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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垣曲县城沿新望线行进，沿途景色优美、空气清新，宽阔平坦的柏
油路盘旋在山腰，垣曲革命老区纪念馆便坐落在这大山深处。正值春浓，
记者来到这里，聆听革命故事，追寻红色印记。

垣曲是革命老区县，1927年就建立了中共垣曲县委，具有光荣的革
命传统。纪念馆的创办人杨金玉出生在一个革命军人家庭，父辈参加革
命的经历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一名入党30余年的老党员，退休
后，痴迷于红色收藏的他于2007年在垣曲县抗日民主政府旧址——历
山镇望仙村，创建了垣曲革命老区纪念馆。多年来，为了纪念馆的筹备，
他跑遍了全国15个省60余个县、市，搜集资料、征集藏品。在收集实物
中，杨金玉又萌生了创办中条山抗战纪念馆的想法。2014年，中条山抗
战纪念馆建成并对外开放。

时而控诉侵略者惨无人道的铁蹄践踏，时而赞扬共产党人可歌可泣
的革命历程，杨金玉用朴素的语言为记者讲解了发生在垣曲大地上的那
段峥嵘岁月。

□记者 寻霄 刘凯华 荆毅萍

回望红色征程 让历史被铭记

步入垣曲革命老区纪念馆，斑驳的
墙面、古朴的门窗、与新中国同龄的柏树
映入眼帘。杨金玉向记者介绍，垣曲革
命老区纪念馆占地6800平方米，建筑面
积1800平方米，分7个展区、36个展室，
珍藏各类史料600余件、文物1320余件，
绘制历史事件壁画 500 平方米，堪称红
色革命的历史教科书。

步入馆内的“抗战文化展区”，一幅
幅老照片、一封封旧信件、一个个老物件
将来者情绪带入到那段烽火岁月。共产
党人舍生忘死的抗日事迹，从杨金玉口
中娓娓道来。1936年9月18日，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抗日进步群众团体——山
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在太原成立。当时，
在山西全省 105 个县中，由地下共产党
员担任县长的达62个县，派到垣曲的牺
盟会会员、县长李端甫也是一名共产党
员，这为垣曲县的党组织发展提供了有
利的政治环境。

“那时，党在垣曲的工作迎来了一个
发展高潮。”杨金玉一边介绍大背景，一
边深入地讲解垣曲县的革命动态。“当
时，在垣曲县委的领导下，全县开始发展
党员，建立基层党组织。同时，以抗日救
亡为主要任务的群众运动，也在全县轰
轰烈烈展开。”杨金玉告诉记者，从1938
年2月起，垣曲县各类救亡团体也相继建
立，妇女抗日救国会、工人抗日救国会、
农民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等群
众团体陆续成立。

“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八路
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垣曲的战略地位
也在此时得到凸显，中国军队在垣曲大
量集结。”步入“革命老区展区”，杨金玉
指着展区内一面面以时间为单位排序的
党 史 资 料 介 绍 道 。 从 1938 年 8 月 到
1940 年 5 月，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
18集团军和中共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刘
少奇等先后入经垣曲，或赴延安或抵太
行，特别是朱德数次到垣曲和卫立煌会
晤，共商抗日大计，对推动国共合作、
坚持抗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意
义。

革命之路并不一帆风顺。“1939 年
12月，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垣曲党组织
遭到了严重破坏，50余名暴露身份的共
产党员调离垣曲，党的工作转入隐蔽状

态；中条山战役之后，日伪占领了除历山
等少数村庄外的全县所有地区，党的工
作开展举步维艰。”杨金玉指着馆内的烈
士遗物告诉记者，很多积极抗日的革命
志士就是在这个时期，献出了他们宝贵
的生命。

“在当时的局面下，党在垣曲的工作
就显得尤为重要。”杨金玉说。1941 年
12月，中共条东地委根据实际情况，在垣
曲境内设立“公开”“地下”两个县委。两
个县委的建立，使根据地和敌占区的工
作紧密结合起来。在艰苦的环境中，垣
曲党组织积极隐蔽战斗，化整为零，坚持
斗争，抗日锄奸。在日军占领垣曲的4年
零3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在垣曲县
积极开辟敌后抗日战场，激励全民奋起
抗战，尤其是1942年春太岳南进支队挺
进垣曲，垣曲的抗日斗争进入了一个新
的阶段，先后建立抗日武装17支，参加大
小战斗百余次，消灭日伪军 1000 余人，
1945年8月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
胜利。

在垣曲革命老区纪念馆内，陈列着
许多革命先辈使用过的“真家伙”。跨
越时空，昔日火热的革命场景一下子浮
现眼前。其中，在馆内的“纺织体验区”，
整齐地摆放着一排抗战时期留存下来的
织布机。这些织布机虽然历经岁月沧
桑，但是在杨金玉的精心保护下，依然可
以使用。“你现在看到的织布机，都是抗
战时期垣曲村民使用过的。当时在望仙
村，很多妇女黑夜白天地忙纺织，为的就
是军民有衣裳。”杨金玉指着一台抗战时
期的织布机告诉记者。

传承红色基因 把纪念馆办起来

革命年代，无数先烈用自己的血肉
之躯筑起生命的“防火墙”，把满腔热血
洒在了这片热土，谱写出一段段可歌可
泣的光辉历史。历经岁月更迭，如今的
望仙村充满生机，村民安居乐业，乡村旅
游蓬勃发展，革命老区纪念馆的建立，让
更多人铭记历史，感恩和平。

“我父亲作为一名革命军人，曾先后
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
战争。我希望垣曲的这抹红色能够影响
更多人，通过纪念馆将红色故事和红色
精神传递下去。”杨金玉说，他儿时就常
听父亲讲述革命故事，自小就有浓郁的
红色情结，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红色情

结越来越浓。
2007年，50岁的杨金玉便在当年垣

曲县抗日民主政府所在地、有“垣曲小延
安”之称的历山镇望仙村，创办了垣曲革
命老区纪念馆，并免费向公众开放。

“有些游客进馆之后会觉得馆内摆
设太过朴素，缺乏许多硬件设备。殊不
知，在建馆过程中，无论是寻找藏品，还
是筹集资金，无论是人员管理，还是展馆
维护，都存在着巨大的困难。”革命老区
纪念馆讲解员王雪花说，为了一枚炮弹，
杨金玉曾带领大家在夏县深山里辗转三
天两夜；为了一把刺刀，他驱车沿着盘山
路来到海拔 1600 余米的绛县小山村多
方寻找；为了一件旧军装，他5次前往垣
曲县英言镇郭家山村……大到炮弹残
骸，小到一封老兵家书，只要有一丝线
索，他都会前去寻找，想方设法收集到。

作为一家民办公益性纪念馆，建馆
的资金曾是杨金玉最大的压力。“在找寻
藏品过程中，他曾抵押过自己的资产，并
集全家之力，将藏品逐个‘捧’回家。”王
雪花说，现在，杨馆长为了运营维护纪念
馆，仍背负着债务，但不论遇到多大的困
难，杨馆长都告诉大家不能放弃，办好纪
念馆、做好传承人。

2014 年，年近花甲的杨金玉在垣曲
县皋落乡民兴村，创办了中条山抗战纪
念馆，接着又建起一座小型烈士陵园，办
起了抗战体验园。

如今，杨金玉创办的“两馆两园”，已
成为当地的党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国
防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每年来自
全国20余个省、市的参观者，在这里继承
革命传统、弘扬革命精神，平均年参观人
数达20万余人次。

依靠政策资源 让“山里货”走出去

山多人稀，这是望仙村曾给山外人
留下的直观印象，可在乡村振兴的带动
下，望仙村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近年来，为了加快山区经济建设，扬
长补短，垣曲县通过倾斜政策资源，在加
大对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同
时，把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做好做细，让
特色产品走出大山。

“我们这里的山核桃、野生木耳、蘑

菇等山货都成为城里人眼中的香饽饽，
现在的主打产业也是这些山货。”望仙村
老党员邓文告诉记者，在政策的牵引下，
望仙村自2019 年5月摘掉贫困帽子后，
村民们依靠勤劳的双手，通过合作社的
带动，发展有机种植、特色养殖、乡村旅
游，巩固脱贫成果。

农业合作社助力村民走上增收致富
“快车道”。近年来，望仙村先后成立了
12个合作社。“一口鲜”种植合作社因地
制宜栽植樱桃、板栗190亩，今年可以挂
果收益；茶叶种植合作社立足“南茶北
移”发展了150亩绿茶基地，已试种成
功……

目前，该村除 400 多名青壮年外出
务工外，还有 300 名留守老人和妇女在
这些合作社里打工，每天每人可以挣60
元到80元。

发展食用菌也是该村增收致富的一
个重点项目。2019年冬天，村里建起了
木耳、香菇培育基地，在栎木上打眼、种
菌，培育木耳1.7万根、香菇1.2万根、“猴
头”3000 根。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养菌，
栎木上已经长出了黑木耳，仅这一项年
收入就可达50万元。

垣曲县的野生木耳、“猴头”等特产，
大多产于望仙村。该村山林面积 3.7 万
亩，生长着这些特有的食用菌。每年山
里人从春到秋，均会到山上采摘木耳、

“猴头”、蘑菇、羊肚菌等。这些野生菌类
每年可采收 5000 公斤，收入 100 余万
元。邓文说：“过去交通不便、信息不畅，
山货不值钱。如今只要勤快肯吃苦，不
愁挣不下钱。”

望仙村党支部书记赵言红说：“我们
村还发展林下经济，种植五味、党参、木
瓜等中药材 1000 亩，发展丹参、柴胡药
材基地 500 亩，使野生与种植两手都抓
起来，真正让农民实现‘靠山吃山’。”

历山镇春有百花，夏有高山，秋有红
叶，冬有雪景，一年四季皆是景。近年
来，望仙村围绕旅游做文章，很多村民依
托旅游做些小“买卖”，游客多了，村民们
的钱袋子也鼓了。

青山有意生浩气，草木含情慰英
灵。回望革命路，眺望奋进路，垣曲革
命老区承传红色薪火、坚定理想信念，
在时代的新征程中焕发出无限活力。

这馆，这人，这山
——垣曲县革命老区走访记

▲翠柏环绕的抗日政府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