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长故事

红孩子讲红故事

成长达人

成长手记

B2
责任编辑/樊江江 视觉/马荣 组版/李瑞 校对/石芳蔚 2024年2月9日 星期五

成长训练营

慧成长
周
刊

成长课堂

吴起有座“胜利山”

大家好，我是吴起县宜兴希望学校五年级九班小小
讲解员樊炳辰，我在吴起为你讲述胜利山的故事。

在吴起县城西南方向四公里处的大峁梁上，有个开
阔的山头，以前叫平台山，现在叫胜利山。山上有两棵枝
叶茂盛的杜梨树，树下的一尊铜像格外醒目：毛泽东坐在
行军床上，一手按着作战图，一手夹着一支烟，神情自若、
目视远方……

对面的山头上，与之遥相呼应的还有一尊铜像。彭
德怀将军正迎风策马，向主席奔驰而来，传递胜利的捷
报。

1935年9月，在甘肃哈达铺镇，中央红军从《大公报》
上得知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的消息后，毛泽东等
中央领导人决定到陕北落脚。

早在中央红军离甘入陕之际，蒋介石就调集了国民
党军五个团骑兵和两个师步兵日夜兼程妄图将中央红军
包围歼灭。国民党军在陕甘交界的河连湾集结，敌军先
头部队于10月18日晚到达铁边城以西的油寺一带宿营，
距中央红军后卫部队仅有 20余里。国民党军自恃人多
势众、装备精良，气势汹汹地顺头道川奔袭而下，由正面
推进，妄图歼灭疲惫不堪的红军。

10月 19日，中央红军刚到吴起镇，国民党军就追到
了苏区大门口。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对敌情作了认
真地研究后，迅速达成一致：打退追兵，绝不把敌人带进
根据地！

在彭德怀的指挥下，19日晚至 20日早晨，红军主力
分别进入阵地布防。一纵队埋伏在头道川、二道川、三道
川之间的大峁梁上，在敌之左侧；二纵队埋伏在头道川、
乱石头川之间的山梁上，在敌之右侧；三纵队埋伏在洛河
东岸的燕窝梁上，在敌之正面。红军布下了“口袋战术”
迎接来犯之敌。

21日7时，战斗打响。当敌军进入埋伏圈后，红军发
起猛烈进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红军大获全
胜，并追击50公里，创造了步兵追骑兵的奇迹。

此次战役，总计毙伤俘敌人 2000余人，缴获战马
1720多匹，缴获山炮、迫击炮、轻重机枪等若干。至此，
中央红军切断了长征途中一直甩不掉的尾巴，结束了中
央红军在长征的最后一仗，宣告了蒋介石围追堵截中央
红军的图谋破产。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
我彭大将军。”战后，毛泽东为赞扬彭德怀杰出的军事指
挥才能，特赠诗一首。彭德怀把最后一句改为“唯我英勇
红军”。毛泽东看到后赞道：“如此改诗，更显大将风度，
唯我英勇红军，也必将无敌于天下。”

从此，中央红军彻底断掉了国民党这条尾巴，由胜利
走向了胜利。

“切尾巴战役”胜利以后，当地群众为了纪念这场战
役，将原来的平台山更名为胜利山。

长征过去80多年了，但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吴起
儿女永远不会忘记那段叱咤风云的革命岁月，他们坚信
长征精神必将激励后人、光照千秋。

（指导老师 宗云霞）

今天是除夕，2024年2月9日，农历“年三十”。
可是你知道吗？这是“近几年最后一个年三十”了。

因为从2025年起，将连续5年没有“年三十”了。这究竟
是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除夕有时是大年三十，有时是腊月二十
九，这跟中国农历纪年有关。

农历中的月，是按月亮圆缺的变化周期来确定的，每
一个周期称为一个“朔望月”。古人把完全看不见月亮的
那一天，定为农历的初一，称之为“朔”，满月的那天称之
为“望”，一个月完整的周期，从朔到下一次朔的日期，即
从初一到下一个初一。由于月球、地球、太阳之间的相对
运动是自然节律，朔的时刻可能会落在一天的任何时间，
所以，每个“朔望月”也不相同，平均长度是29天12小时
44分。因此，有时会出现小月29天，有时会出现大月30
天。当农历腊月为小月时，除夕就在腊月二十九这一天。

对于农历来说，除夕是“年三十”还是“年二十九”，没
有特定规律可循。而没有“年三十”的年份也并不少见。
自 1900年以来，已经发生了 6次这种情况，分别是 1908
年、1928年、1947年、1966年、1995年和 2024年。因此，
这并不是一个罕见的现象。根据统计，截至2050年的26
年当中，除夕是大年三十的一共有 14次，是腊月二十九
的有12次。

虽然大年三十有时候会“消失”，但作为中国传统节
日的除夕一直都在。

春节前夕，家住志
丹县彩虹社区的大学生
石小康，来到志丹县保
安街道麻地坪社区，自
费为经济困难的高志珍
和苗志玲两家人，送去
米面油等慰问品，并送
上节日红包，祝愿他们
春节愉快。

石小康是西安科技
大学学生，今年大三的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做公
益了，在校期间他经常
参加公益活动，并尽其
所能帮助身边同学。今
年寒假，他一直想着为
家乡人做些力所能及的

事情，恰逢社区春节慰
问，他果断拿出自己的奖
学金和平时结余下来的
生活费，采购了一批米面
油等生活用品，在社区工
作人员的帮助下，把自己
的心意送到困难群众手
中。

“作为当代青年，我
们应当承担起社会责任，
如今家乡整体生活得到
很大改善，但仍然有部分
乡亲生活困难，我只是想
借助这次机会，尽自己的
绵薄之力去帮助他们。”
石小康说。

（通讯员 朱志元）

今年寒假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充
实的假期。但今年的寒假与往年相

比很与众不同，因为我在延安市图书
馆当了六天图书馆志愿者。一开始

我认为在图书馆做志愿者一定很无
聊，但当志愿服务结束时，我才发现，
在图书馆做志愿者非常有意义，尤其
是因为能够帮助别人而让我心生满
足感。

延安市图书馆的核心功能区，分
布在图书馆一至三层楼，每层三个
区，一楼为少儿体验区、青少年阅览
区、报刊阅览区，二楼为中文阅览区、
陕北方言馆、展览与数字体验区，三
楼为读者自修区、特色文献区和行政
办公区。很幸运，我被分到了少儿体
验区，因为这里也有很多我喜欢看的
书。

图书馆的老师们很耐心地给我讲
解了很多图书管理知识，至此，我才明
白每本书上短短的一串索书号，蕴含
着非常复杂的规则体系。做志愿者不
仅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更有助于我
思维能力和细心观察能力的培养。经
过六天的历练，我从一开始的手忙脚
乱到最后可以熟练地将图书进行分

类、整理、排序、上架。每天在几十个
书架间来回穿梭，虽然疲累，但看到每
一本书都整齐有序地摆放好，内心还
是充满了喜悦与成就感。“纸上得来终
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图书馆不同于其他地方，安静明
亮的环境下充斥着书墨清香。看到
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图书馆，捧起一本
书，感受文化的力量，我内心也备受
鼓舞。所以，工作之余，我也会忍不
住拿起一本自己喜欢的书翻阅，我
想，这应该就是书籍的魅力吧。“腹有
诗书气自华”，徜徉在图书馆的书海
里，你会有不一样的收获，更有着日
常难以享受的平静和安宁。

最后，我要感谢图书馆每一位老
师给我的帮助和指导，以后再有机会
的话，我依然会选择当志愿者。帮助
别人，充实自己，这样的生活真让人
难以忘怀。

（延安新区第二中学初一七班
马晨杰 指导老师 叶小雨）

春节前，延安下了好几场雪，到
处白茫茫的一片。一群小伙伴在家
长的带领下，相约去爬山。

这次要爬的山是新区的桃树
山。大家装备都非常充分，手套、帽
子、雪夹子、铲子等应有尽有。虽然
气温降至零下十几摄氏度了，但是丝
毫没有影响大家爬雪山的心情。一
路上，欢声笑语，好不惬意。

突然，有人提议，咱们举行爬雪
山比赛吧！话音还没有落，“好好
好……”的声音早已响彻耳畔。简
单商议后，所有人就分成了三组。
这次家长得听小朋友指挥了，因为
每一组的组长和裁判都是小朋友。

别看小孩子们年龄小，当起裁判
和组长有模有样。一声“开始”，大家
便像离弦的箭一样快速向前冲去。
但没多久，年龄小的孩子就走不动
了，脸上写满了“不想走”。小组长灵
机一动：“我包里装了很多好吃的，谁

到达山顶就给他奖励一袋。”小孩子
的动力总是那么简单，一听到好吃

的，立马就有了力气，很快就和大家
一起融入爬山的队伍。

到达目的地，所有人的脸和耳
朵都冻得红彤彤的，你看看我，我看
看你，都笑得合不拢嘴。欢笑后，小
组长大优子提议一起堆雪人。于
是，大家分工协作，有的负责铲雪，
有的负责滚球，有的负责堆砌雪人的
身子……

一个雪人堆好了，好像还缺少
了什么？一个小朋友说，缺了项
链。 随手从 松树上摘了 一个 松
果，秒变项链；还有小朋友担心这
么冷的天气，雪人一定很冷，便把自
己的围巾和帽子都搭在了雪人的身
上……看着大家齐心堆的雪人，“咔
嚓”一声，一张合影记录下了这次美
好的经历。

回家的路上，有家长讲起了红军
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小朋友听完
说，我们也不怕累，不怕冷，不怕困
难。家长们听完都笑了。

（樊江江）

“年三十”为何时有时无？

雪后去爬山

在图书馆当志愿者

关于年味，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着
独特的记忆。

我的家乡在延川，是一座小县城，
虽然很小，但是每到春节，大街小巷都
洋溢着年味。今年的延川年味仿佛更
浓，最有味道的还要数满街的花灯。
从拐弯转盘开始一直到南关广场所有
的树上都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花灯，各
条街道灯火通明，流光溢彩！花灯形
态各异，它们有的像闪闪的星星挂在
枝头，有的像彩色的冰棒在向大家招
手，有的像流星一闪而过，有的像圆圆
的月亮……最喜庆的就是路遥广场的
两条长廊，那可真是“灯”的海洋，灯火
璀璨，五彩斑斓，成为延川人拍照打卡
的网红地。

春节到来前，在延川最热闹的莫
过于河东这条街，各种过年需要的物
资齐聚，人们携家带口结伴而行置办

年货，在这里选购鸡鸭鱼肉、水果蔬
菜、锅碗瓢盆和对联年画。因为人多、
物品齐全，叫卖声和讨价还价声让整
个街道热闹非凡。大家应该不会忘记
延川大桥和全家福广场吧！摊位上的
大红灯笼、春联福字……营造出喜庆
的氛围，就算你什么都不买，只要路过
看到这些都会让人心情愉悦，这浓浓
的烟火气，让大家在临近春节假期的
忙碌中，感受着过年的热闹和喜庆。
如果你在家里闲着无聊，那就来河东
这条街转转吧。看到这么多好吃的、
好看的，瞬间会忘记烦恼，心情棒棒
哒！

作为一名延川人，谁都不会忘记
春节里锣鼓喧天的大秧歌，这种独具
民间特色的舞蹈，融入了许多延川的
人文风情。大秧歌表演起来往往是人
数众多、气势恢宏、节奏明快、热闹非

凡，就像延川人的性格一样，憨厚、淳
朴、豪放、热情。

年味是一种情感，一种氛围，一种
传统。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

和美好愿望，是我们心中最温馨、最珍
贵的回忆。眼前生动的景象正在告诉
我们：年来了！
（宝塔知新小学六年级四班 刘语阳）

年来了

用奖学金买米面送给困难的人——

这个大学生好样的！

● 送慰问品的路上

● 热闹的年市

● 整理书籍

● 雪人堆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