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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劳
动
者
周
末

专
题

责
任
编
辑

杨
琳
琳

版
式
设
计

王
巍

版
式
校
对

张
旭

2016年
9月3日
星期六

□本报记者 孙艳

长眠于校园里的年轻烈士

□本报实习记者 闫长禄/文 通讯员 史啸思/摄

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

9月， 天高云淡， 学生们迎来了
新学期。 北京大兴区榆垡镇第一中心
小学的学生们都知道， 自己的学校还
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革命烈士
华黎就安睡在校园的东南角。

其实， 原本华黎烈士不在校园中，
而葬在一片梨园地中。 每年清明之际，
梨园开满了洁白的梨花， 大中小学各
校的师生都会统一着校服， 佩戴白花，
来到梨园中 ， 为他扫墓 ， 送上鲜花 ，
以庄严的礼节祭奠这位抗战英雄。 十
几年前， 榆垡镇新城改造， 当初的梨
园规划建成了榆垡小学， 于是在学校
的东南角划出一块土地， 将华黎烈士
的坟墓迁移到现在的地址， 并为烈士
建碑。 从此， 华黎烈士墓便成了学校
的一部分， 更成为了中小学生的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

走进校园， 在操场的东南角被绿
植包围起来 ， 这里就是华黎烈士墓 。
墓碑坐北朝南， 为水泥浇铸， 碑高有
一米五左右， 正中阴刻行书 “华黎烈
士之墓” 6个大字， 左下侧阴刻 “榆垡
镇人民政府、 榆垡村民委员会 九二·
九” 17个小字， 一层底座长一米左右，

碑后是一个呈拱形的坟室。
学校还专门建立了革命教育展室，

这里陈列着华黎烈士少有的照片， 一
张 《革命烈士证明书》 让人们了解了
华黎烈士的光荣抗战事迹。

华黎原名张清柳， 河北省安平县
彭家营镇人。 之所以改名华黎， 是取
其 “为了中华民族的黎明 ” 之意 。
1937年 “七七事变” 后， 他加入革命
队伍 ， 参加到抗日救国的战斗之中 。
在抗日战争中， 张清柳外出侦查、 送
信、 发动群众杀鬼子、 端炮楼， 取得
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1944年， 日军在
华北战场伤亡惨重， 张清柳改名华黎，
他相信， 黑暗很快就会过去， 曙光就
在前头。

1945年日本投降后， 组织上派他
到涿良宛县担任组织部长。 在党中央
和上级党委的领导下， 在解放区开展
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 。 1946年5
月， 国民党反动派纠集地主还乡团疯
狂地向人民反扑 ， 到处抓人 ， 抢粮 。
他迅速隐蔽好党的文件， 掩护同志钻
进地道， 不料被敌人发现， 当场被捕。
敌人对他软硬兼施， 他始终坚贞不屈，

横眉冷对， 一言不发。
1948年5月23日， 正是农历四月十

五庙会， 敌人将他押往刑场。 当走到
十字路口时， 敌人狞笑着问他： “你
现在还有什么说的吗？” 华黎停住了脚
步， 高声说道： “乡亲们， 父老兄弟
们， 干革命就会有牺牲， 共产党八路
军是杀不完的， 人民是杀不完的！ 不
要难过， 黑暗就要过去， 胜利是属于
我们的！” 到刑场后， 敌人让他跪下，
他说 ： “共产党员没有跪下的习惯 ！
要跪下的应该是你们！” 敌人把他推搡
到一块麦地里， 用枪管戳着他的背后
说： “跪下，就在这儿送你回老家！”华
黎扭过头来，命令敌人：“走！ 到那边沙
岗子上， 这是庄稼地， 别给老百姓添

麻烦。” 说着， 向沙岗子上走去， 高呼
着： “新中国万岁！” 英勇就义。

华黎烈士牺牲后， 几名榆垡镇村
民冒死将华黎的遗体从国民党手中抢
回， 将华黎葬在榆垡镇。 新中国成立
后， 每年清明节， 附近的群众和中小
学校的学生， 都要到烈士坟前祭扫。

如今， 长眠在这方热土的华黎烈
士， 已经成为了他的故乡， 这里的人
民把他当成了 “家人”， 没有人去追问
他的出生地。 新学期开学， 孩子们返
校最重要的事就是缅怀这位先烈， 为
他献上9月绽放的鲜花。 伴随着孩子们
朗朗的读书声， 悦耳的合唱声， 整齐
的跑步声……华黎烈士永远安睡在这
个充满希望的氛围中。

近日， 记者跟随房山区拱辰街道
北关东路社区的百名党员来到位于房
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 在 《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首红歌的诞生地
过了一个特殊的日子。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
首红色革命歌曲， 是著名的词曲作家
曹火星同志创作的 。 曹火星出生于
1924年。 1938年2月， 曹火星参加了平
山县农民抗日救国会， 从此走上革命
道路。 同年他调到平山县抗日救国青
年联合会宣传队 （即铁血剧社） 任演
员、 音乐队队长。

抗日战争时期， 为了躲避敌人的
扫荡， 群众剧社化整为零深入到群众
中宣传抗日。 曹火星所在的音乐队由
晋察冀边区总部驻地阜平出发， 来到
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 堂上村是抗
日根据地之一， 位于百花山脚下的一
个小山村。 当时， 蒋介石发表 《中国
之命运》 一书， 打出 “没有国民党就
没有中国” 的旗号。 中国共产党随即
发表了 《评中国之命运》， 针锋相对地
提出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年仅
19岁的曹火星虽然参加抗日斗争时间
不长， 但已经饱尝抗日的烽火和战斗
的硝烟， 使他对祖国大好山河被践踏
的现状感触极深， 同时也对国民党的
不抵抗政策充满激愤， 对日本帝国主

义有着刻骨的仇恨。
曹火星目睹了在中华民族生死存

亡的关键时刻， 在四万万同胞最危险
的时候，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
新四军挺身而出， 为了人民不再受蹂
躏 ， 为了民族的解放 ， 不惜抛头颅 、
洒热血， 挽救苦难中的中国……针对
蒋介石 “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 的
谬论， 一个与之相反的旗帜鲜明的主
题， 在他脑海中升起。 于是， 他怀着
对共产党的热爱， 蘸着血、 泪， 巧妙
地运用当地流行的 “霸王鞭” 的表演
形式 ， 用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
这句极具凝聚力和号召力的词语作为
曲名， 创作了激励全国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坚持抗战的著名歌曲 《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很快这首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
国》 传遍了十里八乡四面八方、 传遍
了全中国。 就这样， 人民群众唱着这
首饱含抗战激情的歌曲， 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 一枪一炮， 打出了革命
的胜利。

1950年一天下午， 毛泽东主席在
散步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时说： “歌中
应加一个新字， 叫 《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 是因为先有中国， 后有中
国共产党。”

据了解， 为永远铭记这一历史事

件， 1990年霞云岭乡人民政府第一次
在堂上村中堂庙树立了纪念碑。 1994
年 ， 房山区委在霞云岭乡堂上村建
立了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 ， 并为曹火星同志
树立了一座大理石纪念碑， 上面刻着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 的歌
词和曹火星的生平， 以此纪念曹火星
同志。

2001年3月5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建党80周年， 堂上村66名党员联名写
信给江泽民总书记， 表达了 “让我们
心中的歌代代相传” 的美好愿望。 当
年6月初， 就传来了总书记为 《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题词的喜讯。 6月
27日 ， 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
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率领北京市
四大部门领导来到堂上村， 与音乐家
曹火星的女儿曹红怡一起， 为《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词曲创作地纪念
雕塑揭幕。 从此， 《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 词曲创作地成为永久性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
2006年7月1日 ， 是中国共产党建

党85周年 ， 为了迎接这一重大节日 ，
充分发挥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词曲创作地的重要作用 ， 房山区委 、
区政府决定建设堂上市级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二期工程。 采取依山就势、 建
筑单层连体的建筑方式。 纪念馆1800
平方米， 共分A、 B、 C三个展区， 展
览内容运用文字、 摄影、 绘画、 浮雕、
蜡像、 幻影成像等传统与现代相结合
的艺术手段， 展出照片800幅， 油画1
幅 ， 浮雕1幅 ， 蜡像1尊 ， 幻影成像1
部。 并建设了4000平方米红色歌曲传
唱大舞台， 成为了北京市红色教育的
一个新亮点。

党日活动结束 ， 返程途中百名党
员一直在竞相唱红歌。 “一首首红歌
感染着我们 ， 激励我们永远跟党走 ，
为党的事业尽心竭力的决心和信心 。
我们要倍加珍惜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
血换来的新中国。” 大家说道。

一首红歌代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