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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
2024年3月9日 星期六

延安革命旧址
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

新式整军运动
（1947年2月—1948年2月）

西北人民解放军同进攻陕甘宁边
区的国民党军，进行了 8个多月的英
勇战斗，特别是经过沙家店一战，完全
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
由战略内线防御转向战略内线反攻，
并且先后歼灭国民党军6.1万余人（战
略反攻后歼敌数占其总数的一半）。
西北人民解放军随着战局的变化，在
数量上也有了较大发展，其中，野战军
从两个纵队和两个旅的2.6万多人，扩
大到5个纵队7.5万余人；地方武装由
1.6万多人发展到3.4万余人。解放军
数量的显著扩大，兵源成分的增多，带
来了一些急需解决的新问题，即部队
中出现了阶级观点模糊，解放战士不
知为谁当兵、为谁打仗，惧怕艰苦、违

反群众纪律，甚至在战斗中贪生怕死
等现象。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经中央
军委批准，在西北野战军前委和彭德
怀的直接领导下，从 1947年 2月上旬
至 1948年 2月中旬，结合根据地的土
地改革运动，野战军各部分别集中在
米脂、绥德、清涧和志丹地区（第二纵
队在山西曲沃地区），开展了以诉苦和

“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主
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

整军运动分三个步骤进行：第一
步，普遍进行诉苦，即诉旧社会和反动
派带给劳动人民的苦难，弄清剥削与
被剥削的关系，提高指战员的阶级觉
悟；第二步，开展查阶级、查工作、查斗
志，划清阶级界限和敌我界限，树立无

产阶级思想，坚定革命斗志；第三步，
在诉苦和“三查”的基础上开展“官教
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
为迎接战略进攻和转入外线作战进行
了思想准备。西北野战军通过整军运
动，放手发动群众，发扬了解放军政
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提高了广大
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增强了部队的团
结；加强了纪律观念，密切了军民关
系；调动了干部、战士的积极性，整个
部队意气风发，士气异常旺盛。

整军运动结束后，西北野战军司
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就开展这一
运动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
主席毛泽东写了专题总结报告。毛
泽东高度称赞这一做法，于 1948年 3

月 7日写了《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
新式整军运动》一文，指出：人民解放军
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
运动，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
剥削的劳苦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
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而战的觉悟性；
同时又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
党领导下的坚强团结；在这个基础上，
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
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
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
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
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
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
群威群胆，英勇杀敌。
（选自石和平主编的《图说延安十三年》）

3月 5日拍摄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女
子考古队员王红英（左上）、王小娟（右上）、
张佳杨（左下）、郭结（右下）在考古队驻地
（拼版照片）。

紧握手铲在逼仄的墓道里躬身前行，
穿越时空与历史无声对话；轻舞毛刷拂去
岁月的尘埃，还原出一件件文物的本来面
貌……在陕西泾阳的泾河畔，一群平均年
龄不到 30岁的女孩，是春日里这片广袤田
野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她们是被文博爱好
者冠名的“宝藏女孩”，是陕西省考古研究
院女子考古队队员。从事田野考古工作的
她们每日在历史与现实中往来穿梭，探寻
中华文明、守护中华文化。

成立于 2020年的女子考古队现有 11
名队员，自成立以来，先后完成包括蒋刘仰
韶晚期环壕聚落、大堡子西汉陵邑墓地等
重要发现在内的基本建设考古项目 40多
项。但更多的是在日常发掘中，透过一个
个细节和截面，还原出先民生活的面貌。

随着文物考古事业日益受到重视，女
子考古队的工作也愈加繁忙，队员们更欣
喜于越来越多女性步入这个行列。队长朱
瑛培说，希望十年、二十年后，甚至自己在
八十岁、变成老太太的时候，还能拿着手铲
行走在田野上。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守望田野的
“宝藏女孩”

甲辰龙年春节期间，香港屯门一
家商场三层楼高的中庭内，一条40多
米的巨龙驾着祥云盘旋游走，金色鳞
片仿佛为龙身镀上了一层金光，威猛
飘逸，栩栩如生。许多市民在现场拍
照围观，啧啧称奇。

难以置信的是，这条龙由3.8万个
气球手工扎作而成。如此巨型的气球
龙，在香港还是第一次展出。1月 24
日经现场认证，该作品以世界最大的
气球龙造型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祥瑞中国龙

气球师彭思泰从业十多年来，做
过各种各样的造型，但在他心里一直
想用气球做一条中国龙。

“传说中龙在天庭里是掌管雨水
的神兽。只有风调雨顺才能五谷丰
登，所以中国人自古对龙特别敬畏。”
彭思泰说，“我们中国人是龙的传人，
说起龙的成语比如龙腾虎跃、龙马精
神等，都是特别好的祝福。”

适逢龙年，他很快与屯门市广场
达成了合作意向。“要做就做个大的！”
他定下目标，邀请同行和香港城市大
学及一所中学的学生，组成60人团队
共同制作这条巨龙。

“龙是中国人的图腾，意义非同一
般，来不得半点马虎。”在搜集网络资
料进行构思时，彭思泰认真甄别各种

“龙”，还特地买来一个龙雕像摆件参
考。“中国人心中龙的形象是马面、鹿
角、蛇身。”他指着不同部位给记者讲
解。

画龙难在“点睛”。“眼珠的位置很
重要，近了显凶，远了又会呆，要既威
猛又祥瑞，拿捏得当。”他打了十多遍
草稿，边制作边修改，直到满意为止。

原以为做十多米的长龙就能创纪
录了，但吉尼斯官方要求至少要达到
33米，且作品不能有任何外加骨架做
支撑，之前的方案只能推倒重来。“此
次造型是‘飞龙在天’，吊挂的时候，如
何处理形态和力度的平衡，都是极大
的挑战。”

团队从 1月 20日开始动手，夜以
继日地赶制，最终完成一条 41.77米长、无任何骨架支
撑的巨型祥龙。吉尼斯认证官大为赞叹，说没见过如
此精致的气球造型。宣布新纪录的时候，现场等待的
团队成员们激动地鼓起掌来。

梦圆龙年

彭思泰原先的职业是魔术师，转行纯属偶然。
在一次小朋友的生日派对上，他表演完魔术给气

球充气，没想到孩子们拿着气球互相追逐，兴奋不已。
“原来气球可以给人带来这么多欢乐。”他第一次对气
球产生了兴趣。此后，他到世界各地拜师学艺，转行成
为职业气球师。

2016年，他和同伴去美国参加两年一届的世界气
球大赛，凭作品“海神波塞东”夺得中型项目冠军。
2018年，他与内地、台湾及其他地方的气球师组成 27
人的华人团队，以取材于中国民间故事的作品“虎将
军”荣获大型项目冠军。

第二次参赛，他们的目标是击败大型项目冠军霸
主俄罗斯。为了在规定地点、规定时间里完成作品，他
们连续作战，舍不得花时间吃饭休息。“我们就是冲冠
军去的，不允许浪费一分一秒，希望可以为国争光。”彭
思泰说。团队最终以较大比分差夺得冠军。

彭思泰的作品在美国夺过冠，也在新加坡等国破
过当地的纪录。他问自己，什么时候能在香港创个世
界纪录，让亲朋好友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自己的气球作
品？

梦圆龙年。“祥龙是我从业以来最难忘的一个作
品，创纪录的那一刻对我来说，就是梦想成真。”他说。

祥龙展出期间，不少香港市民从各处赶来观赏，他
的社交媒体主页也收获了无数好评，“好靓”“震撼”“叹
为观止！”“感谢你为我们带来了祥和！”为答谢观众支
持，他自费印刷了 5000张祥龙明信片派发，还安排了
一小时与“网友”见面。

“想为香港社会传递温暖有爱、积极向上的正面信
息，这是我想做的。”彭思泰说。

气球梦想

60人团队里，三分之二是学生。
“机会对年轻人很重要，我希望他们在读书期间就

有机会参与大型制作。”彭思泰特地邀请了多位学生。
香港城市大学是香港大学里唯一成立气球协会的大
学，此前，他力促该协会的成立并亲自担任了顾问。

学生们主要负责龙身的部分。为了让气球能保持
一个月不泄气，要将两只气球套在一起再去打结，难度
和体力耗费都大大增加。有的学生手指都开裂了，每
天回去要用热水泡。学生们说，过程很辛苦，但创纪录
成就感满满。

“希望把我学到的分享给更多有志于此的年轻人，
不只是自己拿冠军，将来也能带出新一代冠军。”彭思
泰说。

冠军作品“虎将军”曾在美国展览。一位女观众久
久驻足，感动到落泪。这一幕让彭思泰深有感触，“艺
术作品能跨越国界，连接人心”。近年来，他逐步从气
球制作转向关注文化内涵的气球创作。

在香港这样一个中西文化交融的城市长大，彭思
泰也尝试用源自西方的气球艺术诠释东方文化之美。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有美学有造型有故事，有太多的
创作元素可吸纳。”

日前，彭思泰以“龙行龘龘”为题，在广州举办了他
个人也是内地首个气球艺术展。他为此精心创作了一
头5米高、“龙头狮身”的贺岁龙，灵感取自“龙生九子”
传说和“百家布”习俗，色彩斑斓的拼图设计令人惊艳。

这是彭思泰的新探索，也是他在粤港澳大湾区内
地城市的首次“试水”。他希望有朝一日，能把展示中
国文化的气球创作推向世界。“这是我的气球梦。”他笑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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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坐落在大西洋
沿岸一个半岛上，是西非地区一座良
港。2月，当地正值旱季，一年之中最炎
热的时节。港口码头人声鼎沸，船只往
来频繁。

在这座塞拉利昂第一大城市，多个
地标与中国有着紧密联系——中塞友谊
大厦矗立数十载，中塞友谊公路是交通
动脉，中塞建设者正携手翻修国家体育
场。当地居民同记者聊起中国时津津乐
道，能用颇为标准的中文说出“友谊”这
个词汇。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拉利昂
总统比奥 2月 27日起对华进行国事访
问。28日下午，在同习近平主席会谈
时，比奥总统再次强调“中国是塞拉利昂
信任和依赖的朋友”。

它们的名字叫“友谊”

2018年 8月，比奥当选总统 4个月
后，来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并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深化
多领域合作达成广泛共识。2021年 5
月，两国元首通电话，在中塞建交 50周
年之际共话友谊与合作。此次来访，比
奥总统成为今年首位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的非洲国家元首。

与中国的友谊，在塞拉利昂早已深
入民心。

中塞友谊大厦位于弗里敦市中心，
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方援塞标志性工
程，寄托着几代当地居民对中国的感
情。司机弗朗西斯·奥德怀尔出生于
1971年，正是在那一年，中塞建交。“我
们这代人见证了塞拉利昂与中国友谊的
不断深化。”他告诉记者，“如果没有中国
的帮助，弗里敦不会有今天的面貌。”

一条长约 11公里的公路以“友谊”
为名，蜿蜒在苍翠山林间，车辆川流不
息，是当地的交通要道。“以往这里路面
窄、坡度大，整日尘土飞扬，雨季时坑洼
泥泞，安全隐患很大。公路建成以来，这

里彻底摆脱了‘死亡陷阱’的名字，不仅
让出行更安全，还拉动了沿线发展。”站
在公路一侧，当地居民艾尔弗雷德·卡马
拉向记者打开了话匣子。

另一座“中国建设”——塞拉利昂国
家体育场是塞拉利昂举办大型体育赛
事、文化活动的主要场所。让历经几十
年风吹日晒的老场馆焕发新生机，是塞
拉利昂人民的企盼。2022年，中国援助
塞拉利昂国家体育场大修项目开工。记
者看到，中塞两国工人正在建设现场紧
张忙碌，一座现代化的体育场馆已初见
雏形，预计今年年内可交付使用。

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王擎说，近年
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塞政治
互信持续增强，务实合作稳步推进，国际
协作更加紧密，为两国传统友谊不断注
入新的动力。

塞拉利昂信息与公民教育部长巴赫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直言，塞中友好不是
空谈，是“坚不可摧的”，两国合作“实实
在在改变了我们人民的生活和国家面
貌，我们对此深表感激，这才是真正的友
谊”。

“最快向我们伸出援手”

两国人民在风雨同舟中结下深厚情
谊。中塞在抗击埃博拉疫情、新冠疫情
时共克时艰，在国际社会传为佳话，是中
非团结合作的力证。

2014 年，塞拉利昂暴发埃博拉疫
情，中国是最早提供医疗援助的国家之
一，向塞拉利昂派出大批抗疫医护专
家。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感染病科主任黄
燕就是其中一位。她清晰地记得，抵达
疫情之中的塞拉利昂时，当地医疗资源
已十分紧缺，能在一线值守的医护人员
已所剩无几，中国医疗队一赶到位于弗
里敦的中塞友好医院，连倒时差都顾不
上，立即上岗，填补人力空缺。当地高温
天气中，中国医生身穿防护服、防水胶
靴，24小时轮流值守。“每次完成救治任

务走出隔离区，衣服都能拧出水来。”黄
燕说。

黄燕一直记挂着一个名叫妮可的女
患者。由于病情加重，这个当时才21岁
的姑娘情绪很低落，一度抵触治疗。“她
特别焦虑，担心家人会放弃对她的治
疗。”黄燕和其他中国医生每天查房时都
不断鼓励妮可，耐心地向她讲解病情和
治疗进展，并反复强调一件事——“我们
绝不会放弃她”。

在医务人员不懈努力下，妮可最终
病愈出院，回到家人身边。得知能出院，
她在病房内情不自禁地跳起舞蹈，拉着
中国医生的手，感谢他们的“不放弃”给
予自己第二次生命。

新冠疫情中，中塞友好医院又被指
定作为收治感染者的定点医院。中国医
疗队为当地培训了大量医护人员，携手
抗击疫情。

“患难见真情！无论是在我们遭遇
埃博拉疫情还是新冠疫情时，中国总是
最快向我们伸出援手的朋友中的一员。”
巴赫说，“这种友谊让我们感到骄傲，我
也希望它能够一直保持下去。”

自1973年以来，已有24批中国医疗
队来到塞拉利昂，备受民众赞誉。“这里
的病人都很信任也很喜欢中国医生，”中
塞友好医院产科护士长梅尔罗斯·迪兰
说，“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2023年12月，比奥总统专门接见了
中国医疗队，并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
上发文，为中国医疗队的“不辞辛劳”和

“专业水准”点赞，感谢他们“为改善塞拉
利昂的医疗卫生服务作出贡献”。他还
强调“要继续推动塞中政府间和人民间
的交流合作”。

“实现梦想的重要伙伴”

20日上午，阳光明媚，在塞拉利昂
大学孔子学院一处教学点，几百名当地
青少年聚精会神地扎马步、出拳，一招一
式有板有眼。塞大孔院是西非第一所孔

院，成立于 2012年，武术是其多年来的一
项教学特色。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中文老师，可以同
时传授中国武术和中华文化。”塞拉利昂青
年拉明·卡尔博一边帮助孔院武术老师刘
伟指点“师弟师妹”，一边对记者说。

2017年，卡尔博在这里开始学习中
文，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业，他还曾
为此赴少林寺学习锻炼。“中国文化让我学
到很多，比如奋进的品格、坚韧的意志等，
我希望将这些介绍给更多人。”小伙子说。

塞拉利昂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陈学
斌说，中国武术在塞拉利昂广受喜爱。“不
少大中小学都开设了武术课程，周末还有
很多小朋友来孔院学习太极拳。”

“武术热”“中文热”是塞拉利昂“中国
热”的一个缩影。在街头，不少民众一见到
中国记者，都会用“你好”“早上好”等中文
打招呼。据陈学斌介绍，随着中塞经济和
人文交流不断加深，掌握中文的塞拉利昂
年轻人求职很有优势，当地中文学习热情
日益高涨，孔院目前已设立22个教学点。

28日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
署共建“一带一路”、农业、经济发展、落实
全球发展倡议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比奥总统表示，中国经验为发展中国
家加快发展提供了深刻启示。习近平主席
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促进全人类共同
利益产生广泛积极影响。

巴赫认为，作为“全球南方”一员，中国
为推动非洲和全球发展所作的贡献，国际
社会有目共睹，“中国是帮助我们实现梦想
的重要伙伴”。

非盟运输事务高级政策官员瑞莎·艾
达·阿洛格告诉记者，“中国的发展经验对非
洲、对广大发展中国家都有益处”，希望非中

“共同推动世界朝着更好的方向前进”。
塞拉利昂《阿沃克报》主编奥斯汀·托

马斯表示，期待今年的中非合作论坛会议
推动塞中合作再上一层楼，为共筑高水平
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大能量。（参与记
者：帅才）

在塞拉利昂，感受中非友谊的温度
新华社记者 许正 史彧 张玉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