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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习近平来到西柏坡，参观了西柏坡纪
念馆、毛泽东旧居、中央军委作战室、七届二中
全会旧址。在著名的九月会议旧址，习近平主持
召开了座谈会。平山县县乡村干部、老党员和群
众代表畅谈了他们对反对“四风”、树立良好作
风的感想，总书记对他们的意见表示肯定。他表
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
来，带着许多思考走。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
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
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添很多正

能量。习近平指出，毛泽东同志当年在西柏坡提
出“两个务必”，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
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
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
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

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
史意义十分深远。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
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
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

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
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
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
远不变色。

——摘自《习近平在
调研指导河北省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强
调 充分调动干部和群众积
极性 保证教育实践活动善
做善成》（新华社石家庄
2013年7月12日电）

在珠峰 7900 米雪坡上，暴风雪漫天席
卷。年轻的向导突然发现，夏伯渝假肢上的
螺丝钉掉了一颗。

“白雪皑皑的雪地里，一颗小小的白色螺
丝钉，一般人很难看到。要不是及时发现，
假肢很快就会松散脱落……”回忆起两年多
前成功登顶珠峰的惊险场景，71岁无腿登山
家夏伯渝最先想起的，却是那颗失而复得的
螺丝钉。

那是夏伯渝人生中第五次“冲峰”。1975
年，24岁的夏伯渝跟随中国登山队承担首次
精确测量珠峰高度的任务。下撤过程中，由
于将睡袋让给队友，夏伯渝双脚被冻坏死、
被迫截肢。

“当带上假肢、第一次站立起来时，我决
定还要去登山。”夏伯渝说。

山再高，高不过登山的人；路再险，挡

不住勇敢的心。没有脚就不能登珠峰？夏伯
渝不信命，也不信邪。一双假肢、一颗雄
心，是他冲顶珠峰最重要的依托。

穿着假肢登山，难度超乎想象。由于没
有踝关节，上山时只能靠假肢的“脚尖”
走，很容易打滑摔跤；假肢没有感觉，只有
传递到腰上才能做出反应……与普通登山者
相比，同样的攀登距离，夏伯渝要花上两倍
甚至更多的时间。

为此，夏伯渝几十年来坚持着日复一日
的训练：从清晨5点开始，完成1个半小时的
仰卧起坐、背飞、引体向上后，再去爬香山

或是进行10公里的快速徒步，直到今天仍是
如此。

失去双腿 40余年间，夏伯渝曾 4次攀登
珠峰。雪崩、大地震、暴风雪……他屡屡与
死神擦肩而过，也与珠峰遗憾错过。这几
年，每次去登山前，他总是安慰家人“这是
最后一次了”。终于，在第五次冲顶时，用夏
伯渝自己的话来说，珠峰“接纳”了他。

征服珠峰，并不是“老人与山”故事的
结尾。今年，夏伯渝重回珠峰保护区和珠峰
大本营，身份却已不再是登山者。在那里，
他与志愿者与一起收捡垃圾、宣传环保，鼓

励更多人擦亮天路、保护珠峰。
“几年前登珠峰的时候，我就发现沿途有

一些垃圾。珠峰永远在那里，攀登的人也
会越来越多。我们不能为后来人留下‘垃
圾山’，要为登山者创造干净的环境。”夏
伯渝说。

每次到拉萨，夏伯渝也会去博物馆看看
自己亲手搭建的“中国梯”——1975年攀登
珠峰时，他和队友在珠峰北坡 8700 米处的

“第二台阶”架设了一副金属梯，打通了登顶
的最难一关。自此，天堑变通途。在2008年
进入博物馆前，“中国梯”帮助并见证了

1300多名各国登山者征服珠峰。
“看到‘中国梯’，总是让我感慨万分。”

夏伯渝说。2019年，电影 《攀登者》 的上映
让更多人知道了“中国梯”的故事。每每讲
起 1975 年的攀登经历、说起“中国梯”，夏
伯渝总是眼泛泪光。

“如果我的登山过程能够给大家一些启迪
或借鉴，那我就很欣慰了。”夏伯渝说。

征服珠峰之后，夏伯渝并不打算停止攀
登的脚步。他给自己制订了新的目标——攀
登七大洲最高
峰、徒步南北
极。尽管疫情
延 误 了 计 划 ，
但夏伯渝仍在
准备和等待着
下一次出发。

土屋

这是一个美丽村子，也是一个小村。
北京向南，开车 300 多公里，穿过“西柏坡隧道”

不久，就是西柏坡村。满山绿意，映着春花，煞是好
看。它位于滹沱河冲出太行的山口处，一个马蹄形山弯
里，后靠有太行深山，前出有华北平原，方位极佳。

在平山县，这样的百户小村，有六七百个之多。而
今，西柏坡连同周边村子，已成面积很大的红色景区。

一进村子，尤其一进“中央大院”，不免感慨：如
此简陋，却成大事。井冈山八角楼、延安土窑洞、西柏
坡土屋，无不印证这个判断。

“中央大院”由十几座土屋组成，北方最常见不过
的那种。就是这土屋，1948年 5月至 1949年 3月成为中
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驻地。

地名、物件，无不透着朴素。毛泽东住过的小院后
面，是老鼠岭。前院，有棵老楸树，树下是磨盘，磨盘
上常放着一沓文件。不时，有干部、村民坐过来交谈。

站在毛泽东住过的土屋里，看着他用过的书桌，不
免想到这样的场景：

曾经，不夜的小山村里，土屋一盏灯光如豆，一个
伟人奋笔疾书，写下 《将革命进行到底》 等大量雄文。
落笔之际，布下雄兵百万。在土屋里，他指挥了大大小
小 24 场战役，最知名的当数“三大战役”。在这其中，
淮海战役规模最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阔战场上，华
野、中野 60 余万大军与国民党 80 万军队展开决战。规
模之大、激战之烈，战史罕见。

人们不免想到这样的反差：
对战双方的统帅，一个在西柏坡村农舍，一个在南

京官邸。农家小院里，陈设简单，充满生机。南京官邸
里富丽堂皇，戒备森严。战场上，小米步枪对阵飞机大
炮。毛泽东说“这是一锅夹生饭”，但“也要把它吃下
去”！蒋介石似乎自信，“ 无论怎么讲，优势在我！”

战争的结果一目了然：襟怀坦荡、敦厚睿智者，背
倚黄土墙谈笑风生，打一仗胜一仗。专横跋扈、固执己
见者，战场步步失利，经济日趋崩溃，人心逐渐丧失。

历史记忆里，有这样的镜头：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
领，看到支前大军浩浩荡荡，有的挑担，有的推车，不
能不震撼继而感慨：国民党失去了老百姓的支持，气数
尽矣。

离毛主席的小院不远，是中央军委作战室旧址。说
是作战室，其实是个普通的农家土房，不到70平米，屋
里三张桌子、一部电话，墙上挂着军事地图。周恩来曾
说：“我们这个作战室，一不发枪，二不发粮，三不发
人，就是每天往前线发电报，就把国民党打败了！”

作战室里，有个广为流传的故事：
解放后，有一个国军将领不肯服输、不愿接受改

造。被特赦后，他最想去一个村子看看——西柏坡。这
名败军之将，太想追寻当年败因。他径直走到中央军委
作战室一探究竟。这里的简陋，实在出乎他的意料。

伫立良久，国军将领连声说：“国民党当败！蒋介
石当败！”

谷场

来西柏坡前，查阅资料发现，有当代诗人，曾想象
领袖和农夫对话。诗里，他们如此亲近——

老汉说：“俺从土里收获粮食，
也收获庄稼人的真理咧。”
毛泽东笑答：“我的胃口比你大，
我要从土里收获一个天下，你看中不？”

老汉正跟他对火吸烟
忙说：“咋不中？中咧！中咧！”
中国共产党“从土里收获一个天下”，这是一个铁

的事实。在西柏坡，有个晒谷场，最能说明这一点。
故事要从1947年5月说起，当时，中央工作委员会

入驻西柏坡。6月，彼时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在电报中指
示中央工委：将全国土地会议开好，将晋察冀军事问题
解决好，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

这第一项“将全国土地会议开好”，尤为事关重大。
1947 年 7 月到 9 月，西柏坡的恶石沟边，一个打谷

场上，全国土地会议露天召开。
历史照片和大量资料显示：当时，会场无标语，没

沙发，更没麦克风、茶水。然而，就是这场简陋得不能
再简陋的大会，却讲出了憋在中国农民肚里2000多年的
心声——

平分土地。
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再到孙中山，几千年来，农

民的土地要求一直没能妥善解决。只有在共产党人手
上，农民的愿望才终得实现。

分得土地后，农民害怕地主和反动派倒算，誓死保
卫胜利果实。于是，“母送子，妻送郎，兄弟竞相上战
场”。毛泽东后来说，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
打倒蒋介石的胜利。此言诚哉。

谁给予农民土地，谁就赢得了农民。“庄稼人的真
理”，就这么简单。抗战后，两个问题极为迫切：一是
建立什么样的国家，二是农民渴望土地。对后者，蒋介
石也有过表态。然而，他只把“土地改革”当成口号，
并不真心施行。退守台湾后，他靠“土改”在台湾站稳
了脚，做了共产党的学生。这是后话。

西柏坡纪念馆里，有一封珍贵的信件，是哈尔滨顾
乡区靠山屯全体翻身农民写给毛主席的。时间是：民国

三十六年九月十日。
刚分得土地的农民，向毛主席表达由衷的喜悦：

“毛主席呀，没有您，我们真得饿死啦！这回我们都翻
身了，分了地，分了马，分了衣服粮食……你那里很冷
吧，给你捎去了一件皮大氅、一双靴子、一条毛裤、一
顶帽子……我们都想看看你，离得又这样远，也见不着
你，把最近的照片给捎一张来吧……”

信里所言，人心所向。

伙房

“没有楼宇，没有城廓，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山
村，但这里却是真正的中国黎明前的红色都城！”

诗人说的“红色都城”，是西柏坡。
西柏坡纪念馆里，有一份文件引人注目。它是“二

中全会关于军旗的决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
色，加五星，加“八一”二字。一份如此重要文件，连日期
在内，竟总共只有43个字。文字至简，文风极实。

“二中全会”即七届二中全会。在中国革命即将
取得全国胜利之际，中央开始谋划新中国的样子。
1949 年 3 月 5 日至 13 日，“中央大院”的大伙房里，

“七届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们，坐的是一条条简易的
木板凳。”

来到这个伙房，扑面而来的，既有简朴，更有务
实。西柏坡纪念馆工作人员介绍，当时，代表们穿着粗
布棉袄，没有固定座位，有的还要自带凳子。与会者都
洋溢着笑容，对胜利成竹在胸。

毛泽东在会上自信豪言，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
了。同时，他深刻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
征走完了第一步”，并郑重提出“两个务必”，要求全党

同志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七届二中全会闭幕不久，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

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临行前，毛泽东又说：“今
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
希望考个好成绩。”

“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一提醒，让人想到 1644
年。同在这一年，先是明王朝灭亡，不久，推翻明王朝
的起义军也败亡。300年后，1944年，郭沫若写出 《甲
申三百年祭》。明亡，源于积重难返的腐败。农民军失
败，在于得胜骄傲。

中国共产党同样起步黄土，依靠农民等力量而胜，
历史会重演吗？不能不警醒！

党史专家石仲泉，将毛泽东与郭沫若关于《甲申三
百年祭》 信函往来的笔谈称作“甲申对”，与“窑洞
对”“赶考对”，合称为三个“对谈”。

他说，“赶考对”显然是回应“甲申对”的。从
“甲申对”到“窑洞对”，再到“赶考对”，讨论的问题
是一个，以李自成农民军“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
焉”的典型“周期率”为史镜，共产党绝不能再重蹈覆
辙，成为20世纪的李自成。

三次“重要对谈”和“两个务必”思想，虽然是70
多年前的往事，但具有永不过时的警示和启迪意义。

“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两个务必’，确实是高瞻远
瞩啊！”2013年7月，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说。

同在这次讲话中，他还提到：应该说，党面临的
“赶考”远未结束。

“清泉”

西柏坡，与水有缘。
除有滹沱河恩泽，而今它还邻着岗南水库。1958

年，为治海河水患，修此水库，西柏坡村因而搬迁。今
日中央大院，是在后移 500 米、高出原处 57 米的地方，
重新复原而来的。

在诗人眼里，西柏坡还有“泉水”。
“请借西柏坡一勺清泉， 为我们涤面洗心！”
住在西柏坡的那个春夜，记者读到这一诗句，心头

一震。
这“一勺清泉”，应能把当年国民党浇醒。解放战

争期间，一直到大决战结束，蒋介石也没真正搞清楚，
西柏坡的确切位置。

在民国时期的地图上，根本找不到它的踪影。然而，
它却是汇集亿万人心之地，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地方。

这“一勺清泉”，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江山密码”。
中国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都是为了人民幸福，

守的是人民的心。
它诞生于江南红船，成长于江西丛林，淬炼于长征

路上，成熟于延安窑洞。1947年 3月，中共中央主动撤
离延安之前，毛泽东自信而坚定：存人失地，人地皆
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人者，人心也。转战陕北，一年零 5天，行程 2000
多公里，途经 12 县，驻足 37 个村。那些村子，或大或
小，无一例外，都有人心在。东渡黄河后，中央移驻
西柏坡。再到后来，进驻北平，建立新中国，“人地
皆存”。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哈佛大学去
年发布《理解中国共产党韧性》报告。报告称，中国民
众对中央政府满意度高达93.1%。

今年，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提“西柏坡精神”等

精神。
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

夏伯渝的珠峰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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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村子，多如天上的星。
它们中，有这么一个，十分亮眼：习近平

总书记曾“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
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一年四季，尤其3月23日
前后，它的名字会被人们反复提及；有一种精
神，以这个村名命名……

它叫西柏坡，位于河北省平山县。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百年党史

上，有太多村子值得牵挂——陈望道翻译 《共产

党宣言》的浙江分水塘村、“吃水不忘挖井人”的
江西沙洲坝、“半条被子”故事发生地湖南沙洲
村、“沂蒙六姐妹”所在的山东烟庄村、焦裕禄
找到治沙方法的河南张庄村、勇敢探索“大包
干”的安徽小岗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提出地浙江余村、“精准扶贫”方略提出地
湖南十八洞村……

在这其中，西柏坡的分量，显得尤重。
这是因为，它曾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与井

冈山、延安等地并列的革命圣地，是中国革命
“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是“新中国从这里走
来”的地方，“中国命运定于此村”。

3 月下旬，梨花初放季节，记者第一次来到
西柏坡，这个神往已久的地方。恰逢周末，“中央
大院”（中共中央旧址） 门口排起长队。

这个村子，无论土屋、谷场，还是伙房、“清
泉”，到处都写着故事。一路走，一路看，一路
想，太多感受，涌上心头。

西柏坡西柏坡。。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