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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歌：从山沟里唱向全国
    西出北京城，沿108国道前行
100多公里，就到了房山区霞云岭
乡堂上村。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首中国革命音乐的不朽之作，就
是从这个山沟里传出，唱向全国，
一直唱到了今天。
    如今，这里已建起《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并成为
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六七月
份，都会有大批游客涌入这里，一
同唱起那首熟悉的不朽老歌⋯⋯
    重访
    昔日龙王庙  今朝纪念馆
    依山而建的《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纪念馆采取单层连体建
筑方式，造型别致，在蓝天白云映
衬下，分外庄严和壮观。
    “这座新馆是2006年建成的，
当年歌曲创作者曹火星居住的地
方在山上老馆中。”在堂上村老村
长郑玉山的带领下，记者沿山道拾
级而上，来到村民们口中的 “老
馆”。
    这是一处地势较高且宽敞的
院落，正屋4间，是后来翻建。厢房
1间，位于院落东侧，就是当年曹
火星和战友居住的地方。“当年曹
老师住的时候，它的身份是村中的
中堂庙，俗称龙王庙。解放后，这里
成了村里的小学。”郑玉山说。
    在40平方米大小的屋内，尽
可能保留着当年的模样，土炕、破
席、小木桌、格子窗⋯⋯

    老村长透露，这里的格局基本
没变，但席子和小木桌等物件是后
来更换的，室内地面也用青石板代
替了原来的土地面。“这都是2001
年建馆时修缮的，宗旨就是修旧如
旧。”
    院落中央是一座红旗插在中
国版图上的雕塑，旁边是江泽民总
书记的题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这里被北京市政府批准为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追忆
    毛主席为歌词添“新”字
    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
的第六个年头。这一年9月，晋
察冀边区抗联委派群众剧社40余
人，组成若干小分队到平西根据
地发动群众，宣传抗日。
    当时19岁的曹火星和其他三
位同志被分到堂上村，他们白天
组织村剧团演出文艺节目，晚上
从事创作。
    当时 “霸王鞭”在平西很流
行 （霸王鞭，是民间艺人卖唱时
的乐器兼舞具。乐器为一根竹竿，
两头开缝，穿以铜钱，演出时持
竿，以两端随舞碰击身、膝或肘
发声，伴歌舞），小分队就决定用
民歌曲调填新词的办法，采用打
“霸王鞭”的表演形式进行宣传。
    此后，这首歌就像长了翅膀
一样，从地方传到部队，从晋察
冀边区传到冀中冀东，又传到东
北，最后传遍全中国。

    由于时间发展和抗战胜利，
歌词也由 “他坚持了抗战六年多”
改成了 “他坚持了抗战八年多”。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
逄先知在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
家英》中回忆说，是毛泽东提出
并加进 “新”字的——1950年，
毛泽东听到女儿李讷唱这首歌时，
立即纠正说： “没有共产党的时
候，中国早就有了，应当改为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于
是就有了现在的名字。
    传奇
    痴呆症老人完整唱这首歌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
国》以其饱满热情，滚烫旋律，很快
便响遍抗日根据地，而最先传唱这
歌的就是负责给小分队站岗放哨
的儿童团员。
    今年86岁的李福会老人，是
当年首批学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的儿童团员，也是如今
唯一健在的见证者。
    稍感遗憾的是，李福会老人多
年前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很多美好
记忆我们无法与他分享。
    “之前听他说，当年给小分队
站岗时，白天经常听到曹火星嘴里
哼着小曲，晚上村民睡着了，只有
旧庙里还点着油灯。突然有一天，
曹火星召集村里儿童团员，亲自教
唱这首新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中国》。”李福会的家人说。
    据李福会三子李广军透露，老

爷子这个病越来越严重，有时候甚
至连自己的亲孙子都不认识，与人
交流更是没法正常进行，但有一件
事儿非常奇怪，就是能完整地唱出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且一
字不差。
    说话间，老村长现场起头，李
福会立马端正身体，将《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大声并完整地唱
了一遍，一字不差。
    插曲
    作者51年后重回创作地
    虽纪念馆中并无详细记载，但
记者了解到，解放后，曹火星很长
一段时间都找不到当年创作这首
歌的具体地点。
    “因为当年他来这里时，这里
是平西房（山）涞（水）涿（县）新区
霞云岭堂上村，当年归河北省管
辖。”纪念馆工作人员称，曹火星一
直都在河北省打听，所以一直未
果。
    房山区霞云岭乡宣传部郑部
长也向记者证实，1990年时，天津
电视台要给曹火星制作一个专题
片，天津音乐家协会等部门通过多
方打探，最终确认当年歌曲的创作
地就是北京房山区。
    1994年8月，该歌曲诞生半个
世纪后，曹火星故地重游，对堂上
村是歌曲创作地进行确认。在纪念
馆中，有一张曹火星和李福会重逢
的合照。
    （摘自《北京晨报》）

上海：走进中国共产党发祥地
    “一大”会址：凝聚世界目光
    当我来到中共“一大”会址纪
念馆时，见到了28年的“守门人”、
被誉为“活档案”的倪兴祥，据他介
绍，从上世纪60年代迄今，“一大”
会址累计接待观众 1000多万人
次，仅2010年全馆接待56万多人
次，其中外国游客达到了4.2万多
人次。世界目光投向这里，因为中
国共产党的“根”在这里，在这间只
有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里。
    1998年6月，“一大”会址纪念
馆扩建工程动工，设计方案主题定
为“新天地”——开天辟地的大事！
如今“一大”会址与“新天地”融为
一体，这里的商业区霓虹闪烁，人
流不息，各类酒吧、饭馆、商铺林
立，而古旧的石库门建筑群则以更
新的材料和工艺，完成外立面和内
部修缮，使石库门的砖面质感更显
柔和，墙窗地板凸显历史沧桑感，
两者互为补阙、相得益彰。这里成
了一部“活的历史教科书”。
    “二大”会址：展示“七个第一”

    党的 “一大”会址举世闻名，
“二大”会址却少人知晓。静安区档
案馆馆长兼“二大”会址纪念馆馆
长张海根介绍说，为保存南成都路
625号（即现在老成都北路7弄30
号）“李公馆”——党的早期领导人
李达寓所，上海在建设延安高架道
路时，还特地转了个弯。
    “李公馆”就是党的“二大”会
址，党的第一个地下出版机构——
人民出版社的前身便设在这里，秘
密出版过 《共产党宣言》、《工钱劳
动与资本》等十几种马列主义书
籍。这里还有一个谜：出席“二大”
的12名代表，尚有1人姓名不详，
至今在展台上“虚位以待”。
    副馆长杨嫣如数家珍说：党的
“二大”有“七个第一”：第一次提出
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党
的统一战线思想——民主联合战
线，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宣
言，制定了第一部党章，第一次比
较完整地对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

青少年运动提出了要求，第一次决
定加入共产国际，第一次提出“中
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三大”机关：难忘“三户楼”
    在上海闸北区浙江北路 118
号有一座“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
历史纪念馆”。党的“三大”是1923
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
的。会后，当选为中央局秘书兼组
织部长的毛泽东到上海主持中央
局日常工作，住在闸北香山路公兴
路口的三曾里中央办公处。
    这里距上海北火车站仅一二
里路，弄内仅3个门牌，故称“三曾
里”。其中一所房子由中共第三届
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中央农工
部长王荷波出面租下，毛泽东、杨
开慧夫妇和孩子，蔡和森、向警予
夫妇和孩子以及罗章龙一家共10
口人居住在这里。为了隐蔽起见，
这3家对外称“王姓兄弟”一家人，
向警予为户主，所以这里又被人称

为“三户楼”。
    中共中央局机关在 “三曾里”
办公持续到1924年9月，历时一
年多。为何要搬迁到上海？党史专
家分析，由于广州地处华南，加上
当时粤汉铁路尚未全部通车，党中
央与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地方党组
织联系不便，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将
中央局迁至产业工人集中、交通便
利的上海。
    纪念馆文教部主任张辉说，开
馆后，曾有党和国家领导人莅临访
问，来自上海和各地的参观人数已
达9万多。蔡和森的女儿蔡妮来访
时，在翻到罗章龙写的《椿园载记》
中说：“蔡和森和向警予带着孩子
住在这房间”，她回忆起毛泽东曾
提到“那时一起住的还有个女孩”，
眼眶湿润了，激动地说：“这女孩就
是我呀！”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计生家庭的幸福生活

    老董现年52岁，是于集镇自觉实行
计划生育的家庭，生育了一个儿子后，婉
言谢绝了家人的违背计生政策超生孩子
的劝说，把心思放在发家致富上来。
    于集镇是全国越冬油菜之乡，27年
前，董天刚结婚后就开始种植蔬菜，从低
矮的小拱棚开始，大发展成冬暖式温室大
棚，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奔。种植本地黑
苗油菜达5年之久，后来种植油菜、菠菜、

雪里蕻、香菜等，避免单一种植带来的市
场风险。善于对市场把珍号脉的董天刚，
积极走出家门参观学习，实地考察了祝柴
村山芹种植、上海青油菜种植后，他感到
自己的常规种植太落后，于是淘汰了小拱
棚、新上了冬暖式温室大棚，实行山芹和
上海青油菜轮番种植，每亩效益由原来的
四五千元，提升到1.8万元。三口之家5.3
亩耕地，每年收入达10万多元。富裕后的
老董，拆掉父母盖得房子，建成了前出扇
沿、中间劈山、上有圈梁、下有地梁的铝合

金门窗的5间楼板房，三马车、冰箱、洗衣
机、太阳能、豆浆机相继请进了家门。
    唯一的儿子，从上小学三年级开始就
转到了聊城实验小学，投资1200元，是全
村第一个为儿子配上儿童专用学习桌、升
降椅、学习灯的家庭。聪明伶俐的儿子，发
愤图强，贵州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天津从
事软件开发，每月领到4000多元的工资。
    就这样，全家领先一步跨入了小康生

活，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红红火火，去年
又安装了空调、音响，便于和儿子视频对
话安装了电脑。前几天，老董听邻居说，电
饼铛可油煎呱嗒、烤烙菜盒，使用方便，和
妻子沟通后，在百大于集连锁店买了一个
美的牌电饼铛。“咱农村调结构，收入翻着
番儿向上涨，生活也是芝麻开花— — 节
节高啊，改善生活就像旧社会吃窝窝头一
样— — 不稀罕喽！”老董的妻子刘桂荣
轻松的话语逗得笔者忍俊不禁。
    （通讯员   王志荣）

毛泽东提出
“七一”作为党的生日

    一年一度的 7月 1日，是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纪念
日。但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是在 1921年的 7
月 23日至 8月初在上海举
行，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
立。既然党的“一大”不是在 7
月 1日召开的，什么时候、为什
么把“七一”作为党的生日纪念
日呢？
    最早提出“七一”作为党的诞
辰纪念日的，是毛泽东。1938年5
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
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 《论持久
战》的演讲时说：“今年七月一
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
年纪念日，这个日子又正当抗战
一周年。”这是第一次正式公开
提出把“七一”作为中国共产党
的生日来纪念。当时在延安的
“一大”代表只有毛泽东和董必
武两人，他们回忆的时候，记不
清“一大”召开的准确时间了，只
记得是一个夏天，天气很热，于
是就决定把 7月的首日作为党的
纪念日。不久，6月l2日，中共陕
甘宁边区党委决定7月1日到7
月7日为抗日周年纪念与中共建
立17周年纪念宣传周，中共中央
也于6月24日发表了《中央关于
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这
一文献。根据这两个文件的精
神，在纪念周每天都有群众性的
纪念活动，各抗 日根据地所办的
报刊也都发表了社论和纪念文
章。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
一次组织纪念“七一”党的生日。
    （摘自《光明日报》）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自毛泽东领导工农红军开
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探索出“工
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之后，
党和红军内部不少人仍然对革
命前途表示出悲观情绪。到了
1929年年底，这种情绪依然在党
和军队内弥漫。时任红四军第一
纵队司令员的林彪在一部分人
当中散发了一份对红军前途究
竟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信。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写
信给予了答复，批评了林彪以及
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悲
观思想。在信中，毛泽东指出：
“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
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
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
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
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
发展的必然性。”由此，“星星之
火，可以燎原”就成了中国革命
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
取得彻底胜利的代表性表述。

认真学习报告精神 促进计生工作开展
    本报讯 6月21日，区人
口计生局全体人员在阿尔卡
迪亚大酒店听取了省人口计
生委主任盖国强做的计划生
育专题报告。在报告会上，盖
国强首先阐述了胡锦涛总书
记关于人口工作的重要讲话

及其对人口计生工作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意义，全面回顾
了我国人口计生工作的历
程，深入分析了当前的人口
形势，并对全省“十二五”期
间人口计生工作的任务和目
标作了介绍。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将
以这次专题报告为契机，认
真学习领会报告的内容和精
神，并将贯彻落实到工作的
实践中去，进一步强化措施，
促进人口计生工作再上新台
阶。    （通讯员  鲁福东）

沙镇计生帮扶“四进农家”
    沙镇讯  沙镇计生办在
镇妇联、镇卫生院的协助下，
积极开展计生帮扶 “四进农
家”活动，受到广大育龄妇女
的一致好评。
    送政策，增强育龄妇女
的计划生育观念。进村入户
开展宣传，在同育龄妇女的

谈笑中讲解人口形势。
    送健康，提高育龄妇女
的生殖健康意识。为育龄妇
女免费进行生殖健康查体。
    送技术，促进育龄妇女
增产增效。对于育龄妇女实
施技术指导，帮助育龄妇女
解决在种植、养殖、加工、水

产、经营等方面遇到的难题。
    送岗位，帮助育龄妇女
创业增收。计生办联合有关
部门，根据育龄夫妇的就业
意向量身定做 “培训套餐”，
让计生家庭尽快致富。
    （通讯员  王德国  郑成亮
  胡学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