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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清风拂面的春天;我爱烈日炎炎的夏天;我爱白雪皑皑的冬天;但我
最喜欢多姿多彩的秋天。

秋天总是最美好的。金黄的稻浪、火红的枫叶、苍绿的松柏、鲜丽的野
菊……欧阳修的《秋声赋》曾使古今多少文人墨客为之动情！而现代作家
俊青的《秋声赋》亦令人神往不已！

果园里，那些果子露出了甜蜜的笑容，那灯笼似的红苹果，昂首挺胸的
被农民伯伯摘下；玛瑙似的山楂喧闹着炫耀着自己的味道；最安静、优雅的
葡萄小姐则静静的等候着，让鲜美的味道馈赠给这丰收的秋天！

是谁带来了秋的绚丽多彩？是谁带来了秋的清纯神韵？哦，是那风流
潇洒的菊。秋天的菊花是数一数二的美丽，红的似火，粉的似霞，白的如
雪，黄的若缎。接天盖地，连成一片。仿佛为大地铺上一层昂贵的地毯。
这就是多姿多态的秋天。

乌兰布统的秋天没有累累硕果，也没有鲜美的菊，但乌兰布统的五彩
山一定让你流连忘返。

五彩山是乌兰布统著名的景色之一，因为一到秋天，山上的树叶变了
颜色，红、绿、橙、黄、青成就了五彩山的美名。从远处看五彩山好像独角兽
的角一样，从近处看更是迷人，一片五颜六色，美景尽收眼底。这就是乌兰
布统的秋天！

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成为一片树叶，投入家乡金秋的怀抱。

秋
■乌兰布统苏木完全小学 张峻崎

当人们还在津津乐道李学萍的
《契丹驸马》时，她的另一部谍战小说
《破晓》鸣锣收兵。众所周知，近几年
谍战题材大火，不论是影视还是大荧
幕，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无名英雄和
反敌特大戏。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
深入人心。李学萍在大量史实的基础
上，坚持辩证唯物史观和群众观点，用
小说的形式表现了革命英雄主义精
神。

开篇楔子给读者留下巨大的想像
空间，牵引着读者去迫切地寻找答
案。李学萍把《破晓》的时代背景放在
了伪满时期的哈尔滨，时代大背景为
讲好故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北大高
材生王亦琛背景复杂，他既是第一中
学的国文教员，还是大恒木行的四当
家，又是保安旅长马延川的侄子，而他
的秘密身份是哈尔滨地下党领导人

“青锋”。青锋一出，谁与争雄；有没有
武侠小说的味道呢？武侠的精髓在于
武，而谍战的精髓在于智与武的结合，
但他们的精神又有统一之处，那就是
大义，家国情怀的取舍。然而两者之
间最大的不同在于一个是虚构，一个
是来源于现实题材的再创作。伪满时
期的哈尔滨，各方势力犬牙交错，敌我
矛盾突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虚虚

实实之间，拼的就是斗智斗勇。
在复杂的斗争中也有情感，王亦

琛在一场生死救援中与女医生陆秋月
不打不相识。他渊博的学识与人格魅
力征服了漂亮的女医生，他们心意相
通，携手并肩，在夜幕笼罩下的哈尔滨
开始了光明的征程。然而，错综复杂
的环境，让这对互生情愫的青年男女，
不得不把感情深埋心底，为伟大而光
明的新中国舍去小情小爱，为家国而
战，是他们的理想和荣耀。这是小说
上卷“美丽的女医生”的主线，也是小
说着墨的重点。

上卷的情节设置跌倒起伏，看点
满满，王亦琛不但为东北抗联提供情
报，后来又策反了日本医生九条希平，
通过他炸毁了日军细菌基地，后又成
功把马延川的保安旅拉回了人民的怀
抱。而下卷虽然篇幅不长，但是王亦
琛以血肉之躯为诱饵，换取最后的胜
利，则把故事推向了高潮。一面是战
争的残酷，一面是爱情的伟大；现实与
理想、激情与隐忍在小说中表达的淋
漓尽致。

其实，李学萍的《破晓》给我的最
大惊喜，不是情节设置，而是一幕幕如
同话剧的表达方式。小说切入文本，
现场感十足，每个情节的代入，读者都

像是坐在舞台下，跟着人物时而紧张，
时而害怕，时而心潮澎湃，时而意难
平、情难尽。

小说人物众多，陈晓桐、钱明理、
马延川、伊腾中秀等等，几十个人物各
具特色，有血有肉，既丰满又灵动。各
色人物的轮番登场，为文本服务的同
时，又推动着故事的发生发展。《破晓》
有两个人物的成功塑造，使该篇小说
立意上升了一个新高度。一个是上卷
中的九条希平，再有就是下卷“樱花
忆----小护士的故事”中的小护士花
枝子。九条希平痛恨日本反人类的细
菌战，最后舍身取义，与王亦琛一起炸
掉了细菌基地。少女护士花枝子目睹
了王亦琛酷刑之下的威武不屈和英勇
就义，她震撼之余，更痛恨帝国主义的
残暴和野蛮。良知是不分国界的，呼
唤和平是全世界正义人民的共同呼
声。

小说用大量的写实手法，描写了
真实的大背景下，人们的悲欢离合，喜
怒哀乐。以合情合理的虚构细节，来
为文本服务。小说的主人公王亦琛活
在两个女人的回忆中，在她们不平凡
的人生经历中，一个男人串联起了素
不相识的两个异国人，也让经历过那
个特殊年代的人们，有了共同缅怀激

情岁月的情感历程。
小说是虚构的文学作品，我们用

语言去描述我们未能经历的、通过想
象力拼凑、创造的东西。这些虚构的
事物，通过我们的传播，渐渐变成所有
人经历过的“回忆”，越来越多这样的

“回忆”将越来越多的人捆绑在一起变
成集体，促进了人类的合作。我们将
这个作用放大到人类文明史中去看，
这种虚构的能力除了集群，还帮助我
们构建了规则，他的很多条款其实都
是从故事中归纳而来。而看看这些故
事，无外乎就是我们的小说。当然，从
某些方面来说，虚拟的小说，却能让你
看到比现实更真实的一面；这也正是
现实与虚构交织的魅力所在。

二战期间，我们经历了太多苦难，
千疮百孔的祖国是我们几代人不能泯
灭的记忆。而《破晓》脱胎于此，讲述
那段苦难历史的同时，告诫人们不要
忘记过去。记住那段历史，反思过去，
是每个炎黄子孙肩负的责任。我们应
该尊崇历史、牢记使命；新中国的建立
和建设成果来之不易，我们要把握当
前放眼未来，看到历史与未来的艰巨
性和复杂性。

现实与虚构交织的谍战魅力
——读长篇小说《破晓》

■于丽红

魔幻城堡 杨杰电脑绘画

丁香花塞满整个校园，盛夏，葫芦还是青的，在夕阳下，它闪着光，张明
坐在长椅上，望着那沾满露珠的葫芦，出了神。

最终，好奇心使他摘下来葫芦，班长看到了张明，本想是叫他一起玩儿
的，可张明手中的葫芦吸引了的她。“张明，你哪来的葫芦。”班长神情变得严
肃了。听到这话的张明，立刻站了起来，撒开腿就跑。月光下，班长并没有
去追，她与清风相伴着，走向了办公室……

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张明觉得时间太久了，就把手中的葫芦放在了
旁边的长椅上。跑回了教室，班主任似乎什么也不知道，可当课上了一半儿
他离开了，这让张明更慌了，他望了望班长，但班长也和班主任一样，似乎什
么也不知道。

班主任终于回来了，张明的心刚放下来，就见来到身边，放下一本书，一
刻钟左右，张明已经明白了，这本童话书中说了植物也是有家人的，把他带
走后，植物也会想家。

丁香花四处飘着，今天的课结束了，张明找到了葫芦，看到了它的“泪
珠”，张明懂了，他奔跑着，跑到了葫芦苗边，却无法将它再挂上去。

张明默然无语……

“我”想回家
■宇宙地中心完小 郝伟祺 指导教师 毛泽敏

芝瑞镇，是英雄赵芝瑞的名字命
名，但在此之前的凤树区却是两位英
雄的名字各取中间一字而命名。

芝瑞镇，位于克什克腾旗中南部，
百岔川中上游。这里沟壑纵横，山峦
叠嶂。境内有克什克腾旗最高峰——
大光顶子山，同时，水草丰美的塞罕坝
草甸草原又孕育了西拉木伦河的一级
支流——百岔河。铁蹄马，是这里衍
生的神奇物种；“棒打狍子瓢舀鱼，野
鸡飞到饭锅里”，是这里传颂千年的佳
话。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又是一片
英雄的土地——赵芝瑞，一个英烈的
名字，永远铭刻在这片土地上，烙印在
芝瑞人的心中。

然而，多数人并不知道，芝瑞镇的
前身，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凤树
区。现在我们仍然能在芝瑞镇兴华村
向阳村民组老供销社旧址的女儿墙
上，找到“克旗凤树区供销社”的字样，
这可能是凤树区尚存的为数不多的历
史见证。

这个名字从建国初期一直沿用到
1958年，凤树区才改称芝瑞人民公社，
后为芝瑞乡、芝瑞镇。

凤树区，同赵芝瑞一样，也是一段
英雄的历史，但是，对这段历史，我们
已无法还原细节，只能凭后人的记忆
追述点滴。

凤——于凤宝，1911 年生。《克什
克腾旗志》革命烈士名录载“于凤宝，
兴华村农会主任，1946年入党，1947年
牺牲于羊圈房子大校（榆）树下”。

树——王树敏，旗志革命烈士名
录中无记载，对于他的革命经历，知情
人已千古，我只听父辈们讲述过：王树
敏在躲避土匪的追捕中负伤，被当时
的一个地方警察（吕忠，羊圈房子人）
补了一枪后牺牲。1959年“肃反”时，
吕忠因涉嫌枪杀革命烈士，被判八年

徒刑。
1947 年，全国解放战争进入了最

艰难的一年，但东北的土地改革如火
如荼。兴华村虽地广人稀，但土改的
步伐也没怠慢。当时，百岔川匪患猖
獗，很多地主武装虽知穷途末路，但凭
借自己手中的几杆枪，还要做垂死挣
扎。东漫甸书声大地主代合明就是其
中一支。

1947 年春末，流窜到百岔川的代
合明匪帮20余人，他们和兴华村的地
主孙怀珠相勾结，开始疯狂报复农会
干部。

就在那个春夜。羊圈房子榆树铺
子（于营子，又称窑子，因几家于姓在
这里住窑洞而名）一个简陋的窑洞里，
于凤宝（时任兴华村农会主任）、于凤
亭（农会成员，于凤宝的三哥，1909年
生）、于凤林（农会成员，于凤宝的二
哥，1906年生），三位胞兄弟正商量下
一步的土改计划，土匪包围了于营
子。随着土匪的马蹄声渐进，于凤宝
的妻子（王素梅，1915年生）赶紧熄灭
麻油灯，兄弟三人迅速跳窗，分路向后
沟（于营子后沟）逃走。土匪发现了他
们的行踪，随后迅速包抄，顿时枪声大
作。手无寸铁的于凤宝、于凤亭先后
被抓，于凤林因藏在榛柴窝子里幸免
于难。

于凤宝、于凤亭被抓后，连夜被带
到了老羊圈房子（现羊圈房子村民组
河西）地主孙怀珠的大院里，土匪逼他
兄弟二人交出于凤林和其他农会成
员，兄弟二人拒死不从。

土匪开始动用了残忍的酷刑——
先是把人弄上房顶，然后给他们头上
戴上水桶（过去的木水桶），让他们从
房顶滚落，接着，土匪又把杀猪刀子插
进二兄弟的嘴里，俩人始终缄口不
言。最后，穷凶极恶的匪徒把兄弟二
人拴在马后，拖进麻茬地里，从麻茬地

里出来后，兄弟二人已体无完肤，土匪
还是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

看到他们二人已抱定赴死的决
心，土匪无奈，把他们拖至现羊圈房子
村民组后石岗子的大榆树下，进行最
后的了断。

这是 1947 年春末夏初的一个上
午。

大榆树下，聚集了很多人，除了二
十几个土匪，当地的民众，还有于凤宝
的妻子王素梅和他（她）们年仅七岁的
女儿于瑞云。

匪首代合明拿出一颗红头子弹
（这种子弹据说见血就炸），在头皮上
蹭了几下，然后上膛，问：于凤宝、于凤
亭，你们还有啥交代的吗？

没等于凤宝说话，于凤亭抢先说：
“就枪崩我吧，我有儿子，他只有一个
丫头。”

代合明答：“你俩一个不留，再说
他是头儿，更得让他断子绝孙。”

情势了然，于凤宝平静地说：“你
们不要难为我的妻儿和乡亲，也不要
难为我三哥，我做的事我担当。”然后
挣开妻子搀扶的双手，叩拜四方后，倔
强地站立起来，沙哑地喊出了：“共产
党万岁!”“农会万岁！”

代合明的枪响了，随着沉闷的枪
声，于凤宝倒在妻子怀中，脑浆溅落妻
子一身……

大榆树，你历经200余年的风霜雪
雨，览阅200余年的人世沧桑，你，第一
次听到了罪恶的枪声，第一次把一个
英雄儿子的鲜血融入你的躯体中！

建国后，于凤宝、王树敏被追认为
革命烈士，原经棚县五区被命名为凤

树区，并为于凤宝树碑，现墓碑的底座
早已遗失，只有不足一米的碑身湮没
于凄凄荒草中，但碑的上方“光荣纪
念”四个字依然清晰可见，碑身记载于
凤宝革命简历，经数十年风雨剥蚀，只
有浇上水后才能依稀辨全。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
初，每年清明节，芝瑞公社都如期举行
祭扫烈士墓活动。于凤宝烈士墓距公
社政府所在地仅5华里（赵芝瑞墓在经
棚镇），干部师生都胸佩白花，徒步前
往于凤宝烈士墓前，举行隆重而庄严
的祭奠——首先是为烈士墓填土，接
着是红小兵、红卫兵为烈士敬献花圈
花篮，然后领导宣读祭文，祭文后全体
唱挽歌（万人含泪祭功臣，亲密的战友
永远离开了我们……）、默哀，最后鸣
枪致礼——机枪、冲锋枪、步枪齐鸣，
枪声震撼山岳，响彻云霄，告慰英烈的
在天之灵。

1997 年，为了纪念赵芝瑞等烈士
牺牲五十周年，芝瑞乡政府在二道河
子依山傍水处，修建了庄严肃穆的烈
士陵园，这里青山巍巍，绿树荫荫，水
流潺潺。它不仅是芝瑞人民的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也是英烈们魂归故里的
精神家园。

不管是凤树区，还是芝瑞镇，不论
是赵芝瑞，还是于凤宝……我们应该
知道的是：共和国的土地上，有他们的
名字；共和国的旗帜上，有他们血染的
风采！

毛泽东的话铿锵有力。“成千上万
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
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
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凤树区纪事
■简宏宇

说起万合永镇农机站站长刘俊杰，广义村的男女老少都纷纷点赞。作
为当地的干部，自脱贫攻坚战役一打响，他就被派到攻坚的最前沿任广义村
驻村工作队队长，由于工作繁重，于2019年卸任队长一职，但是他始终带领
着大家冲在扶贫工作的最前沿。作为帮扶责任人的他心思缜密地为贫困户
出谋划策，用自己持之以恒的行动在脱贫攻坚最前沿，谱写了本地“永久牌”
人才的新篇章。

全心扑工作，不留一丝余力
“刘哥，你那眼睛过敏难受，你就别对着电脑了，剩下的扶贫系统活交给

我。”“可不用，我这眼睛一到夏天就过敏，已经习惯了，咱们几个一块干还能
快点。”这是他与18年刚来到村工作的新队员的对话，温暖着大家。

自开展脱贫攻坚以来，刘俊杰同志立足自身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缜密
的工作思维投身于这场战役中，在负责本村驻村工作的同时，结对帮扶的机
制，与下马架子组于凤华等两户结成帮扶对子，由于家离得近，他每天一早
就开启了一天之旅，入户宣传政策、落实上级红利、入户帮忙想办法……晚
上带领着工作队一项项核实、比对扶贫数据。

全力找对策，不落每个角落
“刘俊杰，我咋也认识，基本上都是天天来，问我需要这吧，需要那吧，我

一个老太太本身也不用什么，我这是赶上好时候了，刘俊杰还时不时地来看
看我，唉，知足了。来，我领你们看看刘俊杰给我买的小鸡，现在可好了，等
长大了给你们杀一只。”这是笔者第一次和其他队员在下马架子于凤华家时
的一段对话，话里话外都充溢着感谢。她是一位独居老人，孩子们不在当
地，老伴几年前已经去世……由于收入来源少等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作
为扶贫工作队长又是帮扶责任人的刘俊杰始终在牵挂着这位老太太。

“我的这两户贫困户太好了，他们本身都能干，从来不闲着，你就看他们
的小院、小园子收拾的可立整了。我在农村工作这么多年，或多或少都有点
了解。我每次去我寻思看看她能养点啥，都在他的院子四周看看，于凤华你
别看他上岁数，但是她一天也不闲着，我那天去他那院我看门口那块盖个适
合养个小鸡啥的，所以我就给他买了几个小鸡仔，你看现在长得多好。”看到
这样的贫困人口，作为帮扶责任人的他自豪的说道。

全身入一线，不愧青年楷模
作为镇农机站站长的他，业务性工作较多，但是对于广义的扶贫工作始

终他始终是离职不离岗，每次无论从镇里回来，不管多晚都得来村一趟，问
问工作进展、还需要做什么。不管多忙，他都和大家一起理思路、察民情，他
的眼里只有群众的需求，他的脚下只愿走群众的田埂。习总书记曾指示过
用好两种人才，一个是本土永久牌，一种是外地飞鸽牌。作为老落地户，刘
俊杰同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这场攻坚战里发挥着本土“永久牌”的恒久光
芒。

“永久牌”跑出扶贫“恒速度”
——记万合永镇农机站站长帮扶责任人刘俊杰

■特约记者 刘英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