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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版责编 雷登攀 校对 孙 勇
美编 李 鹏

辛丑春节，扶眉战役烈士陵园。赵
存仁烈士的墓碑前，多了几束游客送上
的鲜花。

许多人来到这里，是因为听说了流
传几十年的“一封迟到家书”的故事。

“你我夫妻一别 12 载，书信全无。
我能遇到这样的好政府，不再过提心吊
胆的日子了。望你在部队安心打仗，胜
利归来……”

但尚未收到妻子林霞这份饱含深
情的牵挂，时任第一野战军 1 兵团 2 军 4
师 11 团政委的赵存仁，就牺牲在解放西
北的战场上。

青山为证。烈士长眠的土地上，曾
发生过一场影响深远的战役。

1949 年 7 月 10 日至 14 日 ，以陕西
关中扶风、眉县为中心，爆发了解放战
争中西北战场上国共双方投入兵力最
多、规模最大、我军歼敌最多的一场战
役——扶眉战役。

此役铺平了解放大西北、进军大西
南的道路，人民解放军金戈铁马自此挥
师西进，所向披靡。

松柏常青，历史不容忘却。
今天的烈士陵园中，2160 座卧碑一

层层排开，向远方的台塬延展开去，肃
穆、庄严。初次到此的人们，无一不被
眼前的场景深深震撼。

时 光 的 指 针 回 拨 到 1949 年 初 夏 。
那时，2160 个墓碑上的名字，还是一个
个鲜活的生命。

西安解放后，胡宗南与盘踞西北的
马步芳、马鸿逵结成联盟，妄图趁解放
军立足关中未稳之际联合反扑，夺回西
安。

当时，一野在关中地区的兵力有 10
余万人，国民党军有 21 万人，敌众我寡
态势十分明显。

通过扶眉战役烈士陵园管理处主
任任晓峰的介绍，能感受到当时的战事
声声急：

5 月 26 日起，划归一野建制的 18 兵
团、19 兵团千里急行军，先后从山西风
陵渡、禹门口渡过黄河入陕。

6月 24日，18兵团全部抵达西安。
至 7 月 3 日，19 兵团分别到达富平、

三原、高陵、泾阳一线。
至此，一野在关中地区的总兵力达

到 33万余人，士气高昂。
西北敌我兵力对比发生了根本改

变 ，为扶眉决战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
础。

“从 5 月 26 日到 6 月 27 日，毛泽东
先后多次致电彭德怀，与其商讨关中决
战事宜，最终确定了‘钳马打胡、先胡后
马’的战术。”宝鸡市委党史研究室原调
研员李洛发说。

从扶眉战役纪念馆陈列的一封封
电报中，仍可感受到当年大战前的紧张
气氛。

战前，18 兵团沿陇海铁路、咸阳至
凤翔公路从东向西推进，1 兵团在渭河
南岸布防，2 兵团从北路急行军进入岐
山，并派出第 4 军守住西大门，防止敌军
向西逃窜 ，从而形成对敌三面夹击之
势。

7 月 10 日，扶眉战役正式打响。渭
河两岸，一时硝烟弥漫。

7 月 12 日，一野 2 兵团、18 兵团向被
压缩在渭河北岸的国民党军发起总攻，

经过 5 小时激战，歼敌大部，敌军乱成一
团，涉水突围。正逢渭河水暴涨，敌军
大部分溺水而亡。逃上南岸的 8000 余
人，又落入 1兵团布设下的天罗地网。

7月 13日，岐山、凤翔相继解放。
7月 14日凌晨，宝鸡解放。
至此，扶眉战役胜利告捷。

“ 扶 眉 战 役 是 一 场 酣 畅 淋 漓 的 大
胜，歼敌 4.4 万人，收复和解放了武功、
眉县、扶风、宝鸡等 9 座县城，彻底改变
了西北战场上的敌我力量对比。”李洛
发 说 ，向 东 看 ，陕 西 与 解 放 区 连 成 一
片。向西看 ，这场大捷粉碎了胡马联
盟，砸开了解放大西北、进军大西南的
大门。

自此，解放军浩浩荡荡进入西北，
所向披靡。

青 山 有 幸 埋 忠 骨 。 扶 眉 战 役 中 ，
解放军共伤亡 4600 余人，3000 多名指
战员壮烈牺牲，其中姓名可考者 2160
人。

“烈士平均年龄 25 岁，最小的仅有
14 岁。”讲解员窦妍动情地说道，一个个
年轻的生命，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史诗。

“扶眉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
双桨划出来的、用大车拉出来的。”陕西
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任惠林说，18 兵
团、19 兵团由晋入陕，人民划着船帮他
们渡过黄河。战役期间，支前群众组成
的大车队、担架队沿西兰公路、咸宝公
路前进，犹如一条条长龙，车轮滚滚、浩
浩荡荡。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昔日英雄长
眠的战场，硝烟散尽，早已换了人间。

2 月春来早。国家级（眉县）猕猴桃

产业园区内，一辆辆运输车往来穿梭。
一家果业公司里，14 条选果线一字排
开，工业机器人挥动长臂，将一箱箱猕
猴桃分拣装箱，销往全国各地。

当年子弟兵誓死夺下的城池，如今
已成为全国知名的猕猴桃产业示范县，
安乐富足，处处生机勃勃。

在赵存仁牺牲的眉县金渠镇，数千
亩猕猴桃示范园里，尽是农民忙碌的身
影。依托猕猴桃等主导产业，2019 年，
眉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 1.37 万
元 ，全 县 猕 猴 桃 品 牌 价 值 达 128.33 亿
元。

“变的是生活的境遇，不变的是党
的初心使命。”金渠镇田家寨村村支书
孙乐斌谈及今昔变化，感慨万千。

直 播 带 货 、休 闲 农 业 、工 业 旅
游 ……眉县农业产业化办公室主任陈
辉介绍，全县猕猴桃种植面积达 30.2 万
亩，5255 户贫困群众发展起 2.2 万亩果
园。当地不断延伸产业链，全县已有 23
家鲜果、果酒、果汁及冷链加工企业。
小小“奇异果”，为困难群众摆脱贫困、
奔向小康立下了“头功”。

孙乐斌说，我从小是听老人讲扶眉
战役的故事长大的。革命战争年代，无
数先烈冲锋在前，战果累累。今天，党
员和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处，又摘下
了小康生活的累累硕果。

“紧紧依靠和发动群众，是扶眉战
役留给我们最大的精神财富。”眉县县
委书记刘志生说，今天，我们可以告慰
革命英烈的是，当年他们为之浴血奋战
的新生活，已然变成现实。

（新华社西安电）

金 戈 铁 马 挥 师 西 北
——重温感天动地的扶眉战役

新华社记者 孙 波 陈 晨

1月 28日拍摄的陕西眉县扶眉战役烈士陵园（无人机拍摄） 1月 28日拍摄的陕西眉县扶眉战役烈士陵园

1月 28日拍摄的陕西眉县扶眉战役烈士纪念馆

1月 28日拍摄的陕西眉县扶眉战役纪念馆外景（无人机照片）

参观者在陕西眉县扶眉战役纪念馆参观（1月 28日摄）

本组照片均由新华社记者 刘 潇 摄

李子合，又名李丙修，1901 年生于
夏县庙前镇史家村。

李 子 合 小 的 时 候 ，家 境 十 分 贫
寒。他一边劳动，一边在本村小学读
书。17 岁时，他考入夏县第一高级小
学。上学期间，面对黑暗的旧中国，他
心中萌发了救国救民的念头，学习更
加刻苦。

1920 年，李子合以优异成绩考入
位 于 运 城 的 省 立 第 二 中 学 。 在 学 校
里，他不但学习成绩好，而且积极参加
进步青年的革命活动。

有一次，校长的孩子无理殴打一
位 同 学 ，在 场 很 多 同 学 都 敢 怒 不 敢
言。李子合看不下去，当场斥责校长
的孩子，并要求向那位同学道歉。校

长儿子气焰嚣张，李子合忍无可忍，奋
起和校长儿子打斗，用割纸刀刺伤了
校长儿子的胳膊。李子合因此被学校
开除。

1923 年，李子合考入了太原的省
立第一中学。在学校里，他寻求救国
救民的道路，接受了共产主义的真理。

1925 年,经王鸿钧同志介绍，他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夏县早期党员之
一。

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李子合
作为太原省立一中的学生代表，参加
山西省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罢课，游
行 示 威 ，声 援 上 海 工 人 的 正 义 斗 争 。
中学毕业以后，李子合担任中共蒙藏
办事处处员，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不幸，李子合患了骨髓炎，不得不
截去下肢，成了残疾人。1926 年，上级
党组织安排李子合回家休养。

李 子 合 按 照 党 的 安 排 回 到 家 乡
后 ，身 残 志 坚 ，积 极 投 入 党 的 地 下 工
作。他拄着双拐，在庙前镇开办了一
个书店，并以书店为掩护,在当地群众
中宣传马列主义，建立和发展党的地
下组织。

他还经常拄着双拐，到山上的柏
塔寺学校去活动，并介绍当时的校长
任子元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使这座
学校成了培养革命人才的基地。

1926 年暑假期间，在太原读书的
共 产 党 员 韩 秀 山 、吴 康 两 人 回 到 夏
县。太原地委特派员王鸿钧召集他们

3 人开会，成立了中共夏县支部，李子
合担任支部书记。这是夏县最早的党
组织。

1927 年，李子合根据上级党的指
示，积极在夏县筹建农民协会，担任了
夏县农民协会负责人。他不计报酬，
不辞劳苦，经常拄着双拐深入到堡尔、
史家、吴村等村庄,向农民宣传革命道
理，帮助建立和健全各村的农民协会
组织。

面对着有了觉悟并组织起来的农
民 群 众 ，当 地 的 反 动 派 十 分 惶 恐 。
1927 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国民
党山西省党部派秦中兴为夏县国民党
党部书记。秦中兴一上任便解散了夏
县农民协会，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进

步人士，李子合被迫回了家。
敌人的反动气焰并没有吓倒李子

合。白色恐怖下，李子合继续坚持党
的地下工作。1927 年秋，李子合派地
下党员任子元秘密去武汉参加全国农
民代表大会。会后，他根据上级党的
指示，把工作重点由县城转向农村。

很快，经过李子合等共产党人几
年的艰苦工作，夏县的革命形势又有
好转。1935 年，首先在李子合的家乡
史家村，掀起了烧契约活动，广大贫
苦 群 众 拍 手 叫 好 ， 反 动 分 子 吓 破 了
胆。

1936 年农历二月二十五，由于坏
人告密，李子合被逮捕入狱。在狱中，
敌人对他严刑拷打，叫他交出夏县共

产党员名单，他宁死不屈。
后来，敌人把李子合绑到刑场，用

小 刀 割 他 身 上 的 肉 ，企 图 叫 他 屈 服 。
面对敌人的叫嚣和淫威，李子合不但
没有屈服，反而高昂着头，向围观的群
众 大 声 喊 道 ：“我 就 是 共 产 党 员 李 子
合。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杀了我李
子合，还有后来人!”

围观的群众无不被李子合的革命
精神所感动。敌人慌了神，急忙用布
团塞住了李子合的嘴，更加残酷地迫
害李子合。就这样，夏县第一任党组
织的负责人李子合，为伟大的共产主
义 事 业 ，为 我 们 今 天 的 幸 福 生 活 ，献
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 35岁。

文字整理 金玉敏

他 把 生 命 交 给 了 党他 把 生 命 交 给 了 党
———记夏县早期共产党员李子合—记夏县早期共产党员李子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