定，北渡
长江，会合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创建
根据地。

1月 20日，红军野战军司令部下
达《渡江作战计划》，规定作战方针
是：“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
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
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并争取四
川赤化”。

最后却没有赤化成。为什么？
主要吃亏在轻敌。一句话，未认

识到川军之强。

打破了蒋介石的“围剿”，穿过了
陈济棠、何键、白崇禧的堵截，夺占了
王家烈地盘的红军，将要面对的川
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呢？

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
也是近代以来出军阀最多的省份。
杨森、刘存厚、罗泽洲、邓锡侯、
田颂尧、唐式遵、王陵基……都出
自四川。最著名的，还是刘文辉、
刘湘叔侄二人。

自古便有“天下未乱蜀先乱，
天下已治蜀未治”之说。四川以其
经济富庶和地势险要，一直是南北
军阀争夺的焦点。连年战火中拼杀
出来的川军悍将，与迷恋烟灯鸦片
的黔军首领大大不同。

共产党有一个“刘瞎子”，国民
党也有一个“刘瞎子”。共产党的

“刘瞎子”是刘伯承。国民党说“刘
瞎子”，则指川军总司令刘湘。

刘湘以帮助剿共为名，使蒋介石
支持自己挤垮刘文辉统一了四川，现
在蒋介石真要以剿共为名来削弱刘
湘了——他必须帮助蒋介石去“围
剿”红军。

起初刘湘不当回事。他正与刘
文辉打得不可开交之时，张国焘、徐

向前率红四方面军从陕南进入川北。
直到这支红军击败田颂尧、杨

森、刘存厚三个军的“围剿”，发展到 5
个军 8万余人，建立了 23个县革命政
权后，刘湘才开始觉得情况不妙。

刘湘是防蒋胜于防共。
蒋也同样，借机剿灭西南军阀胜

于剿灭红军。
刘湘回川后，将新政府迁往重

庆。他的方针是北守南拒。
在川北，由唐式遵率 5万部队与

邓锡侯、田颂尧合作，堵住红四方面
军。

在南面，调集川军主力布防于宜
宾至江津间的长江南岸，以潘文华为
南岸“剿匪”总指挥，阻止红军过江。

刘湘告诉潘文华：“问题的严重
不在于红军。中央军跟随红军之后
进入川南，我们提不出任何理由拒
绝。我们同红军固然水火不相容，但
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蒋介石要消灭
的对象。最好是朱、毛把蒋介石的大
军带走，不要带进四川。”

这一点上，刘湘比王家烈精明百
倍不止。不管路过还是不路
过，他的根本方针是既不让红
军入川，也不让中央军入川。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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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
禄》，是穆青、冯健、周原三位
新华社记者含着眼泪采访写成
的。1966 年 2 月 7 日《人民日
报》刊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向全国广播。人们争相阅读、
收听。街头有大喇叭的地方，
都聚集着收听的人群，好多人
流下热泪，有的甚至泣不成
声。学习焦裕禄的热潮迅速席
卷神州大地。如何进一步宣传
好焦裕禄，各家媒体都精心策
划，迅速派出记者到兰考采
访。当时我在河南日报社工
作，9 日那天一上班，就被叫
到总编辑刘问世办公室。他说编
委会让我到兰考和报社驻开封地
区记者站的同志采写焦裕禄树立
的四杆旗（韩村、秦寨、赵
垛楼、双杨树四个大队）。我
听了又喜又怕，喜的是这是
光荣任务，是向焦裕禄学习
的 好 机 会 ， 可 又 担 心 水 平
低 ， 不 能 很 好 地 完 成 任 务 。
我 怀 着 紧 张 又 兴 奋 的 心 情 ，
当天就赶到了兰考。

那是一次空前的记者大集
会。县城里的招待所、旅店住
满了全国报纸、电台、刊物、
出版社的记者、编辑、作家。
县长张钦礼全面介绍焦裕禄事
迹的情况时，礼堂中几乎座无
虚席，估计有好几百人。小小
县城一下云集这么多文化人，
吃、住、行、安排采访，真够
招架的。诚恳、热情的兰考
人，不辞劳苦，不怕麻烦，克
服困难，为记者提供方便，使
大小媒体的记者，都能采访到
要采访的对象。

那是一次净化心灵、精神
升华的采访。焦裕禄崇高的道
德情操，一心为人民的公仆精
神，不怕困难、勇于担当、敢
教日月换新天的气魄，“不吃
别人嚼过的馒头”，深入调查研
究的求实作风，陶冶、激励着
每个采访者。大家沿着焦裕禄
的足迹，走村串户感受焦裕禄
工作的环境，抓第一手材料。
同时互通信息，互相帮助，以
往有些记者耍大牌、霸占新
闻、互相封锁、恶性竞争的习
气荡然无存。不管是中央或是
地方媒体的记者，采访都很顺
心。当然，这也要感谢兰考县
委宣传部长、“除三害”办公
室主任卓兴隆和通讯干事刘俊
生等的精心安排、妥善协调。

那些年，兰考的风雪特
多。这不，头天晚上还是星斗
满空，夜里不知什么时候就下
起雪来。10日天明起床，只见
雪花纷纷扬扬，地上的积雪已
有脚脖子深。我要去采访的堌
阳公社秦寨大队离县城 50 多
里，这可怎么办？正在发愁，
刘俊生踏着积雪来了。他告诉
我说，河南电台记者李成峰带
有一辆吉普车，也要到秦寨去
采访，让我吃过早饭到宣传部
门口去坐车。我和李成峰过去
从没有打过交道，他却像对朋
友一样欢迎我坐他的车。他到
得早，已经采访过两个大队，
车上向我讲了不少焦裕禄的感
人事迹。开车的司机苏师傅，
也深为焦裕禄的精神所打动。
他是第一次到兰考，人生地不
熟，仔细看了兰考的地 ，把道

路牢记在心。冒着大风雪把我
们拉到秦寨，后又到土山寨和
张庄。

“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
汪，秋天不见收，冬天统销
粮”，秦寨是兰 考 盐 碱 、 内
涝、风沙严重的村庄之一，多
年来饱受“三害”之苦。大队
党支部书记赵新贞在焦裕禄的
启发引导下，带领群众把土地
上层的盐碱刮去一层皮，再深
翻几尺把好土挖出来盖在上
面，使盐碱地变成良田。深翻
土地是出大力流大汗的重体力
活，许多人的手都磨得出血，
逐渐结一层厚茧。和赵新贞握
手感觉和握铁耙子差不多。这
个遇到再大的困难和痛苦都不
流泪的刚强汉子，谈起焦裕禄
却热泪盈眶。他谈了焦裕禄几
次到秦寨访贫问苦，与群众共
商除“三害”的情景，最后
说：“焦书记临死前躺在病床
上还在挂念俺秦寨，想看看深
翻过的地上长的麦穗，可没有
来得及看到，就离开我们走
了。为了让焦书记放心，俺头
一回收了麦子就蒸白馍到焦书
记墓前祭奠。”

时近中午，雪还在下着，
又有记者要采访赵新贞，我提
出想去土山寨采访王连辈，李
成峰欣然同意。记者在采访中
都为焦裕禄的事迹所感动，践
行着焦裕禄精神。自己得到感
人的线索，都无私地告诉同行
分享，以扩大对焦裕禄的宣
传。王连辈的情况就是和我同
住一间客房的中国新闻社记者
老刘告诉我的。

土山寨大队连续几季遭
灾，王连辈孩子多，比别家更
困难，想出外逃荒讨饭，小女
儿又病了，才迟迟没有出去。
一个风吼沙飞的上午，焦裕禄
来到王连辈家，只见三个瘦得
皮包骨头的孩子蜷缩在草窝
中。他们已经好几天没有吃过
顿饱饭。望着那一双双饥饿的
眼睛，焦裕禄流泪了。他到锅
台前看看，灶是冷的，锅是空
的，问了情况，当下给王连辈
批了救济粮、救济款。王连辈
感激得要跪下磕头，焦裕禄忙
制止他说：“老王，不能这
样，挺起腰来，咱们一定能战
胜灾荒！”他看王连辈身板还
算硬实，问道：“老王，你怕
出力不怕？”王连辈说：“庄
稼人谁怕那，啥出力的活都能
干！”第二天，焦裕禄和公社
粮站联系好，派人给王连辈送
去粮站的架子车，让王连辈给
粮站拉脚挣钱糊口，使王连辈
一家度过了严寒的冬天和漫长
的春荒。

一天，王连辈在县城拉了
800斤粮食回公社粮站，走到一
个沙土高坡时，怎么也拉不过
去。他在半坡停下擦擦汗，踢了
一下黄沙说：“我不信拉不过
去！”当他拉得感到筋疲力尽
时，突然猛一轻松上到了坡顶。
停下车回头一看，惊喜地说：

“哎呀，焦书记！”原来焦裕禄和
几个同志下乡路过这里，一起上
前推车上坡。王连辈一家和许
多家庭，正是有焦裕禄助力，
才越深沟、破险阻步入坦途，
过上幸福生活。

袁隆平的梦

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同时
又被尊称为中国最勤奋的“农民”。

袁隆平曾做过一个梦：试验田里的超级杂交水稻长得
像高粱一样高大粗壮，稻穗像扫帚一样长，谷粒像花生米一
样大，人坐在水稻下纳凉。这个梦有点浪漫，似乎还充满幻
觉。然而正是有了这样一个梦，使他雄心勃勃，锲而不舍，
一往无前。从1976年开始，由他育种的杂交水稻在全国大
面积推广，比常规稻平均增产 20%，2000年，实现百亩试验
田亩产 700公斤的第一期目标，2004年，实现亩产 800公斤
的第二期目标，2011年，实现亩产超越900公斤的第三期目
标。去年4月，袁隆平启动了亩产1000公斤的育种计划，这
是他的又一个充满浪漫色彩的梦。

从科学家到“农民”，袁隆平不怕别人说自己“土”。其
实，论外表，他酷似农民，站在每天下田耕作的一群群农民
中，他比真正的农民还黑、皮肤还粗糙、装束还简单，浑然没
有人们印象中大科学家的仪态和风范。

袁隆平曾说：“中国多一点粮食不怕，若少一点，你试试
看？”情系农业、农村、农民，汗洒广袤田野，不仅硕果累累，
而且目前其杂交水稻技术已推广到20多个国家，增产的水
稻能多养活几亿人口。他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位会种地的大
师。这就是袁隆平梦的真髓，更是他内心世界的光辉写照。

2009 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心灵富豪”评选活动揭
晓，袁隆平荣登榜首，评委们给他的评语是：“他用一粒种
子，改变了世界；他创造的物质财富，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
——无价。而他自己，依然躬耕于田畴，淡泊于名利，真实
于自己。他以一个农夫的姿态，行走在心灵的田野，收获着
泥土的芳香。那里，有着一个民族崛起的最古老密码。”

人都会有梦。饱含正能量的梦，在人生征途中，既是一
种激励，同时也是前行的动力。袁隆平从梦境走进现实，以
科学家的良知，栉风沐雨，将自己的梦诠释得美丽动人，魅
力无限！

新书架

《松本清张百年诞辰典藏版》
邢晓英

松本清张开创了“社会派推
理”，与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
斯蒂并称世界推理小说三巨匠，
与江户川乱步、横沟正史并为

“日本推理文坛三大高峰”。当
下畅销的东野圭吾、宫部美雪、
蔡骏等悬疑推理小说家皆深受
其影响。

1909年 12月 21日，松本清
张生于北九州市小仓北区。因

家境清寒，卖过扫帚的日本悬疑
小说宗师松本清张，出身底层，
小学学历，14岁即自谋生计，40
岁以前一度以沿街叫卖为生；正
因为如此，他洞察到现代社会的
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阶层、每一
个秘密。

本套松本清张精选集包括：
被誉为松本清张毕生最后杰作，
埋没半个世纪的隐藏巨著《隐花

平原》；融合了“复仇”与“诡计”
的完美之作《苍白的轨迹》；日本
文学史上最经典的复仇大戏《D
之复合》等一系列松本清张的经
典作品。

松本清张最广为人知的，是
他将深度的人性刻画、逼真的社
会写实，透过跌宕的剧情变化、
细腻的人物描写，以洗练的表
达、精湛的笔触，直抵心灵最深

处，为作家及广大读者朋友所折
服。不论是在文坛还是他对社
会的影响，都是他人望尘莫及
的。

于是便有所谓要懂日本、懂
昭和，就要读松本清张。松本清
张写的，不只是发生在昭和时代
的一桩凶杀案，他写的，是那个
时代本身，亦是对人性最深层次
的探究与挖掘。

八方记者聚兰考

炎黄文化节剪影
杨德本

具茨山上龙旗展，迎来万民行典。拜祖寻根，访
贤览胜，赤子心花初绽。亲情恋恋。看故里轩堂，崭
新装点。宝鼎开光，帝都异彩任凭览。

欧阳陵殿扩建。奂中华正气，文圣风范。奇石依
湖，妙碑伴荷，千载郑风重现。诱人艺苑。赏精美诗
联，赛杯丰满。腹地中原，似春潮漫卷！

知识广角

黑匣子来历
胡小明

马航 MH370 自 3 月 8 日失联后，黑
匣子这个字眼不断在媒体上滚动。黑匣
子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1934 年，一架飞机在澳大利亚之南
的巴斯海峡失事，罹难者中有一名是9岁
小男孩戴维·沃伦的父亲，这一悲剧在小
沃伦心中留下永不磨灭的阴影。1953年5
月 2日，由英国德-哈维兰公司研制的全
球第一款喷气式民航客机——“彗星”
号不幸坠毁，已是工程师的戴维·沃伦在
参与事故调查时突发奇想，如果将飞行
员对话和飞行数据保存在一个抗坠毁的
防火装置中，一旦飞机失事这些录音可
提供调查线索。1956年，31岁的沃伦研
制出可以保存４小时语音和飞行数据的
装置，命名为“飞行数据记录仪”，即人
们俗称的“黑匣子”。随后它被广泛安装
于全世界飞机上，为航空安全作出巨大贡
献，戴维·沃伦也被誉“黑匣子”之父。

黑匣子体积相当于一台微波炉，但
它并非黑色，而是橘红色。因其内部黑
暗，坠机时往往因爆炸起火而碳化，被
人们视为不祥之物，故称它“黑匣子”。

黑匣子由飞行数据记录仪（FDR）
和舱声录音器（CVR）组成，通常安装
在飞机尾部。它能记录飞机的飞行速
度、高度、垂直加速度和燃油流量等数
据。早期的黑匣子使用有线编码，现在
使用的是固态存储板。新型黑匣子可以
追踪到 700 多个参数。黑匣子能保存 25
小时的飞行数据和两小时的驾驶舱声音
记录，不仅录下机组人员谈话和他们与
塔台的对话，还录有可供调查者研判的
背景噪音。

黑匣子由钛或不锈钢双层包裹，能
经受恶劣环境条件，它可以承受带有钢
钉的227公斤物体从３米高垂直撞击，即
使 1100摄氏度的烈火烤炙、高压包围的
盐水罐或者航空燃料的浸泡，黑匣子都
固若金汤。黑匣子装有水下定位信标，
一旦感应器接触到水就会不停地发射脉
冲信号，直至30天后电池电量耗尽为止。

郑州地理

树与郑州村名
王瑞明 郭增磊

樱桃沟村
位于二七区侯寨乡南部，原名为石匠庄村。由于这里气

候适宜，土壤特殊，加之沟内避风，适合樱桃树生长。早在几
百年前，村内就自然生长有大片的樱桃树。这里的樱桃果粒
大，果肉厚，色泽鲜艳，入口甘甜，堪称美味可口，深受百姓喜
爱。改革开放以来，村民调整产业结构，大量种植樱桃树，使
村庄到处都是樱桃树，被誉为“樱桃树的海洋”，每年都有数
万人到此观光游览，这里遂被游客称为“樱桃沟”。2003年，
根据“樱桃沟”已被叫响的现实，石匠庄村改名为樱桃沟村。
村里的樱桃鲜果曾被评为郑州市十大历史名产。

柿树洼村
属于二七区侯寨乡侯寨村辖区的一个自然村。
清朝时期，侯寨村的一户郭姓人家搬家到村北部居

住。农闲时，他在房屋周围种有很多柿树。多年后成为一
片柿树林，成为当地重要的地标。后来，新郑砂锅李村的一
户周姓人家逃荒到此并定居。多年后，这里发展成为以郭
姓、周姓为主的村庄。因村庄北边的尖岗村、南边的侯寨村
地势较高，这里相对显得低洼，加之村中有大片的柿树，村
名便被称为柿树洼村至今。

石榴沟村
属于二七区侯寨乡全垌村辖区的一个自然村。相传早

年村内居住有贾姓、任姓村民，后来又有李姓村民迁入，逐
渐形成一个小村庄。因村中有多条深沟，加之村内的岗上、
沟边生长着很多石榴树。清朝乾隆年间，村民便把村名称
为石榴沟村，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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