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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风雨兼程，100年峥嵘岁月。红
旗飘飘，党旗猎猎，祖国欣欣向荣，经济蓬
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国际地位空前提
高，中国人民正满怀喜悦和希望朝着现代
化的宏伟目标迈进。100年的光辉历程，
走出了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中国共产党
是时代的中流砥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
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
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
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百年来，中国
共产党审时度势，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为己任，为人民求解放、谋幸福，在革命、
建设和改革进程中不断发展壮大，从最初
只有50多名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发
展为拥有91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
执政党。

回望 1921年，13位平均年龄只有28
岁的青年，代表着全国58位党员出席党
的一大，创立了中国共产党。百年之后的
今天，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
中，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才
能在困难中不断前进。

回顾我的一生，我的每一步成长都与
党组织的关心和栽培密不可分。1924年
11月，我出生于山西省黎城县上遥镇西社
村的一个破旧窑洞里。那时家里很穷，我
还有两位哥哥，吃饭总是饥一顿饱一顿，
自记事起，我就体验了人世间的心酸和不
平。后来，我的两位哥哥外出打工，家里
日子有了些起色。为改变命运，不到10岁
的我被父亲送到村里的小学念书，成了我
们家第一个识文断字的人。

1937 年 7 月 7 日，全面抗战爆发。
1938年，我的大哥段松昌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二哥段松晨也成了抗日积极分子。我
深受哥哥们的感召，树立起投身抗日救亡
运动的决心，加入村里的儿童团。

1938年7月7日，我们黎城县召开抗战
大会，特邀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
参会。当时，我凭借着优异的表现，当上
了西社村的第一任儿童团团长。就这样，
我在村长和学校老师的关心支持下，带领
儿童团团员们一边学习，一边宣传抗日，
一边干农活儿，一边站岗放哨。

“儿童团，不简单，抗日重担扛在
肩；传情报，散传单，动员群众来抗
战……”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当时
和小伙伴们经常唱的民谣《小八路》。

1942年 11月1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
子，那天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的入党
介绍人是陈玉山和郎积德。后来，我又担
任了上遥区党委委员、县民兵大队政委，
辗转修武县、武陟县、获嘉县、焦作县，与
日本鬼子进行斗争，一直到抗战胜利。

1949年6月3日，我担任中国新民主
主义青年团太行四地委员会宣传部长，接

到组织通知，派我与另外12名同志前往中
央团校学习。这是我党主政北京后招收
的第一批中央团校学员，共有1500多人。
学员被分成3个部，分别为地方干部部、
青工部、学生部，我被分配在了地方干部
部学习。这次学习学期10个月，主要有经
济学、哲学、党史三门课程。另外还学习
建国方针、城市政策、农村政策、工青妇运
动史等。中央团校的教员有不少是名师
大家，其中有艾思奇、孙定国、田家英、薛
暮桥、狄超白、陈家康等。还有一些中央
领导前来授课。

1949年10月1日，我与中央团校全体
学员一起参加了1949年 10月 1日的开国
大典，这是我一生难以忘怀的日子。1950
年4月2日，中央团校结业前夕，我与学员
们前往中南海怀仁堂接受毛主席接见。
当时参与接见的还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
林伯渠等。朱老总在讲话中勉励我们，到
工作岗位后，一定要继续努力，为建设祖
国贡献力量。随后，我和学员们唱着“年
轻人，火热的心，跟着毛泽东前进”的歌
曲，告别了团校，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为
建设共和国而奋斗。

时光荏苒，如今的中国，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然而，随着
国家的逐渐强大，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的出现，加之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
延，世界经济遭遇重创，中国共产党在新
时代又面临着新的问题与考验。面对新
形势，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以保障人民群众
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首要之事，带领
人民第一时间摆脱疫情影响，进入常态化
防控阶段，充分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
性；另一方面，在国际上明确提出“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用实际行动践行多边主
义。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
路，我们党近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
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牺牲，都是
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正是由于始
终坚守这个初心和使命，我们党才能在极
端困境中发展壮大，才能在濒临绝境中突
出重围，才能在困顿逆境中毅然奋起。

2021年，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
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的开启之年。百年来的历史证明，中国
共产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带领中国和中国人民从弱小走向
强大，从一叶在风雨中飘摇不定的扁舟成
长为能在世界之海远航的巍巍巨轮。

在人们的记忆中，总有一些人一些事或一些
地方让你挥之不去难以忘怀。湛河两岸的槐树林
就是珍藏在老一代鹰城人心中的美好记忆。

湛河原来叫乌江河，1959年数万民工的开挖
疏浚使两岸大片沼泽地变为良田和建设用地。治
理后的湛河堤上栽了大片大片的洋槐树，有好几
公里长，当时的平顶山矿务局林场负责管理看护，
沿岸各村予以协助，长成后木材用于煤矿井下支
护，同时也对湛河堤进行了绿化美化。到上世纪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槐树林已是郁郁葱葱，大
片的洋槐树枝繁叶茂，茁壮成长。当时市区只有
一个工人文化宫和河滨公园，槐树林就成了年轻
人谈情说爱和市民夏季纳凉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特别是每年的四五月份槐花盛开的季节，湛河两
岸成了花的海洋，空气中弥漫着花香。当时，我每
次骑车路过中心路（今中兴路）湛河桥上，都忍不
住驻足观望，只见槐树林中绿中透着白，白中透着
绿，在碧绿的树林中，槐花如霜似雪，云蒸霞蔚，尽
情绽放。在阳光照耀下，湛河两岸十里长堤像两
条白色的飘带，微风一吹，又似两条青白相间的银
龙舞动，波浪滔滔，格外壮观。每到这个季节，人
们会成群结队而来，有的提着篮，有的掂着兜，有
的拿着长杆，有的搬着梯子采摘槐花，管护人员会
提醒大家不要折损树枝。半天不到个个收获满
满。回家后包饺子、包包子味道鲜美，做成槐花炒
米饭、槐花炒鸡蛋、槐花煎饼，美味可口，当药用能
祛湿消炎、降血压，做成槐花茶能清心明目，人们
发现槐花原来还是纯天然绿色保健品。

槐花盛开的日子也是养蜂人忙碌的日子。一
箱箱蜜蜂被运到槐树林里，养蜂人在林下搭起帐
篷，看着成群的蜜蜂飞向满树的花朵，成千上万只
蜜蜂不停地采集酝酿着香甜的槐花蜜。这种蜜清
亮透明，质地浓稠，清淡幽香，是蜜中佳品，也是出
口国外价格最贵的蜂蜜。一季下来放蜂人收获颇
丰，满载而归。由于洋槐花花期较短，槐树林面积
又大，许多花不等人采已散落在地，周围村庄的老
百姓就拿着搂柴火用的竹耙子去搂，用扫帚去扫，
然后大包大袋地拉回家去捡出槐叶和杂草，把淘
洗干净的洋槐花晒干储存，盛夏伏天吃起来性凉
去火，冬天也是补充鲜菜不足的美味干菜。

这些年随着湛河的多次大规模治理，湛河公
园的不断扩建，原来的洋槐树早已所剩无几，仅有
凌云路湛河桥西侧保留下来的一个槐园仿佛还在
向人们诉说着槐树林的历史。治理后的湛河水更
清了，岸更绿了，路也更通畅了，两岸河堤的名树、
鲜花、草地的面积也比槐树林的面积大了好多倍，
湛河公园里随处可见人们在绿道间闲庭信步，尽
情地享受着优美的环境。一条河、一片林、一朵朵
槐花，见证了平顶山这座昔日煤城的发展历程、历
史变迁及巨大变化。

致敬时代的
中流砥柱和民族的脊梁 湛河岸边的

□段松会（河南平顶山）

槐树林
□高德领（河南平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