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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亞傑、牛士曉一家四口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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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考」起點 堅持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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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坡距北京有
350 公里，位於河

北省平山縣中部山區、滹沱河北岸，扼守
太行山東出華北平原的戰略要衝。

石家莊市文化廣電和旅遊局黨委書記趙
俊芳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說，西柏坡是毛主

席率領中央機關進入北平，解放全中國的
最後一個農村指揮所。黨中央和毛主席在
此指揮了決定解放戰爭走向的三大戰役
（遼瀋、平津、淮海），召開了具有偉大
歷史意義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全國土地
會議等。故有「新中國從這裏走來」、

「中國命運定於此村」的美譽。
2013年7月1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

平第二次調研西柏坡時鄭重指出，黨面臨
的「趕考」遠未結束，要求各級領導幹部
帶頭堅持「兩個務必」，即務必使同志們
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
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
作風。

今年85歲的韓花珍經營着西柏
坡村裏最「豪華」的旅館。這個

看上去不起眼的地方，卻記錄着西柏坡老

百姓艱苦創業的歷程。

昔茶水攤賣蛋 今變旅館老闆
韓花珍是西柏坡村老支書閆民生的妻

子。30年前老伴因心臟病去世，留給她三
個女兒和一隻大公雞。
韓花珍抱着大公雞到集市上，換了一個

水壺和6個茶杯，在西柏坡紀念館旁邊擺
起了茶水攤。五毛錢兩杯水，一塊錢三個
雞蛋，兩塊錢一茶缸酸棗。
1991年，韓花珍託在石家莊工作的女兒找

到汽水配料，開始自製汽水，大瓶賣八毛，
小瓶賣五毛，雨天掙25元，晴天能賣50元。
韓花珍文化不高，但腦子靈活，小攤上

的商品日漸豐富，別的小攤有的她有，別
人沒有的她也有，例如挑燈夜製鞋墊和布

娃娃，拿到攤上賣，眨眼就被搶空。
1995年，韓花珍鼓勵女兒辭職，回鄉承
包了供銷社的幾間老房子開招待所，成為
西柏坡首間農家樂，最多能住40人，300
人同時吃飯。
經過7年打拚，這間招待所如今發展成

為一座1,290平方米的「豪華」飯店，主
樓有20多間客房，還有一套「總統」間。
她自豪地拿出和外國元首的合影說，總統
間沒有住過總統，但是在西側的農家樂裏
有好幾個國家元首吃過飯。
從地攤賣茶水雞蛋起家，到自媒體推銷

農副產品。韓花珍的創業故事激勵着女兒
和外孫自強不息。韓花珍不無幽默地說，
「共產黨到北京趕考去了，我們西柏坡人
也不能當落榜生」。

見證「新中國從這裏走來」的河北

西柏坡，有一間面積不過幾十平方米

的簡陋土坯房，屋裏沒有擴音設備，座椅從四處拼湊借來，高低不齊……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七屆

二中全會會址。72年前，正是在這間簡陋的土坯房裏，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集體親手繪製了新中

國的宏偉藍圖。如今，依託紅色聖地和綠水青山「紅」「綠」兩個優勢資源，西柏坡所在的平山

縣走出了一條旅遊脫貧、綠色產業「造血」的新路子。金牌講解員牛士曉和創業青年陳亞傑的愛

情故事，見證着革命老區的美麗蝶變。 ●香港文匯報記者顧大鵬、通訊員耿為民西柏坡報道

「太行山有個山窩窩，山窩窩裏
面石頭多。石頭的碾子石頭

的磨，經得起磕碰經得起磨。石
磨邊走出了新中國，俺這裏就叫
西柏坡。」牛士曉為晉級

金牌講解員應試，原本準備引用《西柏坡
組歌》作導賞，但這位個子小小的女大學
生因怕掌握不住這麼高大上的題材，在當

時觀光車車主兼駕駛員的男朋
友陳亞傑的提議下臨時改變主
意，而引用了評劇《西柏坡》
主題曲歌詞作講解，結果一站
成名。從此，她不顧父母阻攔
從華北平原嫁到西柏坡。
牛士曉娘家在滹沱河的下游，沿河而上就可以到達西柏

坡。然而，她第一次踏上這片紅土地卻是一個意外。2007年，學校安排旅遊
專業學生分別到北戴河和西柏坡實習，出發前，牛士曉與同學調換了，結果她
來到西柏坡，第一次帶團就坐上了陳亞傑的觀光車，從此再也沒有下車。

為國家作貢獻 整村易地搬遷
陳亞傑是西柏坡的二代移民。據史書記載，西柏坡始建於唐代，因村

後坡嶺上翠柏蒼鬱而得名。1947年5月，劉少奇、朱德率中央工委進駐西柏坡。1948年5
月，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中央前委和解放軍總部到西柏坡與中央工委匯合。在這

裏，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召開了中國共產黨全國土地會議，通過了《中國土地法
大綱》，實現了「耕者有其田」；指揮了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決定了中國的
命運；召開了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描繪了新中國宏偉的藍圖。1949年3月23
日，中共中央和解放軍總部離開西柏坡，赴京建國。西柏坡見證着「新中國從這裏走來」，以
「兩個務必」、「趕考」等為主要內容的西柏坡精神成為黨和國家的寶貴精神財富。
1958年，國家興建大型水利工程崗南水庫，西柏坡村遷至高崗旱嶺。由於水源保護區不能發展工業、養殖

業，村裏的經濟發展空間非常有限。
「到21世紀初期，亞傑家的家境還沒有多大改善，家裏只有四間平房，哥嫂住兩間，老公和父母住在一起。」2008

年冬天，牛士曉與陳亞傑戀愛後，雙方家長在西柏坡見面，沒想到，牛士曉的父母看了男方家境後，堅決反對這門婚事。

司機情牽導遊「趕考」迎娶嬌妻
這對陳亞傑的打擊很大，他毅然辭掉北京鏟車工的工作，回西柏坡創業做老闆，繼續鏟車的老本行，趕上西柏坡
建設紅色小鎮的快車。他的鏟車亦為自家的二層小樓出了大力。
現在已是西柏坡梁家溝村村委會副主任的陳亞傑半開玩笑地說：「黨中央進京趕考，

咱西柏坡人不能懈怠，必須把經濟發展這一課補習上來，讓黨中央放心。」
「梁家溝搭上了美麗鄉村建設的順風車，上級財政按人口每個人補助5,000元（人民

幣，下同），村集體免費供給紅瓦和瓷磚」，牛士曉說，父母的態度早
改變了，家中的二層小樓至少有他們一半的功勞。這幢漂亮的鄉間別墅
一半自家住，一半開起了家庭旅館和農家樂。
婚後，牛士曉在石家莊一家旅行社當導遊，天南海北地

跑。陳亞傑在西柏坡繼續開觀光車、擺攤設點賣紀念品。
「西柏坡的變化，好像是在一夜間發生的，太行高速、西

柏坡高速等交通網，讓西柏坡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隨着革命
聖地『紅色流量』水漲船高，西柏坡的老百姓慢慢享受到了綠色
產業給當地帶來的紅利。」牛士曉說，2009年她嫁到西柏坡時，
老百姓收入主要靠賣旅遊紀念品，全村人均收入不足5,000元。10
年間，人均收入翻了一番還多。
「現在的西柏坡，依託中央部委舊址群、中宣部舊
址等紅色資源發展旅遊業。同時，依託紅色旅遊打
造綠色產業，建設研學基地、發展觀光採摘，讓
遊客在接受紅色教育的同時，體驗採摘的樂
趣。」牛士曉說，「紅色旅遊+綠色產業」已成為
西柏坡鄉村振興的加速器。

對來到西柏坡的遊人，牛士曉會推薦他們到李家莊看看。李家莊村
是中共中央統戰部舊址所在地。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這裏發
布了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
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
立民主聯合政府」，得到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積極響應。
牛士曉還不忘推薦李家莊的粗茶淡飯。李家莊招待客人的餐具都是
粗瓷土缽，蔬菜是農家菜園裏採摘的綠色有機菜，肉食是家養的黑豬
和柴雞。遊人在這裏可以品嚐到當年子弟兵吃過的石磨麵粉、農家豆
腐、鄉村燒酒，還有古法香油等具有地域風格的農家食品。
這裏的建築雖然進行了升級改造，但處處都體現出濃郁的鄉土氣

息。根據農家院落改造和設計的民宿，保持了原汁原味，同時注重遊
客住宿的舒適性、便捷性和私密性。李家莊鄉村客棧共有246間客
房，可容納600人同時進行會議和餐飲。

「我們西柏坡人不能當落榜生」

粗茶淡飯 鄉土情濃

紅色聖地紅色聖地牽紅牽紅線線
創業青年創業青年創幸福創幸福

●85歲的韓花珍老太太（前右）與大女兒
閆文翠（前左）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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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士曉在西柏坡紀念牛士曉在西柏坡紀念
館向遊客作講解館向遊客作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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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坡鎮60年變遷（1949年-2019年）

西柏坡鎮隸屬於河北省石家莊市平山縣，行政區域面積

29.4平方千米。截至2019年末，西柏坡鎮戶籍人口7,435

人；耕地1,260畝；總產值6,669萬元，其中農業1,500萬

元，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11,229元。

1949年，西柏坡鎮境域屬建屏縣孟家莊區

1956年6月，撤區，設柏坡鄉

1958年7月，成立西柏坡公社管理委員會

1958年9月，併入平山縣

1968年4月，改為柏坡公社革命委員會

1984年2月，改為柏坡鄉

1990 年 1 月，窯
上、燕尾溝、通家
口、霍家溝、講
里、西坡6村劃入

2002年5月，改為
西柏坡鎮至今

●陳亞傑（左）與他的觀光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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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 西柏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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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西柏坡文旅小鎮

之特別報道 五大革命聖地今昔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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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系列完

西柏坡西柏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西柏坡紀念館西柏坡紀念館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0212021年年66月月1111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21年6月11日（星期五）

2021年6月11日（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