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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年 7 月下旬， 突围到鄂西北的中原军区
所属江汉军区机关、警卫团和第三团，在司令员罗
厚福、政委文敏生、独立旅旅长张秀龙的率领下，
转移到鄂陕川边界进行游击活动。 在先后占领宜
城、南漳、保康等县城后，进至竹山县，在此接到中
共中央指示，大巴山口子鸡心岭川军尚未到达，命
令江汉军区部队急行军抢占口子进川。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南入巴山， 创建川东北根
据地的指示，江汉军区部队于 7 月 24 日由竹山出
发，分南北两路进入竹溪县，准备取道平利、镇坪，
向川东北挺进。 部队出发前，江汉军区参谋长吴昌
炽派连长马运辉带领侦察排提前出发， 侦察入川
道路和敌军部署。 警卫团在竹溪县北锣鼓洞、黑虎
岭受阻，改经中峰观向南进军。 7 月 28 日，警卫团
第一营在营长张汉华、教导员马腾的率领下，兵分
两路，从镇坪县西之百人沟、竹叶关进入陕南。 7
月 30 日，镇坪县守敌保警分队惊慌逃窜，国民党
镇坪县县长冯志旭下令将被捕的马运辉等三名侦
察员枪杀后，带随行人员逃跑。 下午六时，警卫团
第一营攻克牛头店垭子， 解放了安康地区第一座
县城———镇坪县城。

8 月 2 日，国民党从四川省城口调来整编第十
师罗广文部，布防川陕鄂三省边界的鸡心岭一带，
该师第八十三旅进入镇坪县南部， 又从安康调来
第七十六师第三十四旅之第七十团，开至平利县，
企图南北夹击我军。 在此情况下，江汉军区部队于

8 月 3 日主动撤离镇坪，进入平利县境内。
1950 年 1 月 7 日， 安康军分区独立七团从岚

皋县出发，平利独立营从平利县城出发，向镇坪县
进军。1 月 11 日，两支部队同时到达镇坪县城所在
地钟宝街。 国民党镇坪县自卫团和政府官员，投靠
鄂陕边区自卫总指挥部逃往巫溪县， 镇坪县第二
次解放。 已在平镇交界地琉璃垭村对镇坪行使领
导职权的中共镇坪县委、县人民政府，在县委书记
兼县长赵子平的率领下，进驻镇坪县城。

镇坪县的解放， 标志着安康全境乃至陕西全
省获得彻底解放。

镇坪虽然解放了， 但国民党镇坪县政府和自
卫团逃窜到与巫溪县交界地区。 因此，安康军分区
独七团和平利县独立营奉命向鸡心岭以东进剿，
配合湖北两郧军分区和川北部队，三面合围，彻底
消灭这股残匪。1 月 14 日晨，部队从镇坪钟宝街出
发向鸡心岭挺进，在崇山峻岭、大雪封山、自然条
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追剿窜匪。1 月 19 日，与两郧
军分区的郧均独立团在源茂沟会师。 这次剿匪除
匪十八旅远遁房县外， 柯部被我军全歼。 1 月 18
日， 鄂陕边区自卫指挥部第四团陈友三带 1 个大
队 23 人向人民政府投诚。 至此，镇坪县反动地方
武装基本被消灭。

（市委党史研
究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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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中自给自足的桃花源

化龙山的魅力， 首在自然馈赠的丰
饶。最早听朋友说起化龙山，羡慕不已。不
止一个镇坪朋友、不止一个向导说起化龙
山深处的富庶。 包括历史上所谓三年自然
灾害期间， 城镇居民没有粮食吃的时候，
就钻进浪河，往化龙山深处老扒去找救兵
找救济。

化龙山深处山大人稀，到浪河平坦点
的山谷，只要随便找到一家人户，就找到
了粮食的宝库。 朋友告诉我，粮食大大的
有不用说，还有存了几年乃至十几二十年
的腊肉———真正地道的火腿，熟到不需要
在锅里再煮再炖，可以直接用小刀切开撕
了吃。 山里农家主妇往往刀工好，随手几
刀，菲脂亮薄的腊肉就一片片一摞摞可以
入口了。 当然，烧酒一碗碗也是源源不断
端出来。

那时的浪河，那时的化龙山，真是富
在深山有远亲。 只要进山，吃喝管够，不仅
饱，而且好。 出山，只要有力气，粮食管够
了让你背让你挑。 当然，细米白面在哪里
都是稀罕物，没有那么多。

让当时本地人震惊的是，不少家里看
起来也没有太多余粮的农户，居然干脆把
家里墙壁打开， 拆掉看似是竹篱笆的墙
土。 朋友说，他们这时才明白，那不是泥
巴，而是年复一年积攒的土豆泥，主妇们
把每年吃不完的洋芋，煮熟磨成粉糊餖一
层层刷在竹篱笆上储存起来。 这种办法，
可以把洋芋储存好多年。

有人问， 为什么不晒成干洋芋果、干
洋芋片？ 答曰：彼时彼刻，没有今天的仓储
条件，温度湿度都控制不了，就连密闭的
办法手段都极其有限。 其它方式存放，要
么被虫蛀，要么遇上阴雨天气梅雨季节发
霉变质。 所以有点积粮，是很了不起的事
情。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能够吃饱饭就
是陕南人最向往的生活。 在今天人看来，

浪河深处化龙山脚下就是陶渊明笔下的
武陵桃花源了。 我自小在山村长大，深知
在农村特别是在安康的深山老林，是完全
不可能有任何例外的世外桃源。

那时候， 在交通极其不便的地方，也
许存在粮食吃不完养猪、猪吃不完烘成腊
肉的情形， 但那里则绝对同时存在衣服、
各种百货物资十分匮乏的问题。 农家物资
包括蜂蜜在内， 在当时都因为运输困难，
没有流通变现的可能，让当地百姓愁苦度
日。 虽然山里不少家庭在改革开放前可能
不缺吃，但是一定有不少山民举家没有一
套整齐的衣服。

小院高楼、明窗亮瓦，手机摩托，白米
细面，与过去相比，村民们今天的生活才
是真正好日子。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 回望来时路，很
容易忘记当年的艰辛，只记得那时即使在
艰苦生活中也不曾失去的快乐。 的确，桐
油灯下也有憧憬， 疙瘩火边依然有温馨。
大巴山有无数的故事，回忆可以有满满的
幸福，可也有无尽苍茫与怅惘。

大山深处深藏的神秘故事

距离亲身穿越化龙山， 已经整整十
年。

那次在浪河，一座古墓给我留下了深
刻印象。 原因当然主要在古墓两边石鼓刻
石的内容上。 一边是唐人张继 《枫桥夜
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一边
是宋哲朱熹《观书有感·其二》：昨夜江边
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
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墓主人叫成祖华。 在自己的墓前镌刻
上诗词， 我疑心这是墓主人自己的主意。
假如是后人的想法，会担心不够严肃不够
肃穆， 只有墓主人才有这样洒脱的权利，
他应该是在生前已经确定好内容，并且邀
请他的好友把内容题写在石碑上。

张继的诗所知者众，而另外朱熹的诗

则不大流行。
有人从字面理解，意思是“因为‘昨夜’

下了大雨，‘江边春水’，万溪千流，滚滚滔
滔， 汇入大江， 所以本来搁浅的 ‘蒙冲巨
舰’，就如羽毛般浮了起来。 往日舟大水浅，
众人使劲推船，也是白费力气，而此时春水
猛涨，巨舰却自由自在地飘行在水流中。 ”

其实，这诗是用了《庄子·大宗师》中
“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夜半
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的典故。 苏
轼诗《寒食帖》“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
也用的这个典故。 如果了解这个典故，对
诗的领悟就增加了对时间流逝的喟叹。 有
无可奈何的惋惜，有放眼历史广袤时空的
达观。

墓两边的楹联“龙隐海天云万里,鹤归
华表月三更” 是明朝以后运用最广的挽
联。

(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二载：海
瑞以南京都御史卒于官， 佥都王用汲入
视 ，葛帏敝籝 ，有寒士所不堪者 ，叹息泣
下。 启其箧，仅十余金，士大夫醵金为殓
具，士民哭之，罢市者数日。 丧出江上，箪
食壶浆之祭，数百里不绝。 苏人朱良作诗
吊之曰：“批鳞直夺比干心，苦节还同孤竹
清。龙隐海天云万里，鹤归华表月三更。萧
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菜根。 说与傍
人浑不信，山人亲见泪如倾。 ”

你看，这样一个小小的墓，藏了如此
多的文章，把一个去今不远古人的思想情
感表达得回环蕴藉。 这样的墓，我还没有
在别的地方发现过。

我从那里经过时时间匆匆，拍摄的照
片少。 林业局干部荣海给我提供了新的图
片资料可以看出，成祖华与两个儿子是从
江西南昌武宁一路迁徙至此的， 从碑刻
“和睦乡里”等断断续续的文字看，当时的
浪河不能说人烟稠密，也绝非荒凉之地。

镇坪建县时间晚，人们往往认为这里
没有什么历史印记。 我觉得未必。 只是需
要今天的镇坪人花功夫去保护、挖掘和整
理，这是包括整个安康在内都面临的最紧

迫的问题，好多田间文物特别是明代以来
的碑刻，大部分已经快要无法辨识无法拓
搨记录了。

成祖华的后人在哪里？ 谁还知道其祖
辈的过往？

我很想联系到他们。

未来的化龙山保护

过去，这个宝藏之地的艰辛与隐忧就
是人类活动频繁。

化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曾经面临
许多人为挑战。

如偷猎。 最厉害的时候，除有偷猎者
使用猎枪射猎，设陷阱套猎，还有人用高
压电围猎。 保护区开展巡护的重要作用就
是威慑偷猎者，压缩偷猎者的违法空间。

如违法进山采摘药材和野菜。 对熟悉
野生植物的村民来说，化龙山就是一个随
时可以进出支取的绿色银行。 如果说野生
花椒叶、天蒜还是最普通的野菜，野生的
猪苓、天麻就非常值钱了。 至于红豆杉和
有些品种的野生兰草、兰花等等，则属于
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意义就不单单体现在
经济价值上。

当然，还有保护区成立初期，保护区
内原住户的活动。

在此前几次活动中，我们多次看见锈
蚀的细铁丝， 这是电老虎电猎的残骸铁
证，多次遇到进山挖药采野菜的村民。 看
见村民，化龙山保护区管理局的工作人员
进行检查、劝阻和宣传教育。 我们还看到
有些村民履险如夷，走山路比我们在平路
还要快，刚要喊住问话，几分钟工夫已经
从对面山上绕道到山坡那边去了。

本次考察时，我最关心的就是附近村
民进山的情况。 这次却没有看到他们的踪
影。 平利八仙一位村民，向导司中平，是最
熟悉山里情况的。 他通过上山小路野生植
物生存状况分析，这里至少有两个月几乎
没有人进出了。

司中平现在算是进出化龙山最多的
少数几人， 最近化龙山古树资源调查登
记，他被专门聘请参加。 我们往来主峰花
去八九上十个小时，他单趟上主峰只要 40
多分钟。 不过，村里像他这样体力和熟悉
化龙山的人，也已经不多，有的正在开始
老去，有的已经迈不开腿了。 年轻一代大
多早已经外出多年， 识不得进山的路，认
不得山里的草了。

化龙山黄瑾的发现人之一，高级技师
刘平是保护区管理局长期进出化龙山的
主力， 现在和局里大多数年过 50 的同事
一样，腿脚也开始不那么灵活了。

考察报告的最后部分建议：“化龙山
自然保护区自然环境和生物资源丰富，但
是对于其全貌和具体物种的探究远远不
足，大量资源被浪费，而对野生资源的破
坏和污染虽然已经明显减少，但是对保护
区范围的开发利用一定要符合 ‘两山精
神’和生态价值观。 在做好保护工作的前
提下， 抱着更加开放的态度紧跟时代，充
分发挥自然保护区的优势。 ”很值得考虑。

有意思的是， 这次同行的队员杨高，
是镇坪名士民国十五年任镇坪高等小学
堂校长杨少卿（1882—1946）玄孙。 杨少卿
先生与我太姥爷鲁论鲁长卿先生，民国镇
坪县志的总编纂颇有交往，杨少卿先生也
是该县志的编辑组成人员。 在化龙山下言
谈及此，颇有意外惊喜之感。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一头连
着党委政府，一头连着千家万户 ，是反
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是联系群众的
“连心桥”。 随着热线影响力的不断提
升，人民群众对 12345 热线的信任度和
依赖度也越来越高，怎样“实现好、维护
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成了
热线工作的重中之重。 今年以来，安康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认真探索 、 大胆创
新，结合安康市情和工作实际 ，创新开
展 12345“现场办”活动，通过“四办”齐
发力， 努力推动化解企业群众身边的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建章立制“依规办”。 依据中、省、市
热线管理相关规定，安康市政府办公室
制定出台了《安康市 12345 热线评价问
效考核办法 》，将 12345 热线 “现场办 ”
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明确热线和承办
单位的职能职责， 对工作配合不力、督
办后仍办理效果不佳的事项 ，发出 《通
知单》并计入年度目标责任考核。 对造

成不良影响、群众反复不满意的 ，研判
后作为问题线索移交相关部门处理，为
“现场办”提供制度依据。

周密部署“精准办”。 安康市 12345
热线中心每周召开疑难工单分析研判
会，对企业群众多次重复投诉 、多次回
访不满意的工单进行分析研判。 梳理筛
选出有代表性的问题开展“现场办”，每
期印发 12345 热线“现场办”活动方案，
通知涉及的承办单位与群众共同在现
场解决问题。 通过仔细筛选、反复沟通、
印制方案实现精准快速办理企业群众
诉求。

整合力量“协同办”。 每期“现场办”
活动都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群
众代表等参与活动，深入一线开展全流
程监督 ，跟踪评价办理质效 ，助力热线
服务工作效能提升。 同时，12345 热线还
与安康融媒深度合作， 通过现场拍摄，
不仅借助媒体镜头的监督力量推动问
题解决，更通过新闻报道展示了各级各

部门的为民服务和担当作为。
总结回顾“一类办”。通过对一件诉求

现场办理的归类和总结， 按照问题类型、
行政区划、职能划分、处理经验等形成有
效可行的“现场办”问题解决方案库，把原
本的个性诉求处办方法总结提炼成此类
型所有问题解决的一套方案，延伸运用于
往后一类事件的处理和解决，通过处理一
件事达到解决一类事的目的。

目前，安康市 12345“现场办 ”已开
展 35 期 47 场， 解决企业群众各类诉求
92 件 ，初步形成了 “群众到场 、部门参
与、现场办理、媒体监督 ”的工作模式 。
在今后的工作中， 安康市行政审批服务
局将按照“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
头”的总体要求，着力提升热线办事能力
和服务质量，推动“现场办”向县区延伸，
持续开展好“现场办”活动，更好地推动
疑难问题解决， 不断增强 12345 热线解
决问题的能力，为全市企业群众提供更
优质快捷的服务。

秋 叶 红红 了了 化化 龙龙 山山
记记者者 璩璩勇勇

我市常态化开展 12345热线“现场办”
通讯员 刘向圣

最近化龙山的秋色又在朋
友圈火起来。 而勾起我许多记忆的，

则是市科协、陕西化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 市林学会等单位联合组织的科考队，形

成的最新一份《巴山地区生物多样性考察报告》。 化
龙山主峰位于镇坪平利交界处，海拔 2917.2 米，是大
巴山第二主峰，是安康境内最高的山峰。

民国版《镇坪县乡土志》载镇坪名士赖子麟《名胜古
迹述说·雪城横空》一节云：“城南九十里发龙山，为汉水
以南群山之鼻祖，横亘天末，高插霄汉，当隆冬瑞雪时。
为南北风相冲击，结为坚城，高或数丈，长或数千百
丈不等。每届春暮，午前日力胜风则雪消，午后风力
胜日则冰结。树着冰如琼树，冰射日如玉山，其

晶莹璀璨，真天上白玉城也。 ”
多年前读史至此 ， 即生向往

之情。

穿穿越越化化龙龙山山 璩璩勇勇 摄摄

进进山山考考察察的的科科考考队队 璩璩勇勇 摄摄

与与村村民民交交谈谈 璩璩勇勇 摄摄

藏藏身身浪浪河河深深处处的的古古墓墓 荣荣海海 摄摄

化化龙龙山山中中的的人人家家 王王韬韬 摄摄

秋秋天天的的化化龙龙山山 王王韬韬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