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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处偏远，基础设施差，近年来
黄龙寨响应县委、县政府号召，整村搬迁
到较为平坦的崖头村本部。

如今走进崖头村易地扶贫村，108座
整齐划一的两层砖混结构小楼映入眼
帘。崖头村村“两委”于2018年6月启动
了村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由县政府和村
集体出资2500余万元建设的移民新居，
在2019 年 8 月底完工，彻底解决了崖头
村黄龙寨、王西岭、燕山 3 个自然村共
130户、412人的安置问题。

赵万忠的侄孙赵清花，今年已64岁，
在他的新家，电视、冰箱、空调、热水器、
抽水马桶等一应俱全。“住进来时房子里
装修都是现成的，我只添置点生活用品，
也没花几个钱。”赵清花说，搬迁之前家
家都是土坯房，现在大家都住进了小别
墅。

之前，村民买菜要到5公里以外的下
坪镇、曹川镇上。集体搬迁后，公共服务
设施不断得到完善，环境也焕然一新。
村诊所让村民“小病不出村，大病不误
诊”，3个超市里，物品琳琅满目，足以满
足村民日常生活需求。

产业兴，乡村兴。在崖头村村委会

扎包车间，10多名妇女踩着扎包机，“咔
嚓咔嚓”地缝制着氧化铝包装袋。赵清
花在一旁的打包车间干活，一个月有
2000元左右的收入。2020年3月下旬，
由平陆县宇泽包装厂提供生产设备的氧
化铝扎包车间投入生产，成为该村乡村
振兴引入的新产业，目前已有20多名村
民和赵清花一样，在家门口就能够实现
务工挣钱。

“搬进新楼房，土地不能丢。”赵清花
在黄龙寨老村还种了四五亩花椒树，农
忙时他就开着三轮摩托车回去打理。妻
子农闲时，还可以出去打零工，每年额外
增加万余元的收入。

紧挨着黄龙寨代表会议旧址，曾是
赵清花的老屋。搬迁后，他将老房子进
行了平整，一半种地，一半为党史教育基
地预留出空地。每次回去务农，他都要
过去看看这个承载着先辈们革命精神的
地方。

“孩子们都已成家，有了自己的小日
子，在党的领导下，我们都过上了新生
活。”赵清花憨厚地笑起来。他的两层小
楼房前屋后，紫色的玉兰花开得正艳。

“在崖头村，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
新起点。”李金玉说，作为革命老区，黄龙
寨目前已有10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学
习党的历史，就是要从先辈们的奋斗历
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定理想信念，在
新时代鼓足乡村振兴的精气神。”

聆听党史，让心灵得到洗礼，让党性
得以升华。而今，战争的烽火岁月虽已
远离，但那个时代创造的崇高精神和可
贵品质仍然熠熠生辉、永放光芒。

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秘密会议
—— 走访中共平陆中心县委黄龙寨代表会议旧址

3月22日，春和景明。平陆县曹川镇崖头村的山坡上，层层叠叠
的梯田绿意盎然，金黄色的油菜花点缀其中，宛如一幅恬美的山乡风
景画。

“平陆不平沟三千，曹川就有一千三。”当日，记者驱车沿黄河一
号公路蜿蜒前行，走访中共平陆中心县委黄龙寨代表会议旧址，感受
82年前那场秘密会议的精神力量和历史意义。

□记者 杜磊 崔萌 廖旌汝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
阶段。八路军在后方广泛发动群众，建
立根据地，在敌后不断发展壮大，一次
次粉碎日军的扫荡。另一方面，日本大
本营加大对国民党的政治攻势，利用蒋
介石时时不忘消灭共产党的心理，加紧
对国民政府的政治诱降，同时集中兵力
对八路军、新四军进行反复清剿。

1939 年 1 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
了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防共、限共、
溶共”的反动方针，随时准备向共产党
开刀。阎锡山多次在公开场合说，“抗
战一年多，拼光了晋绥军，壮大了共产
党”，煽动反对八路军和山西新军，要
当反共急先锋。

在平陆，随着日军的步步紧逼，山
西第七专署及其属下沦陷区的县政
府、驻军司令部先后移驻县东的曹川
一带。“平陆县在1938年初到1939年
底，成为晋南地区的政治、军事以及抗

日斗争的指挥中心。”平陆县委党史研
究室主任李泽文说，“1938年11月，中
共晋豫特委为加强对平陆抗日群众运
动的领导，更好地推动统一战线的建
立，成立中共平陆中心县委。短短一
年，中共平陆中心县委实际上发挥着
临时地委的作用。”

1939 年 7 月，中共平陆中心县委
决定在黄龙寨召开代表会议，对可能
出现的突发事变提出应对措施。一场
长达7天的会议，通过了多项决议，将
一些盲目乐观、缺乏警惕的革命者拉
回现实，在党的建设、党员思想教育、
党的领导及加强抗日武装工作、开展
游击战争、完善党的地下交通站等方
面，提出一系列要求和应对措施。此
次会议为我党保护了一大批优秀党员
和抗日干部，为中共中条地委的成立
打下了坚实基础，在中共条西党史上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黄龙寨位于曹川镇崖头村北的群
山丛林之中，因其山势跌宕起伏，形若
黄龙起舞而得名，如今是崖头行政村
下的一个自然村。当年，黄龙寨仅有
20多户村民，为耕种方便，村民择地而
居，住户比较分散，因此有“五里黄龙
寨”之称。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赵万忠
是黄龙寨的老住户，家里有田地数十
亩，经济较为富裕。在他的影响下，全
家老少都拥护共产党和八路军。1939
年 7 月，中共平陆中心县委黄龙寨代
表会议就在赵万忠家秘密召开。会议
召开期间，赵万忠一家站岗放哨、蒸馍
做饭，为会议提供了食宿和安全保障。

记者沿着崎岖的山间小道，一路
寻访到中共平陆中心县委黄龙寨代表
会议的旧址。赵万忠家依山而建，地
势较高，便于侦察和撤退。从赵万忠
旧宅复原图可以看到，当年其房屋共
有 23 间，上下两层，分前院、里院、南
院，有南窑、中窑、北窑、角窑等，但后
来都被日军烧毁。

2016 年，在平陆县、曹川镇两级
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崖头村党支

部、村委会对黄龙寨代表会议旧址进
行了修缮。

修缮后的会议旧址，仍然保留了
当年二楼的南窑门。据崖头村党支部
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李金玉介绍，为掩
人耳目，当年参会党员就是悄悄上到
二楼南窑后再进入小的拐窑里开会。
一旦有异常情况，他们可以迅速从后
门撤走。

虽然几经修缮，但在二楼逼仄的窑
洞内，连空气都变得凝重起来，记者仿
佛可以穿越时空，感受到当时紧张的气
氛和共产党人信仰信念的巨大力量。
在令人窒息的反共高压下，共产党人怀
着坚定的信仰，冒着生命危险，凝聚在
这里，为实现理想奋斗不息。

走入一楼最中间的窑洞，中共平
陆三区党组织、党员名单和人物介绍
悬挂在四周墙壁，李哲人、薛韬、赵连
成、赵万忠……这些河东早期的共产
党员，在新中国成立后分别在各个岗
位担任重要职务。现在这里作为平陆
县党史教育基地，为记录和传扬党的
光辉历史，继续发挥着积极的教育引
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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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缮后的黄龙寨代表会议旧址

▲赵万忠家西侧的紧急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