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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 2 月， 红四方面军进行陕南战
役前， 从四军、 三十一军抽出部分干部战
士，组成巴山游击队，驻在川北南江与陕西
南郑接壤的桃园寺，发动群众坚持游击战。
陕南战役期间，中共川陕省委书记周纯全、
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决定给巴山游击
队增派 20 多名连级干部，从川北两个县抽
调地方干部到桃园， 将巴山游击队扩编成
一个独立师和一个县委，刘子才任师长，并
将南郑县红庙塘游击队编入独立师， 全师
共约 1000 人。 游击队以三十一军的名义先
后派出游击队员在石泉、 汉阴和紫阳等地
区开展革命活动。

1935 年 5 月后， 巴山游击队主要在石
泉南山、长水、藕阳、长阳、喜河开展斗争，
打击地方反动势力，没收地主粮食，分给贫
苦百姓。 同时，还在大王山、樟树河一带组
织发动农民开展抗税、抗捐、抗粮、抗丁、抗
夫的“五抗”斗争，国民党地方政府征不到
粮食，收不到税，抓不到壮丁，拉不到夫。 后
汉阴凤凰、 西乡上高川一带的农民纷纷仿
效，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地方的反动统治。

同年 9 月，游击队在熨斗麦坪的上营、
中河、药树、布里、簝竹等地活动。 在永安
寨，将大地主梅友三的家丁颜述连捉住，教
育他不要认贼作父，欺压百姓。 当时在梅友
三家做长工的唐国润参加了游击队。 在道
宗庙将恶霸孟彩臣的 20 余担粮食分给了
20 多户贫苦农民，并就地处决了孟彩臣，为
民除了一害。 到 10 月，巴山游击队发展到
1200 余人，游击区域沿巴山向川陕边扩展，

纵横 500 余公里。
1936 年春， 巴山游击队在川陕边多次

遭敌军袭击，损失严重。 6 月，部队仅存 260
人左右。 独立师的名义很难保持，便整编为
营，军事上实行“打陕安川”的斗争策略，将
部队化整为零。 到了 1937 年，巴山游击队
主力又发展到五六百人。 1940 年 3 月，游击
队遭敌围困，赵明恩不幸被叛徒杀害，壮烈
牺牲， 在川陕边坚持了五年之久的巴山游
击队失败。

据石泉县不完全统计， 巴山游击队在
石泉县活动期间， 共歼灭民团、 保安队 3
个，歼敌 200 余人 ，惩处土豪、恶霸及国民
党基层政权中的反动分子 15 名， 捣毁乡、
镇公所两处， 将 20 余户土豪劣绅的粮食、
财物分给近千户农民。

巴山游击队作为红四方面军主力突围
后留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部队， 由初建时
的 300 多人，鼎盛时发展到 1200 多人。游击
队本部及其下属支队活动于川北的南江 ，
汉中地区的南郑、宁强和安康地区的紫阳、
汉阴、石泉等广大地区，纵横 500 多公里 。
党中央、毛泽东十分关怀巴山游击队，曾多
次派人与其联系，但因种种原因未果。

巴山游击队在极端艰苦的处境下 ，与
国民党顽固派在川陕边坚持了将近五年的
浴血奋战，最后虽然失败了，但他们不屈不
挠的精神，永远受到川陕人民的崇敬。

（市委党
史研究室供
稿）

“这件藏品是当年接媳妇、运输粮食的
工具，现在汽车、摩托车都普及了，早就不用
啦！ ”在汉滨区五里镇原花园乡政府的乡土
文化展馆，冉本藩指着一辆独轮车感慨道。

有人的地方就有民俗，有民俗的地方就
有文化。 2006 年退休的冉本藩，一次回乡之
行，让他内心受到极大触动———那些见证春
种秋收的传统农具，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正
逐渐被遗忘，面临着消失的危机。 若不及时
挽救，后人将与这段珍贵的历史记忆失之交
臂。怀着对乡土文化的深厚情感与强烈责任
感，冉本藩毅然踏上了以个人之力收集农耕
老物件、创办博物馆的征程，用实际行动诠
释着对乡土文化传承的坚定信念，让古老的
乡村记忆在新时代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

一座展馆，打开通往乡土记忆的大门

走进展馆，最为显眼的就是木轿、木门、
木犁、独轮车……冉本藩说：“这辆独轮车是
木工手工制作， 最少需要三天时间才能完
成， 当时花 500 元从一位农户手中购买的。

还有那油篓，是篾匠精心编织后用桐油上漆
而成……” 每一件藏品于冉本藩而言都似
老友，背后的故事他都能娓娓道来。

除此之外，早已不再使用的古币、煤油
灯、绣花鞋、电影放映机、唱片机、瓷碗陶盆
等等，也在这里一一展示。 观看这一件件收
藏品，仿佛聆听到了已经久远的故事，走进
了那个年代……

安康是农业大市，是河源文明与农耕文
明交融的地方， 孕育了独具特色的乡土文
化。冉本藩就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一个普通
农家，儿时的记忆里，田野间的劳作、家中那
一件件质朴的农具，构成了他生活的底色。

退休后，一次回乡探亲，冉本藩看到自
家老屋里那把锈迹斑斑的犁铧，往昔的农耕
场景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那一刻，他深刻地
意识到，这些看似破旧的农耕器具，是祖先
们智慧的结晶，是乡土文化的活化石。 如果
任由它们消失，那一段段珍贵的历史记忆也
将随之而去。 于是，一颗守护农耕文化的种
子在他心中悄然种下。

一段故事， 流传原汁原味的乡愁
记忆

怀揣着对乡土文化的敬畏与热爱，冉本
藩踏上了艰辛的乡村老物件的收集之旅。这
是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充满了无数的挑战
与困难。

“我一辈子都是老伴管账， 最初收藏的
时候，老伴不理解也不支持，为此我们吵过
嘴还打过架……”收集老物件需要大量的资
金投入，用于购买、运输以及老物件的修复
与保养，冉本藩的退休金有限，但他毅然决
定将大部分积蓄投入其中。 为了节省开支，
他放弃了许多生活上的享受，生活起居也一
切从简，58 岁的时候毅然去驾校学习开车。

冉本藩儿子冉宝康刚开始时，特别不理
解父亲，他说：“父亲退休后放着安稳日子不
过，风里来雨里去四处奔波。 但随着时间的
推移， 看到父亲收藏的老物件越来越多，我
渐渐意识到，那些老物件正从生活中逐渐消
逝。 这时我才明白，父亲所做的远不止是收
集老物件，他是在以一己之力，将那些承载
着历史记忆、 文化脉络的东西留存下来，这
是一种跨越时代的传承，意义非凡且深远。 ”

而寻找老物件的过程更是充满艰辛。冉
本藩的足迹遍布安康乃至周边四川、 重庆、
湖北的各个角落，无论是偏远的山村，还是
人迹罕至的古老村落，都有他寻觅的身影。

有一次，冉本藩听闻在一个深山的小村
庄里，有一台保存较为完整的老式风车。 他
不顾山路崎岖，徒步前往。 那是一个酷热难
耐的夏日，山间小路荆棘丛生，汗水湿透了
他的衣衫，但他心中的信念却从未动摇。 当
他终于到达村庄时，却发现风车的主人对其
极为珍视，并不愿意出售。冉本藩没有气馁，
他多次登门拜访，与主人分享自己对乡土文
化的热爱和保护这些老物件的决心，最终感
动了主人，成功将风车带回。

除了面对村民的不理解，文物贩子的干
扰也让他头疼不已。随着乡土文物市场的逐
渐兴起， 一些不法分子开始四处搜刮文物，
企图牟取暴利。 冉本藩在收集过程中，时常
遭遇文物贩子的争抢。 有一回，他在一个集
市上发现了一件罕见的农耕器具，正当他准
备与卖家协商购买时，几个文物贩子突然出
现，试图强行高价收购。冉本藩毫不畏惧，他

一方面与文物贩子周旋，一方面及时联系当
地相关部门， 最终在执法人员的帮助下，成
功保护了这件老物件。

在漫长的收集过程中，冉本藩也收获了
无数的感动。 有一位老者，将家中祖传的一
套手工制作的农具无偿捐赠给了他，只因为
被他的执着和对乡土文化的热爱所打动。 这
些点滴的温暖与支持，成了他在艰难道路上
继续前行的强大动力。

一个梦想，铸就乡土文明传承之路

收藏之路没有回头路，冉本藩一走就是
十多年，他走在哪里，发现就在哪里，收藏也
就在哪里。收藏多了，放置成了问题，冉本藩
就想着建一个展馆。

2009 年，冉本藩开始筹建展馆，2012 年
开馆，先后被命名为市、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实物陈列馆，汉滨区红色历史记忆实物陈列
馆、文物保护实物展示馆、青少年民俗文化
教育基地等。

展馆的建成，只是冉本藩传承乡土文化
的第一步。 他深知，让乡土文化真正后继有
人， 需要将这些文化知识传递给更多的人，
尤其是年轻一代。 于是，他积极与当地的学
校、社区合作，开展形式多样的乡土文化教
育活动，并亲自担任讲解员，用生动形象、通
俗易懂的语言，为学生们讲述每一件老物件
背后的故事。 在他的讲解下，那些冰冷的老
物件仿佛有了生命，学生们依稀看到了古代
农民辛勤劳作的场景，感受到了乡土文化的
独特魅力。

随着免费参观活动的开展，中、省、市、
县、镇各级人士以及高校、中小学生、社会团
体等慕名前来参观。

期间，冉本藩老伴无私的支持是他强大
的依靠。 “收藏期间，她一直陪伴我，付出太
大，太辛苦了。身体不好，现在连走路都不方
便。 即使这样，她还坚持跟我来这，一直在这
儿打扫卫生，帮我整理登记造册。 ”

时间不能逆转，却能翻阅，冉本藩收藏
的物品，是时代变迁的缩影，是安康乡土生
活的轨迹，对于这片土地曾经的历史和已经
消失的乡土文化弥足珍贵。 现如今，他的年
龄慢慢大了，也有些力不从心，但只要有人
参观，冉本藩的精气神又来了，拿起心爱的
物件，滔滔不绝地讲述起那些珍贵的过往。

本报讯 （通讯员 马壮） 近日， 陕西省地震局通报
2024 年全省市县防震减灾工作总结评估结果，安康市再
次荣获优秀等次，实现自 2020 年以来省考“五连优”，工
作经验连续三次在全省推广交流。

2024 年，安康市地震监测站紧紧围绕地震监测预报
预警、地震灾害预防、地震公共服务三大中心工作，统筹
推进抗震设防备案管理和日常监督检查，迅速做好震情
应对和宏观异常核实，持续抓好防震减灾公共服务和地
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作，多措并举为建设幸福安康
提供地震安全保障。 地震灾害风险普查成果形成《安康
市地震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专著 1 本，制定了《安康市
县（市、区）2024 年防震减灾工作评定指标和评定办法》
《安康市地震监测站地震应急服务响应等级和地震应急
响应行动清单（暂行）》，有效开展震情应对处置工作。 大
力开展防震减灾知识“六进”活动，编印《防震减灾法律法
规汇集》1000 本，设计印制宣传彩页 10 万份，累计发放
宣传资料 2 万余份（册），接受咨询 4 万余人次，参与群众
达 25 万余人。精心组织县区参加陕西省防震减灾科普讲
解大赛暨全国防震减灾科普大赛陕西选拔赛，白河县、石
泉县、汉阴县选手分获二等奖、三等奖和优秀奖。 共计创
建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国家级 2 所，省级 36 所。

近年来，该站圆满完成了中、省在安康市开展的“全
国房屋设施抗震设防信息数据汇交和定期动态更新试
点”“全国地震灾害风险普查‘一省一市’试点”“陕西省地
震灾害风险房屋承灾体抽样详查试点”三项试点任务，建
立了防震减灾“12345”工作模式和地震群测群防体系，并
通过宣传教育、完善机制、示范建设等多方面发力，筑牢
防震减灾“安全网”。

据了解，在今后的工作中，安康市地震监测站将持续
巩固拓展省市地震监测机构融合发展机制，紧盯关键环
节增强业务能力，提高地震监测预报水平，加快推广地
震灾害风险普查试点成果运用，强化防震减灾公共服务，
深入推进地震科普“六进”活动，全力以赴为在中国式现
代化道路上聚力建设幸福安康提供坚强地震安全保障。

冉冉本本藩藩：：守望旧时光里的乡村记忆
记者 孙妙鸿 李俊 通讯员 白堇

在时代浪潮的汹涌澎湃之
中， 无数传统事物正逐渐被淘
汰、 被遗忘， 面临着消逝的危
机。然而，冉本藩却以实际行动
悉心守护乡村记忆， 传承乡土
文化， 他对乡土文化的这份深
厚情怀， 是普通民众践行习近
平文化思想的具体体现， 无疑
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树立了光
辉的榜样。

冉本藩的文化情怀令人动
容。在收集老物件的过程中，他
不顾路途遥远、山路崎岖，深入
偏远山村和古老村落， 不放过
任何一件可能有价值的老物
件。面对资金短缺、家人不理解
等重重困难，他始终没有放弃。
这种执着与坚守， 正是源于他
内心深处对家乡土地的眷恋和
对乡土文化的敬畏， 他深知这
些文化遗产一旦消失， 乡村的
历史记忆将出现断层， 后人将
无法感受到先辈们曾经的生活
轨迹和精神世界。

冉本藩的行为展现出了坚
定的文化信念。 在当今社会快
速发展的背景下， 乡土文化面
临着诸多挑战。然而，冉本藩身
体力行影响着身边的人， 让更
多的人认识到乡土文化的重要
性， 共同参与到保护传承的行
动中来， 让乡土文化在新时代
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冉本藩守护乡土文化的行
动， 对于乡村振兴也具有重要
意义。乡村振兴，不仅要实现经
济的繁荣， 更要实现文化的兴
盛。 乡土文化作为乡村独特的
资源优势， 能够为乡村发展提
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
撑。通过传承和弘扬乡土文化，
可以激发村民的文化自信和归
属感， 增强乡村的凝聚力和向
心力。 冉本藩的展馆以及他开
展的文化教育活动， 让年轻一
代更好地了解家乡的历史文
化， 培养了他们对乡村的热爱
之情， 为乡村振兴储备了人才
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让
祖先的智慧和创造永励后人 ，
冉本藩正是这一思想的忠实践行者。 他所做的一
切，不仅仅是为了保护一批老物件，更是为了传承
一种文化、一种精神。这些传统农具和生活器具，是
老百姓在长期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它们反映了人
民群众的勤劳、智慧和创造力。 通过传承这些文化
遗产，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历史、传承文明，增强民
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

守护乡土文化，就是守住老百姓的“根”。 冉本
藩的事迹告诉我们，只要有坚定的文化信念和深厚
的文化情怀，就能够在传承乡土文化的道路上迈出
坚实的步伐。 我们应当从冉本藩身上汲取力量，学
习他对文化的热爱、对传承的执着，积极参与到乡
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中来。政府部门应当加大对乡
土文化保护的支持力度，制定相关政策，提供资金
保障， 鼓励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文化传承中来。
教育部门应当将乡土文化纳入教育体系，通过课堂
教学、社会实践等多种方式，让学生了解和认识乡
土文化，增强他们对家乡的热爱和对传统文化的认
同感。 社会各界也应当积极行动起来，开展各种形
式的文化活动，宣传乡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营造
良好的文化氛围。

冉本藩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文化传承者
的担当和使命， 他的事迹值得每一个人学习和敬
仰。让我们以冉本藩为榜样，坚定文化信念，怀揣文
化情怀，共同努力，让乡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
的生机与活力，让老百姓的智慧和创造在历史的长
河中永放光芒，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和发展贡献
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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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游击队在安康的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 柯贤会）“这
些牛肉是什么时候采购的？请把进
货票据拿出来看一下……” 近日，
汉滨区市场监管部门对中心城区
餐饮企业“年夜饭”食品安全情况
进行突击检查。

春节临近，安康中心城区各大
饭店的“年夜饭”预订火爆，不少酒
店 、饭店的 “年夜饭 ”已 “一桌难
求”。为了让广大群众吃得安心、吃
得放心，连日来，汉滨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开展春节前餐饮单位“年夜
饭”食品安全专项检查，重点对大
中型餐饮单位承接“年夜饭”预订
情况进行核实，杜绝超负荷承接行
为， 特别是对餐饮单位的证照、健
康证明、后厨环境卫生、食品加工
过程、餐具清洗消毒、食品原料来
源渠道等方面进行严格检查把关。

“近年来， 随着大家生活品质
的提高和生活观念的转变，许多家
庭把 ‘年夜饭 ’放在酒店 、饭店进
行。我们要求各餐饮单位务必做好
‘年夜饭’食品的留样工作，所有食
品必须留样 48 小时备查。 ”汉滨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股负责人李
见勇说。

让广大群众吃好“年夜饭”，除

了要保证食品质量，还要保证价格
公道。 “我们深入城区几家知名餐
饮经营单位，详细了解了在售‘年
夜饭’的预订数量、食材质量、价格
情况。 ”李见勇说，根据检查情况，
餐饮单位根据订餐人数不同，价格
和菜品内容也有所不同，总体价格
趋于稳定。

与此同时， 为杜绝餐饮浪费，
汉滨区市场监管部门加大宣传力
度，指导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反餐
饮浪费法律法规各项工作措施，治
理诱导过度消费行为，从严从速查
处纠正未主动提示、诱导点餐等违
法行为。

目前，汉滨区市场监管部门已
检查餐饮单位 270 余家，共发现问
题 16 个，全部整改到位。 “通过检
查，我们发现制作‘年夜饭’单位整
体食品安全状况良好，” 李见勇表
示，“随着农历春节越来越近，预订
‘年夜饭’ 的市民群众也会越来越
多， 我们会同步加大检查频次，通
过经营主体的自觉把关和市场监
管部门的严格监管，让广大市民群
众可以放心享受安心美味的年夜
饭。 ”

守护“年夜饭”
“年味”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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