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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电视剧《大决战》在中央电视
台热播。这部电视剧全景式地再现了中国革
命战争史中气势宏大、波澜壮阔的辽沈战
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等三大战役的全过
程，形象、生动而深刻地诠释了在中国革命
战争中所蕴含的三大主题：蒋家王朝缘何而
亡，广大军民为何而战，共产党人因何而胜。

《大决战》既是一部恢弘的战争史诗之
作，也是一部充满深刻历史内涵和现实意义
的党史教材。无论我军是处于优势还是劣
势，无论敌人是狡猾还是愚钝，无论是在战
场还是在谈判桌前，人民解放军最终都能以
必胜的信心和勇气战胜敌人，原因何在？剧
中用毛主席在撤离延安前的一句幽默的话
语，道出了其中的缘由：“共产党的百宝箱里
装的不是财富，而是民心。”民心的向背，决
定江山的归属。

电视剧对国共双方都进行了深入刻画，
对比之深，引人深思。国民党黑暗腐败令人
发指，埋下了最终失败的命运。剧中有这样
一个情节，面对“四平之战”失利后的不利局
面，1946年7月7日，中共东北局召开扩大会
议，确定今后我党在东北的工作方针和作战
方针，通过了由陈云起草的《东北形势和任
务》报告，后称“七七决议”。决议指出，“创
造根据地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而我们所要
创造的根据地，是包括中小城市和次要铁路
在内的，但必须认识，创造根据地主要内容
是发动农民群众”。此后，中共部队花费大力
气开展土改。约一万多名干部走出城市，丢
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
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
部统统到农村中去，完成发动农民的中心任
务。他们到农村后住到贫农家，与他们同吃
同住同劳动，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同时
物色积极分子，进行个别发动，召开座谈会，
讲解穷人翻身的道理，再通过诉苦、算剥削
账，提高农民觉悟，斗争大地主。剧中蒋介石
召集其幕僚开会，研究如何应对中共实行的
土地革命。他竟然说出：“一定要采取军事上
的手段，而且绝对不可以手软。农民不是分
到土地了吗？我们应该尽快把他们从土地上
面再赶走，这样才可以彻底摧毁他们刚刚建
立起来的信心。”旁边顾祝同鼓掌应和，高呼
总裁英明！如此政府视群众为草芥，真是滑
天下之大稽，何其寡廉鲜耻！高层尚且如此，
基层更是不堪入目。在城里，国军军官忙着
接收银行、工厂，并从中中饱私囊。对老百
姓，则摊派沉重的苛捐杂税。国民党政府代
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鱼肉百
姓，作威作福，焉能不败！

共产党拥有“三大法宝”，最终取得解放
战争的伟大胜利。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拥

有军队约430万人，国军多是美械和日械装
备，陆海空三军建制齐全，几乎控制了全国
所有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以及76%的土
地和7 1%的人口，并拥有现代工业、军火工
业；而共产党仅仅拥有军队约127万人，武器
以步枪为主，地处小城镇和乡村。实力对比
十分悬殊，但是短短3年时间，共产党就取
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原因何在？用毛主席
的话说，就是“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
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战
胜敌人的“三大法宝”。

首先，“党的建设”铸造了党和人民的血
肉联系，保证党和人民命运与共，有了这个
法宝，党才能成为人民的主心骨、定盘星、压
舱石，人民才能信任党，坚定地跟党走。有一
组数字，至今读来仍然令人动容：淮海战役
期间，参与支前的随军民工、二线转运民工
和后方临时民工，总计达543万人。总共动
员了20 . 6万副担架、88 . 1万辆大小车辆、
30 . 5万副挑子、76 . 7万头牲畜、8539艘大
小船只、257辆汽车。共计向前线运送弹药

7300吨、筹运粮食4 . 8亿公斤、转运伤员 1 1

万余人，平均一名战士身后有9名群众“保
驾护航”。“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
小推车推出来的！”陈毅元帅这句发自肺腑
的话，道出了人民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所
在。

其次，“武装斗争”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
路问题和主要斗争形式问题。在三大战役
中，以毛主席为核心的最高决策层驾驭战争
全局，战略上宏图大略，高人一筹；在具体战
局上洞若观火，战术上巧妙多变，超乎寻常，
可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从解
放战争初期，面对国民党军大举进攻时提出

“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
失”的作战理念，到辽沈战役中敢于冒着全
军覆灭危险指示攻打锦州，实现关门打狗的
全局战略意图，再到淮海战役中虚怀若谷数
次采纳粟裕等人的建议并根据战争形势的
发展不断修改战略构想，实现以60万战胜
80万的战争奇迹，无不体现出共产党决策
层高超的战争指挥艺术。而反观国民党，内

部派系林立，有能力的将领往往因为不是蒋
介石的“嫡系”而不受重用。

最后，“统一战线”团结起一切可以团结
的力量。团结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
党派民主人士及国外华侨等，使得他们坚定
地和共产党站到一起，自觉、自愿接受共产
党的领导，共同为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
而奋斗。

“打天下、坐江山，一心为了老百姓的苦
乐酸甜；谋幸福、送温暖，日夜不忘老百姓康
宁团圆。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
共产党永远的挂念。老百姓是山，老百姓是
海，老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江山》
这首歌震动了无数观众的心灵，因为它生动
地揭示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诠释了共
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今年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胸怀千秋伟业，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我们要始终葆有建党时
的初心和使命，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
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继续为实现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民心是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
沈友伟

“ 自古逢秋 悲寂寥”。匆 匆 一 年 又是
秋，岁月不堪数，故人不再有。最近做梦
总是会梦见母亲。不是背着我到这到那
玩，就是做许多好吃的给我吃。还有就是
睡 在 阴 冷 的 地 板 上 没 有 被 子 盖 ，好 可
怜……有时候会被自己噎噎咽咽的哭声
惊醒，一身汗。细一想，马上阴历十月初
一了，老家的风俗：这一天，也只有这一
天女儿祭奠父母亲才能收到心意。自从
父母亲过世十来年，每逢这一天我都会
风雨无阻地赶回老家，为双亲送去一份
哀思、一份寄托……

娘 :女儿想您，心中想您。可惜你我天
上 人间，我的思念 和 祝福，送不到您 那
里。不知别人是否和我一样，年龄越大越
想娘。常常，吃着饭，走着路，看到路边唱
小戏的阿姨们想起您。娘在的时候最爱
看戏的，一戏迷；看到路边推着轮椅带着
父母溜弯的儿女们想起您；心情不好时
想起您；睡觉时常常就忽然无端地想起
您；过年过节时总是会想起您。“每逢佳
节倍思亲。”您无时无刻不在女儿的内心
深处珍藏。

一直想动笔回忆一下您，却迟迟未敢
动笔。怕笔一动，心会痛。

您明明走了很久，我却分明能感觉到
您一直都在，在某个我找不到的地方，像
以前那样爱着我。可是事实上在这个世
界上却再也找不见您啦！娘亲，愿天堂没
有疾病和痛苦，愿母亲大人在天堂里依
然满面春风、欢声笑语。

我的母 亲是一 位 善良、宽 厚 、心细、
热情而又充满生活情调的人，她识字不
多，却能用一套套的老人言教育着我们。

“有饭送给饥人，有话送给知人”；“吃亏
常在，破帽常戴”；“不要瞧不起任何人，
砖头碗渣子都能支桌腿”；“宁愿在家敬
爹娘，不要到处去烧香”等等耳熟能详的
话语，至今铭记在心并且常说给孩子们
听。

母亲的善良是全村皆知的，只要谁家
有了困难，都有母亲帮忙的身影。村里孤
寡老人过年过节时，母亲准把她接到家
里来吃住。那个年头家里姊妹多家境也
不富裕，只要有讨饭的人来，母亲准会舀
碗米尊重而又热情地递去，有的讨饭人
衣不蔽体，母亲常常把自己的衣服送给
他们，毫不吝啬。其实母亲自己也没几件
衣服，但总是穿得干干净净、体 体 面 面
的。

从小到大，母亲最疼我，记得上小学
三年级的时候，眼馋街道的女孩们穿花
花绿绿的裙子，回家央求母亲也想有裙
子穿。在当时农村人可能还有封建思想，
小女孩不能穿裙子，家里也没钱买。过了
好一阵子母亲居然给我做了一个大花的
棉绸裙，后来才知道是母亲攒了家里的
鸡蛋去换钱买的。那是我拥有的第一件
漂亮裙子，穿着它美美哒，想像着灰姑娘
顿时变成了白天鹅，自信心立马飙升。可
惜好景不长，严厉的父亲得知后立马把
我的裙子绞了，不允许我再穿。为此母亲
还和父亲争吵起来，可惜了我的第一件
美裙就这样夭折了。

母亲对我们姊妹几个都疼爱，从不舍
得打我们一下，哪怕再调皮。我唯一的一
次被打是有一次放鹅时只顾背诵书，我
家的鹅偷吃了别人家的稻子，那人去我
家向母亲告状，正好赶上我刚到家，正在

烧饭的母亲听说后问我是不是真的，我
撒腿就跑，母亲一个火叉飞过来，不偏不
差正好烙在我的大腿上，血顿时流了下
来。母亲心疼极了，赶紧送我去医院缝了
针。缝针时我偷偷瞄了一下母亲，母亲的
眼睛是湿润的，好几天看到我都是怜爱
的目光里透着无助的表情，好像对我说 :

老囡，我不是故意的，我当时在气头上。
母亲对我们姊妹几个包括女婿、儿媳

妇都是一样的疼爱。家里只要回去任何
一个孩子，她一早就会起来跑到集市上
买菜，她心细得能记住每个孩子喜欢吃
什么，来来回回能跑好几趟集市。我们姐
弟六个谁家经济差点她就会偷偷地贴补
谁，每次我给母亲的钱，母亲都会趁我不
注意时又塞回我包夹层里，每次发现我
都生气说母亲，可每每她还是照样会做
的。

可怜天下父母心，读懂已是中年人。
母亲年龄大了患了几次中风，后来坐轮
椅了，家里只有哥嫂照顾她，我们其他姊
妹只要有时间就会陪她，特别是我的三
哥三嫂这么多年逢年过节再忙也要千里
迢迢地赶回来，陪伴父母。父母亲每次知
道我们要回去，就早早地坐在门口等啊
等，等到见到我们时他们就会很开心。

母爱是伟大的，是不求回报的。母亲
在 2 0 1 1年离开了我们，可是她永远会在
我们的心里珍藏。娘亲，您的慈爱，您的
暖，您的呵护，始终在我心底不敢忘也不
能忘。

第一 次 听到人家说“ 可怜天下父母
心”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那时心中特
别不解，因为在学校里写作文，老师念的
范文无不是歌颂母爱的伟大与父亲的深
邃。在家里，父母也是拥有绝对的权威，
怎么能跟“可怜”一词沾上边呢？近年来
常在微信上看到一些文章的标题这样写
道 ：“ 少 年 不 懂 红 楼 梦 ，读 懂 已 是 梦 中
人”，一声叹息，真真如此！

如果你想知道这父母心可怜在何处，
就去放学的校门口看看吧。女儿今年上
了七年级，开学第一天中晚餐都在学校
吃，晚上还有自习课，因为学校有规定不
能带电子设备，所以连电话手表也没带。
这一天，基本属于失联状态。平时在家叽
叽喳喳、嘻 嘻哈哈，这一下子 耳根清静
了，却又不适应了，八点十分下晚自习，
七点半就到了校门口等着。如我这般等
着的不在少数，一边等一边都在聊着这
一天的感受。

一位穿黄色衣服的妈妈跟另外两位
妈妈聊天：“我平时这个点都洗好澡了，
今天没敢洗。”

其中一位问：“怎么不敢洗？”
“因为早上送儿子上学的时候我穿的

这件，我怕换了衣服儿子出来时找不着
我。”黄衣妈妈笑了起来。确实她这件黄T

很显眼，估计儿子能一眼看到她。
“这刚走 一 天 ，搞得像走了好几年

样！”一位大嗓门的爸爸自嘲地说。他看
这门口的人群越来越多，大家都生怕不
能在孩子出校门的时候精准地找到，都
在不断地往门前涌动。而他自己也是一
边嘲讽，一边跟着往前涌。

我一转头，发现人已比我来时多了数
十倍，人群中我看到好几位女儿小学一
年级时同学的家长，真有种时光穿越的
错觉。但是此刻大家都顾不上彼此打招
呼，像是曾经来接刚入学的孩子一样，焦
急地高昂着头，一边往里看，一边侧身往
前面挤着。当门口的人群已经挤得无法
动弹的时候，终于看到有学生往外走了。

第一批走出来的学生，多数惊讶于今
日的校门怎么如此拥堵，完全没有办法
往外走。有的脸上露出犯难的表情，有几
个忿忿地说：“这肯定是七年级的家长，

真棒！”我拉住其中一个女生问：“同学，
你们是几年级的呀？”小女生和气地说：

“九年级。”原来是九年级，怪不得瞅了半
天也没找到女儿。在人群中眼都不眨地
瞅了许久，人群都快散尽了，我还是没能
找到她。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女儿突
然从后面拍了拍我，我惊喜地搂住她的
小 粗 腰 。一 看 她 的 书 包 这 么 重 ，就 说 ：

“来，放下来，妈妈背。”她不屑地用小眼
睛瞟了一下我，倔强地说：“算了吧！”那
表情表达了没说出口的意思——— 就你这
小身板，还没我高！

也就是今年吧，女儿个子猛长，见天
跟我比身高。有一天，比完了身高她表情
凝重地跟我说：“妈，我以后在你面前都抬
不起头了！”那深沉的语气已经让我开始
反思自己是不是平时说话没拿捏好态度，
可是她接着调皮地噗嗤一笑：“因为我只
能俯视你了。”边说边夸张地做着俯视下
瞟的眼神。原来她是在得意比我高了。

“ 可怜天下父母 心 ”，初读不解其 中
意，读懂已是可怜人。转念又想，为了孩
子，这颗心就是“可怜”到尘埃里又如何？
因为“世道有轮回，苍天饶过谁？”

小时候，只要闻到父亲在厨房里熬猪油飘散的香味，我就
会偷偷溜到灶台后候着。父亲将猪油切成块、洗净，放在锅里
大火烧开，小火慢熬。油快出锅时 ,父亲怕溅起的油花烫到
我，总是责令我离得远些。父亲将熬好的油盛到一个瓦罐里，
油渣盛一点放在碗里，拌上红糖给我这个馋猫解馋，剩下的留
着中午炒菜。热油渣拌糖，搁现在的孩子看都不会看一眼，却
是我童年喜爱的美食。

那时父亲还在供销社做运输员，一天一元钱。发工资后，
父亲总要先买几斤猪油回来，熬好放在一个罐子里。柴米油
盐，这是开门过日子的四大必备品。那时，庄户人家青黄不接
时缺粮断油是常事。我家因为父亲那点微薄的工资，基本上没
有缺油断盐过。我的童年生活过得比一般庄户人家的孩子要优
越些。

现在物质生活好了，有三高的人忌猪油，大多数人家都吃
精致的调和油。以前熬油的油渣，一般都不舍得倒掉，女人将
油渣切碎和鸡蛋、粉丝、葱姜蒜一起做成馅，包饺子。油渣馅
的饺子，在那个年代吃起来特别香。

父亲说猪油比水油拿馋(解馋)，吃猪油长劲，干活有力
气。出嫁后每次回娘家，父亲都要问我家里缺不缺油，让我别
太抠，炒菜时多放点油。儿子出生那一年，我生病住院欠下了
一笔不小的债，日子过得紧巴。那年初冬，天出奇的冷。有一
天中午，我在哄孩子睡觉，父亲来了。父亲用蛇皮袋提了一罐
熬好的猪油送来。他说孩子在吃奶，没有什么好吃的，炒菜就
多放点油。留父亲吃晚饭，他不肯，只坐一会，喝杯水就走
了。父亲送的那罐猪油，我家整整吃了一个冬天。

父亲第二次送油是我们家盖房子那一年。分家时，公公婆
婆分给我家两间土墙瓦顶的房子，和二嫂家挨在一块。人是房
撑子，我们常年外出打工，没人住了，风吹雨打，时间久了就
成了危房。我回来一边带小孩上学，一边张罗着造房子。那个
年代造房子，一天三顿，东家都要管饭。十多个建筑工人干的
都是风吹日晒的体力活，中午上菜都不用碟子，用那种大的白
瓷钵。两瓷钵荤菜，三瓷钵蔬菜，一瓷钵汤。荤菜除了猪肉，
鸡鸭牲口和蔬菜都特别耗油，油少了，菜寡淡无味，也对不住
那些干苦力活的建筑工人。

这些工人都是家门口人，他们有个习惯，喜欢将造房子的
东家放在一块比较。谁家吝啬，生活差，谁家厚道，舍得给
吃，一边干活，一边评头论足。人都是好面子的，谁都不想是
那个被指点的小气人家。这样下来，一罐油几天就底朝天。父
亲有一天来帮忙，从家里拿了一罐油偷偷放在灶台上，我中午
炒菜的时候才看见。

一晃，父亲都八十多岁了。去年在市医院确诊为鼻咽癌，
放疗做了二十个疗程，之后回来在家休养，我有空就过去看
看。

小妹做卖肉生意，夏天她让亲戚又带回一箱猪油给父亲。
一早父亲就用蛇皮袋装着送一半过来。父亲家距离我家有五六
里路，他就这样背着油，慢慢步行到我家。

我对父亲说，小妹打电话给我了，我给孙子送上学就准备
过去拿的。父亲说，天热，不熬出来放坏了。他还说：“这次
我不给你熬了，你自己熬好，放在油罐里装着。”我鼻子一
酸，连忙背过身去，
我怕父亲看见我眼中
的泪花。父亲 生 着
病，可他眼中心里想
的还是她的女儿。世
间有哪一种爱有如此
深沉呢？

瓦罐猪油
郑花荣

梦见母亲
王庆琴

可怜天下父母心
王凤霞

秋秋水水暖暖阳阳 张张宁宁 摄摄

金秋十月，天高气爽，
万紫千红，硕果累累。重阳
节前夕，六安市人民检察院
组织退休干警50余人赴金
寨县大湾村参观学习。

我们一行踏上这片红
色土地就感到特别兴奋。位
处深山的大湾村，群山环
绕，山峦滴翠，满目葱茏，生
机盎然。我们首先参观了大
湾村扶贫脱贫成果展。目睹
一幅幅五彩缤纷的扶贫脱
贫挂图，听讲解员绘声绘色
地介绍，感受很深，我们仿
佛看到了习总书记在大湾
村的身影，听到了习总书记
亲切慰问老区人民的话语，
看到了大湾村人战天斗地、
脱贫攻坚，敢教日月换新天
的壮举。此情此景，时时在
我脑海中浮现……

当年习总书记在贫困
户陈泽申家的院子里召开
大湾村干部、群众座谈会，
和群众促膝谈心。习总书记
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引导大
家确定目标、制订措施，研
究资金投入、项目支撑等事宜，高屋建瓴地指引大家奔小
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几年来，大湾人牢记习总书记的嘱托，强化目标责任
制，认真落实每一个项目、每一个措施，横下一条心，啃硬
骨头，开启新征程。大湾村一天一个样，一月一个目标，一
年上一级台阶。我们感觉最明显的是大湾人物质、精神的
巨变。过去低矮破旧的房屋，嬗变为白墙黛瓦的徽派小楼，
错落有致，犹如一幅水墨画。当我们走进村民陈泽平家两
层小楼时，看见墙上挂着一张他和习总书记在老屋的合影
照片，背景的土墙斑驳，破旧不堪。陈泽平的老伴高兴地
说：“你们看，现在这屋子多亮堂，而且一分钱没花。”大湾
人不仅家家住新房，并且用上了自来水，屋顶有太阳能热
水器，而且用光伏发电不花钱。村里有数条共40多公里的
水泥路，犹如一条条银蛇蜿蜒而去，好一派田园美景！

山村巨变，日新月异。我们感受到大湾人的幸福。现在
大湾村从产业到就业，从异地搬迁到教育、医疗都有了保
障。农民有了成就感，幸福生活节节攀升。当年参加习总书
记召集座谈会的贫困户陈泽申，就是脱贫致富的典型。他
非常高兴地对我们说：“我现在在村办的一笑堂茶厂上班，
月收入两三千元，加上土地流转费、养殖费等年收入5万多
元，现在吃不完、用不完，还供孙子上大学，真是睡在梦里
都笑醒了。”

“欢迎你们下次再来。”临别时，大湾村“两委”负责人
自豪地说：“我们的路越走越宽广，生活越来越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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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78岁退休教
师金平安在金寨县斑竹园镇
革命烈士纪念园碑文前给孩
子们讲述红军在大别山区开
展革命运动的烽火故事，传
承大别山精神，赓续红色基
因，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
积极向上，做合格的社会主
义建设接班人。
巍巍大别山，悠悠斑竹

园。这里诞生了中国工农红
军第11军32师；走出了如徐
立清等15位开国将军；有着
《草地夜行》、《八月桂花遍地
开》动人故事；建立了立夏节
起义革命烈士纪念园等30多
处红色遗址。红色，始终是斑
竹园最鲜明的政治底色。近
年来，该镇以乡村振兴为契
机，以红色为底蕴，以党史学
习教育为抓手，将红色基因
传承好、红色传统发扬好、红
色资源利用好，致力打造全
国知名的大别山红色基因传
承示范基地，成功创建“红色
小镇”。

吴继利/文
本报记者 陈力/图

红色故事传承革命精神

奋斗百年路 再创新辉煌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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