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范堂（1908-1987），原名王模，号懿斋。 陕西省石泉县人。
1923 年， 王范堂入石泉县第一高级小学读书，1926 年毕

业，到后柳镇石佛小学教书。 1927 年 4 月，经老师陈雨皋介绍，
考入冯玉祥在西安举办的西北军官学校学习。 1930 年 4 月，蒋、
冯、阎大战爆发，军校结束，王范堂被分配到冯玉祥部任排长，
因作战英勇，升任连长。 11 月，冯、阎失败，冯玉祥下野，王范堂
率部投奔冯玉祥旧部孙连仲。 嗣后，孙连仲投靠蒋介石，所部编
为国民革命军第 26 路军， 王范堂任第 158 团 3 营 7 连连长。
1931 年春，蒋介石调第 26 路军赴江西进攻红军。 “九一八”事变
后，驻扎宁都的广大官兵对蒋介石不抗日却对红军大肆“围剿”
十分不满。 12 月 14 日，该军 1.7 万余人在参谋长、中共党员赵
博生与 73 旅旅长董振堂率领下，发动了著名的“宁都起义”，开
赴中央革命根据地。 王范堂参加红军，任文化教员。

1932 年 6 月，在第四次反“围剿”的一次激战中，王范堂与
国民党军队殊死拼杀，负重伤昏迷。 因其在战斗中脱去衣、帽，
竟被国民党军队中的熟人误认为他与红军作战受伤，送往南昌
住院治疗， 出院后再次分配到新组建的国民党中央军第 27 师
158 团 3 营 7 连任连长。 1936 年 9 月，被师部派到中央军校武
汉分校学习。

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王范堂率先向军校呈交了抗日参
战申请书，要求立即奔赴抗日前线。 两日后，军校令全体学员迅
速返回部队。 他在河北保定赶上孙连仲率领北上抗日的第 26
路军，仍任连长。 1937 年八九月间，王范堂参加了河北良乡县玻
璃河防御战，率全连官兵给日军以重大杀伤；10 月，率部参加山
西娘子关阻击战，再次重创日军，并击毙日军七十七联队长里登少将。

1938 年，在台儿庄战役中，王范堂率领全连仅剩的 57 人，自告奋勇任敢死
队队长，冲进日军阵地，消灭日军 60 余名，大批日军溃退，敢死队只有王范堂
等 13 人生还，清除了攻占台儿庄西北角的全部日军，为台儿庄战役胜利奠定
基础。 台儿庄战役胜利后，王范堂和敢死队战友受到嘉奖，夜袭台儿庄成为当
时轰动国内的重要新闻。 王范堂也因战功升任第 158 团 3 营营长。 1938 年 9
月，王范堂任第 27 师直属的第 110 团副团长，率部在大别山、河南南阳等地与
日军周旋。 1942 年调防重庆，参加石牌要塞保卫战。 1946 年，王范堂任国民党
第 30 军 27 师 79 团团长。

1948 年冬， 王范堂任国民党第 30 军第 30 师少将副师长，1949 年春开往
成都驻防。 12 月 23 日， 该师师长谢锡昌率全师官兵约 7000 人在成都通电起
义，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王范堂奉派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军政大
学高级研究班学习，1950 年 12 月毕业， 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学校军事
教官。

1952 年 7 月，王范堂转业回到石泉。不久，入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1953
年，王范堂西北民大结业，分配到陕西汉中地区
工作。 1976 年，王范堂退休。 1987 年 5 月因病逝
世。

（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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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景玉薇）春节过后，陕西
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旧石器专项调查工作
队对安康地区进行旧石器遗址专项普查。仅工
作半个月时间，便新发现旧石器遗址 16 处，采
集石制品 1000 余件。

本次调查路线自东向西从汉江下游向上
游展开，分别在旬阳发现遗址 3 处，汉滨区 11
处、石泉县 2 处。 遗址主要分布在石泉、月河、
安康三个盆地。

安康盆地新发现旧石器 7 处，其中最令人
惊喜的是崔家湾遗址的发现。该遗址位于汉滨
区张滩镇崔家湾村附近，移民社区建设修建公
路开槽挖掘了汉江右岸三级阶地及上覆的黄
土堆积。 建设中的公路将遗址分割为四个片
区。 仅一下午时间，4 名队员分别在四个片区
共采集石制品 100 余件。安康地区之前还从未
发现过旧石器遗存如此丰富的地点。除了采集
到大量常见的石片、石核、刮削器等，在遗址西
北角的台地上意外发现 1 件加工非常精美的
手镐，是目前安康地区发现手镐中加工最精致
的 1 件。

在遗址的西南角有一处暴露的长约 50
米、高约 15 米的黄土剖面上，可以清晰地辨别
出 S1-S2 古土壤条带， 并且在不同地层都发
现了石制品，为该地点的石器定年提供了参照
依据。根据先前团队对当地黄土状地层堆积物
的研究结果，结合与秦岭以北典型黄土地层序
列比对，可以推测出这些石制品的年代大约在
距今 20—5 万年左右。

崔家湾遗址石制品类型既有小型的石英
石片刮削器， 也存在重型的石英岩刮削器，另
外还有打制精美的手镐，反映出崔家湾遗址复

杂多样的石器加工技术。 该遗址是目前安康盆
地发现石制品数量最多的遗址，为进一步揭示
区域石器工业面貌与未来开展区域性的旧石
器考古工作提供了重要线索。

在汉江北部支流月河流域新发现遗址点
7 处，代表性的遗址有单家湾遗址。 该遗址发
现石制品近 100 件。 石制品类型组合丰富，除
了石核、石片以及各类修理工具外，还可见重
型刮削器和手镐。 其中新发现的手镐尖刃锐
利，可能有特殊的使用用途。 从遗址内随处可
见的碎屑与断块分析，推测该遗址为一处原地
埋藏的石器打制场所。

在石泉盆地新发现遗址点 2 处，虽然遗址
点不多，但收获同样令人惊喜。 除常见石器类
型外， 石核中可见两面向心剥片的饼状石核。
工具则以重型为主，有重型刮削器、砍砸器、手
镐、手斧等，其中手镐既有以长条状砾石为毛
坯、单面修理一侧形成陡状刃缘、远端为圆钝
尖刃的手镐， 也有以大石片为毛坯两面修理、
形成锋利刃缘的手镐，展现出多样化的石器加
工技术。 孙家湾遗址的发现表明石泉盆地的古
人类活动区域多位于高阶地，为将来探索古人
类的行为模式提供了重要线索。

通过调查， 安康新发现旧石器遗址点 16
处，采集石制品 1000 余件，初步查清了安康地
区旧石器遗址的分布规律，廓清了该地区遗址
的地层埋藏年代序列，基本查明了该地区石器
工业技术演化的面貌，并基本证实古人类在安
康地区生活的年代最少不晚于距今 80—70 万
年前，并一直延续到距今二三万年之间。

（来源：文物陕西）

在安康市市政园林处，提起廖邦友，同事们
无不竖起大拇指。这位 1972 年出生的老党员，现
任安康市市政园林处党委副书记、副处长，扎根
基层 33 年， 用匠心与担当书写了一座城市的成
长故事。 他先后荣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陕
西省气象灾害应急先进个人、安康市有突出贡献
专家等多项荣誉， 成为安康市政建设的一面旗
帜。

从山区走出的“筑路人”

廖邦友的成长之路，与山区农村的交通困境
密不可分。 从小目睹乡亲们跋山涉水的艰辛，他
立志改变家乡的交通状况。 从省交通学校毕业
后，他毅然回到石泉县交通局，从基层岗位做起，
一步一个脚印，用所学知识服务家乡建设。

调入安康市市政园林处后，他依然保持着务
实本色。他深入调研、勤于思考，力求每个项目方
案最优化、投资最节省。 33 年来，他积累了丰富
的实践经验，在国家级行业核心期刊发表 8 篇论
文，主持的《一种具有自洁功能的固液分离装置
及化粪池》获国家发明专利。 他依托东坝汉江大
桥等项目进行关键技术研究，多次获得省级科技
奖励。

攻坚克难的“铁先锋”

廖邦友的工作态度可以用“锲而不舍，金石
可镂”来形容。 他带领团队以精湛的技术和出色
的管理能力，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在文昌南路建设项目中，面对高挡墙和高填
方的技术挑战，他统筹考虑质量、安全、投资及工
期等因素，编制专项作业指导书，确保工程按期
高质量完工，成为城市建设的典范。 在环城干道
江北段建设项目中，他攻克了道路线位线型技术
难点，制定了科学方案并成功实施，建成了安康
市里程最长、等级最高、功能最全的市政道路工
程。

在东坝汉江大桥建设项目中，他负责质量安
全及技术管控工作，引进第三方检测监控机制和
大桥建设全过程视频监控平台，确保工程按期建
成并荣获国家级优质工程奖。 此外，他带领技术
团队攻克了长春路西段跨襄渝铁路转体大桥项
目，成功实现单个 T 构转体质量 1.6 万吨、跨度
85 米的转体任务， 该项目荣获陕西省优质工程
奖。

为民服务的“暖心人”

廖邦友深知，只有建设好“大家”，才能让千
万个“小家”过上幸福生活。在安康“十四五”重大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他再次肩负重任，担任长
春片区项目指挥部技术管控组组长和新关庙汉
江大桥工程建设组责任副组长。他带领团队日夜
奋战，两个项目均获评市级文明工地。

为破解地方财政压力，他成功包装世界银行
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贷款项目，争取外贷资金 4
亿元，推动 17 个项目包顺利实施。

廖邦友牵头制定市政园林设施运维细则和
考核办法，推行网格化管理机制，消除安全隐患
200 余个，确保群众脚下的安全。

他还组建“市政橙”党员突击队 ，高效处置
26 次城市内涝及旱情灾情， 展现了卓越的领导
能力。 他坚持开门问策，倾听民众需求，发布《一
江两岸公园广场“微改造、精提升”征集意见》，建
设 3 座市政“红色驿站”，为市民提供生活服务和
帮助。红色驿站被表彰为全省新业态就业群体党
建品牌，他负责的支部也被授予全市首批“五优
党支部”荣誉称号。

廖邦友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
责任与担当。他的名字和“市政铁军党旗红、园林
城市争先锋”的党建品牌一起深入人心。 他用智
慧和汗水塑造了一座
幸福的品质之城，为安
康城市建设和行业发
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旬阳市棕溪镇矾石村的烟田里，
总能看到一个单薄却倔强的身影， 她手
握锄头，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地里给烟草
育苗。 这个被乡亲们称为“女能人”的农
家妇女柯玉兰，即便腿脚残疾，也宛如坚
强的勇士，在致富的道路上披荆斩棘。

柯玉兰先天性下肢残疾, 加之丈夫
体弱多病， 整个家庭的重担全压在她一
人身上，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正在她一
筹莫展时，镇党委号召大力发展产业，村
干部带着满满的诚意和各类种烟的惠农
政策走进柯玉兰家。 柯玉兰的内心五味
杂陈， 她既兴奋又担忧。 种烟对一个常
人而言都是颇具挑战的农事， 更何况她
和丈夫这种身体状况。

然而，经过多天的深入思考，柯玉兰
没有被困难吓倒。 她心中那股对美好生
活的渴望， 如同火苗一样越烧越旺。 她
主动找到村干部， 想在本组后坪梁栽种
烤烟。 柯玉兰并非盲目决定，她本身有
着种植烤烟的经验， 并且后坪梁这块地
方独具优势，海拔高使得昼夜温差大，是
一块种烟的好地。 “只要人不懒，勤快一
点，我们争取干出个样儿来。 ”在她的再
三劝说下， 家里人也逐渐被她的信心和
决心所感染。

搭建工棚，整地复垦、育苗、移栽，为
了方便干活， 她和丈夫索性将家都搬上
了后坪梁， 镇村领导被她这种精神所感
动，为她们挖通了到烟地的公路，解决了
栽烟的交通运输问题， 这让柯玉兰的信
心更足了。 她尽心呵护着自己种植的每
一棵烟苗，在无数个清冷的寒夜、在无数
次跌倒的路上， 她始终坚信要自立自强
干出个样儿来，要把日子过在人前。

一年又一年，一片片“黄金叶”，铺就
了柯玉兰的致富路， 现如今柯玉兰一家

也在集镇上安了家，从十几亩种植地到现在的 60 亩，从夫
妻二人到现在用工 10 余人， 从贫困户到现在的致富带头
人，柯玉兰用残疾的身躯托起生活的希望，用真真切切的汗
水，干出个样儿来。

她的故事， 正如那些向阳生长的烟苗———风雨折不断
向上的渴望， 残缺遮不住生命的光芒。 她以自己的实际行
动，书写着自立自强的精彩篇章，彰显了身残志坚有担当、
自立自强绽芳华的风采。

用匠心与担当塑造品质之城
通讯员 钱运立﹃

只
要
人
不
懒

就
能
干
出
个
样
儿
﹄

通
讯
员
向
超

新发现旧石器遗址 16处 采集石制品 1000余件

安康旧石器调查取得突破性发现

三中遗址

单家湾手镐

单家湾遗址

沿途踏查

河沿遗址

崔家湾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