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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杰地灵的小园，是安顺市西秀区轿子山镇千峰
山脚下大山村一个山清水秀的自然寨，久经考验的忠
诚共产主义战士陈曾固就是从这里出发走上革命道路
的。

陈曾固，原名文光，号俊民，1907年出生。解放以
前从事地下工作时化名“曾固”，以后就以“曾固”之名
从事革命工作，其真名陈文光反而知道的人很少，他在
1950年写给亲属的信里谈到：“我在报上登申明，在‘曾
固’名字之前冠上‘陈’姓，表明我陈文光不忘故乡、不
忘亲属之情”。陈曾固在安顺县立中学（后改省立第四
中学，即今安顺市第一高级中学）读书时，便胸怀报国
之志，学习刻苦，追求进步，宣传爱国进步思想。丧权
辱国的“二十一条”签订后，学校师生十分愤慨，在校园
中立一碑，上书“勿忘国耻”四个大字，使大家牢记报国
雪耻。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消息传到安顺，陈曾
固与同学们组织成立了学生救国联合会，上街演讲，痛
斥帝国主义的残暴罪行，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
在学校中，他与志气相投的9个同学组织“晨光学社”，
研习诗文，评论时事，以诗言志。他的诗作中有两句

“千愁百恨能消遣，怕听留侯一句词”，意境高远，寓以
不忘报国雪耻之意，常为同学们传诵。1926年，陈曾固
安顺中学毕业后，决心外出学习，步行1600多里到达
重庆，以后又几经辗转到达北平，考进北平朝阳大学经
济系学习。在这个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他阅读了大量
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思想产生了突变，踏上了革
命道路。

1931年，他在北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担任
社会科学家联盟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和北方文化总同
盟书记。从1932年到1933年夏天，他先后任中共北平
东区区委书记、中共河北省委巡视员、北平市委组织部
长、代理书记等，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下，领导和参与北
平的中共地下斗争。1933年因内奸告密被捕，作为“要
犯”押送到南京国民党监狱，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狱
中，他惨遭种种酷刑，深受皮肉之苦，仍坚贞不屈，保持
共产党人的气节，同被捕的陶铸一起领导难友们在狱
中展开斗争。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
合作，陈曾固经党组织营救出狱，投入火热的革命斗
争，直接在陈云、李富春的领导下工作，同年冬天到延
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
部干部训练班总支书记、主任，中央财政经济部秘书

长，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等职。1944年，接受中共中
央指派到延安中央医院负责整风甄别工作，目睹康生
等人在整风后期搞扩大化的极“左”错误后，果断地进
行纠正，使一批无端受到怀疑甚至被捕关押的知识分
子和革命干部的“问题”逐一甄别澄清，得以恢复名誉
和工作。1946年，陈曾固被派到东北工作，先后担任辽
西（今辽宁西部）、辽吉（今辽宁、吉林各一部分组合）省
委组织部长兼秘书长、省委副书记，协助陶铸同志领导
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建立东北中共地方政权，进
行土地改革，为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和东北地区的
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工作中讲求实事求是，被陈云誉
为“亦老亦实”的典范。1949年初随军入关南下，调湖
北省武汉市任市委副书记。1950年调贵州省任省委副
书记兼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在省主席杨勇赴朝抗美后
代理主席，主持黔政事务。他在贵州工作四年，领导建
国之初的清匪反霸、土改、支援抗美援朝、恢复发展生
产等各项工作，为贵州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
出了开创性贡献。其间他被选为人民代表出席第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陈曾固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不忘严格教育亲
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刚到贵州省任职时，就给亲属写
信强调：“我是党的干部，为着党和人民工作。你们（指
家里的亲属）不管干什么都不能打我的招牌，不管任何
人都不能借我的名义办私事，有什么困难也不要直接
找我，一定要找当地政府。”1951年初，陈曾固借到安顺
检查工作之便，将其父亲等亲属接到贵阳小住。到贵
阳后第三天，当时的省委秘书长知道陈曾固的父亲到
贵阳，听说“首长父亲来筑，衣单难耐其寒”，安排人送
来皮袍子一件让“老爷子”御寒，陈曾固知道这件事后，
立即命令其警卫员将皮袍子送了回去，并婉言批评了
秘书长，说：“我们领导干部不能搞特殊，更何况是亲
友。自己亲友的困难自己解决，决不能搞特殊，占公家
的便宜。”

1954年陈曾固调任教育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他率领中国教育界的第一个代表团出访苏联进行考
察，以吸取他国教育经验为我所用。他分管中小学教
育，十分重视基础教育的发展，强调实事求是，注重教
育质量；他坚定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尤其重视少数民族
地区的教育，多次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热情扶持民族教
育；他写下不少关于中小学教育、普及教育和扫盲教育

的专题报告和文件，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作
出了卓越贡献。1956年，他被选为中共第八次全国代
表大会代表。1958年，当选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候
补委员和中共八大代表。1962年调甘肃省任省委书记
处书记，他十分体贴民情，多次带病深入贫困地区调查
研究，领导那里的抗灾救灾工作，曾因病情严重，甘肃
省军区调派直升飞机送往兰州医院抢救。

“文化大革命”期间，陈曾固被打成“叛徒”并被开
除党籍，遭到非法关押，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家人也受
到牵连。在狱中他坚持真理，正气凛然，与林彪、江青
反革命集团进行坚决斗争，拒绝作任何不实之词，被关
押十年后，直到1979年才得到平反。1980年，他恢复
工作，即便含冤多年，却依然从补发的工资里拿出一万
多元作为党费补交给党组织。他担任教育部顾问，并
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和
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陈曾固1988年在北京不幸病故，享年81岁，邓小
平、陈云、李鹏、乔石、万里、杨尚昆、习仲勋等送花圈，
万里、宋平、宋任穷等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教育部在悼
词中对他的一生给予了中肯的评价：

陈曾固同志在近60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忠于党，
忠于人民。他无愧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
士。他坚持原则，一身正气，襟怀坦荡，光明磊落，是非
分明，刚正不阿；他最讲实事求是，一贯注重少说多做，
反对夸夸其谈，反对好大喜功，对“左”的一套更是深恶
痛绝……他为人直率，没有官气，关心和爱护干部，千
方百计保护干部；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能上能下，顾
全大局，在他身上找不到一点庸俗的东西；他生活简
朴，对亲属子女要求严格，从不搞特殊化。他始终保持
了我们党在战争年代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把自
己的身心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事业。他的一
生，是饱受磨难历经坎坷的一生，是坚信党，坚信革命，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历尽艰辛，百折不挠，为
党为人民做了大量有益工作。

著名诗人臧克家的诗歌《有的人》说得好：“给人民
做牛马的人，人民永远记住他！”陈曾固，这位对党和人
民忠诚的楷模，在工作生活上廉洁自律的表率，将永远
是安顺人民的骄傲！

中共安顺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撰稿人：罗基仁

忠诚楷模忠诚楷模 廉洁表率廉洁表率
——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曾固传略

五、0一一基地名称的历史沿革
011建立以后，为了适应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形势、建设任务和生产

发展的需要，其名称及其组织领导机构、隶属关系、管理体制经历过多次较大变动，
并随之逐步健全和加强。

“011基地，大名鼎鼎”。这是2003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
协主席贾庆林到贵航集团视察时称赞说。

011基地是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企业品牌。40多年来，尽管贵航集团的名称随
着历史的发展和改革开放而昭名天下，“011”这个神秘代号仍烙印在人们心中。“那
是中国在贵州的保密单位”；“听说是搞飞机的军工厂”……即或到今天，人们提起

“011”，总有一种神秘感。
011对外名称叫贵航集团，而对内的称谓却一直叫“011”。
011基地自1964年11月23日经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批准，其名称及其组织

机构经历了由“三机部贵州地区建设筹备处”（1964年11月25日-1965年2月19
日）到“三机部贵阳地区建设办事处”（1965年2月19日-1967年3月2日）、“011办
事处革命委员会”（1967年3月2日-1969年8月28日）、“011系统军事管制委员
会”（1969 年 8 月 28 日-1971 年 9 月 21 日）、“011 生产基地”（1971 年 9 月 21
日-1973年7月13日）、“011基地”（1973年7月13日-1976年11月6日）、“贵州省
第三机械工业局”与“011基地”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并存（1976年11月6日-1983年
6月1日）、航空工业部贵州管理局（1983年6月1日）、贵州航空工业总公司、贵州航
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一航贵州集团公司。称谓在变，但生产科研的产品
不变。自1973年7月13日以来，不管对外公开名称任何改变，但011基地名称一直
与之并存。

在建设初期，为适应建设任务的需要，还成立过011工程指挥部行011工程党
委，以加强对基地建设的组织领导；在贵州省第三机械工业局时期，我适应生产发展
和改革基地管理体制的需要，还成立过011基地飞机生产指挥部，又叫（第一生产指
挥部）和011基地发动机生产指挥部（即叫第二生产指挥部）。后来在此基础上又发
展演变成为凌云机械公司和黎阳机械公司，形成了贵州省第三机械工业局、航空工
业部贵州管理局下属011基地、凌云机械公司和黎阳机械公司并立的这样一种管理
体制的格局。

六、0一一基地建设规模
作为三线产物之一的011基地，其建设序幕是从128厂（华阳电工厂）、185厂

（贵阳电机厂）、315厂（天义厂）的分搬、改扩建拉开的。建设的过程大体经历了筹
建、大规模基本建设的全面展开、调整建设、填平补齐、工程收尾、更新改造，形成完
整生产能力等主要阶段。建设时间跨越了“三·五”、“四·五”、“五·五”三个国民经济
计划时期，但主要是前两个时期基本建成的。

011基地的建设，历经艰辛曲折，体现了贵航人的艰苦奋斗的拼搏精神。为了
加速基地建设，从1965年起，在三机部和贵州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党委的直接领导
下，来自全国16个省市、35个对口包建、对口搬迁、对口支援的一二线航空工业老厂
的1万多名优秀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满怀豪情，以参加三线建设为荣，积极响应党
中央、毛主席建设三线的号召，告别亲人、离开城市，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奔赴到
祖国的大西南贵州的深山荒野中，与参加三线建设的贵州各族人民、勘测设计人员、
施工队伍、人民解放军和广大民工汇集成浩浩荡荡的建设大军，开始了气势恢宏的
贵州航空工业——011基地的建设。

为了把011基地早日建成，早出产品，建设者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以奋力拼
搏的英雄气概和大无谓的革命精神，头顶蓝天、脚踏荒野，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
风餐露宿、披星戴月，长期日夜奋战在喀斯特荒山野岭、深山峡谷，踏勘选址、勘探设
计，开山放炮、修路架桥的三通一平的施工建设。

经过1965年128厂、185厂、315厂实现了“三个当年”（当年设计、当年施工、当
年投产）规划目标和从1966年起以“三厂一库”（100厂、150厂、170厂、418库）基本
建设歼灭战为开端的大规模基本建设的全面展开，到1969年，011基地先后上了34
个工厂和2个辅助项目，基本建成了18个工厂，取得了011基地建设的第一步决定
性胜利，为011基地的部分投产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1970年至1973年，在部分投产和进行以主机厂为主要对象的调整改建的同
时，又上了1个辅机工厂，因而又一次掀起和形成了011基地的建设高潮。但建设
规模比前期要小许多。

到1975年，011基地已经经过“三·五”、“四·五”两个主要时期的建设，虽然其
间遭受到种种严重影响、干扰和破坏，几经挫折，但011基地广大干部职工在党的领
导下，百折不挠、尽力排除影响、抵制干扰，还是取得了011基地建设的可观成绩
——011基地建设已初具规模，一座座颇具三线特色的航空工业工厂拔地而起，星

罗棋布地巍然耸立于贵州高原的崇山峻岭中，基本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航空工业配套
生产能力。

1975年，011基地的建设基本趋于成形。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填平补齐、配套工
厂收入尾和调整、更新、改造。20余年间，011基地按设计任务书开工建设，先后上
了70多个建设项目，到1985年，在历经多次关、停、并转、缩、缓以后，全基地共建设
形成的企、事业单位有46个。它们以安顺为中心，分布于贵州省境内的安顺、遵义、
毕节3个地区，安顺、贵阳、遵义3个市，镇宁、普定、安顺、平坝、修文、清镇、黔西、大
方8个县，绵延400多公里，方圆2.7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011基地机关驻安顺市，
全基地总占地面积近1500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达330多万平方米，约占航空工业
全行业的七分之一到六分之一；拥有各种机械、动力设备近27000台、机动运输车辆
2000余台，其中各种动力设备约占航空工业全行业的七分之一到六分之一；形成的
固定资产原值也约为航空工业全行业的七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真可谓是中国最大
的航空工业科研生产基地。

经过二十年的不断建设，011基地不仅完成了规模如此宏伟的基本建设工程，
在贵州建设起了一个门类较齐全、配套较完整、技术较先进、设备较精良、生产实力
较雄厚、科研生产手段较完备的航空工业科研生产基地，而且还逐步建立起一支具
有艰苦创业优良传统的宏大的“四有”职工队伍和科研设计能力较强、管理水平较
高、实践经验较丰富、具有开拓创新和为四化建设无私奉献精神的科技干部队伍和
政工、行政管理干部队伍，使011基地成为技术知识密集、科学文化水平较高、职工
队伍素质较好的产业部门。

尽管011基地建设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它的建成、发展和壮大，毕竟使地
处战略后方——西南边陲的贵州开天辟地有了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和潜在能力大
的航空工业军民结合型的科研生产基地，为改善我国的工业布局、促进内地社会、经
济、科学、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发挥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

揭密 0 一 一 □童鹤龄

安顺有一座武庙。作为安顺人，我对武庙的熟悉程度远远比不
上闻名遐迩，大名鼎鼎的文庙。

我的记忆里，兴建于明洪武初年时期距今600多年的文庙环境
清静，建筑儒雅。与之相反的是武庙在我从小的印象中就是市中心
中华北路路口的一处黑黢黢的破败旧房，每次从那里经过看房子的
外形猜测应是旧时庙宇，不过不知是哪位神仙的宝邸。

熟悉并认知武庙还是近几年的事，印象中好像是从2011年以
后一座新修武庙便雄立于闹市中心。武庙重修后，成为老百姓眼中
新的一景。看资料才得知原来武庙始建于明洪武十五年，因历史原
因，破损严重。

重新修建的武庙对应历史悠久的文庙，更加彰显安顺物华天
宝，人杰地灵。中国人自古以来便讲究文韬武略，而孔夫子和关帝
便是传统文化中典型代表。

我到重建的武庙去祈福游玩过三次，前两次匆忙，第三次却有
新的发现。新修成没几年的武庙大门口是古代式样的一块高大的
牌坊楼，上面浮雕的“文武圣神”四字煜煜生辉，仿佛向路人讲述它
的前世今生的故事。进入庙中细看，其实庙宇并不大，除了院子中
间的场坝外，牌坊后是一个小鱼池，池中塑有口衔铜钱的金蟾，水中
游鱼数尾。院中角落散种几株古柏和桂花树外，相对的就是关帝爷
的正殿。左手旁边仿古的房屋变成了一墙之隔邻街的商铺，右手的
墙外是老旧的城市改造的待拆迁旧楼。正殿里，神台上三四米高的
塑像是那枣红脸卧蚕眉，丹凤眼美髯须的关帝。头戴绿巾，身披金
甲，外罩绿袍，手拿《春秋》，一副威风凛凛地样子。身旁两边站立服
侍的是白脸的义子关平，还有那黑脸拄着青龙偃月刀的部将周仓。
每次在庙中拜望关帝时，我就感到有一股神秘的强大气场罩在人身
上，让人感到沉重。我在想假若是有人做了坏事的话，当他看到关
帝那威严的脸和凌厉眼神时，心里一定会发虚，感到害怕和泛起一
阵阵寒意。

第三次在院内逛时，我才发现院子右边的空地上有一个孤零零
的石拱门耸立，走近看来是两根四方形大青石条的石柱和横梁组
成。抬头看见横梁上书“血花园”三个赫然醒目的大字，左右石柱上
分别铭刻着“先烈之血，主义之花”，落款时间是一九三七年“七七事
变”之后。很显然这石拱门是抗战爆发后，应为激励国民以继承革
命先烈之志，众志成城抗击日寇，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决心和斗志而
塑立。

刚看到“血花园”这三个字时让我心中一凛，思忖怎么会出现这
样三个让人胆颤心惊的字眼。因为在人们心中花园是清幽美丽的
地方，怎么也不会和血腥、恐怖扯上关系。但我看到左右联中的八
个大字时又明白了当时中国军民的决心和勇气。

好奇的我上网查看得知“先烈之血，主义之花”的话语是廖仲恺
先生首题黄埔，当年黄埔军校有名的血花剧社、血花杂志之名便是
由此而来。我看着武庙内供奉的关帝像，又想着为什么当年会在武
庙里立下这样一个石拱门呢？

或许他们是寄关帝爷的忠勇和武艺于抗战勇士身上，将关帝
“手起刀落，斩敌马前”而化为“手起枪响，毙敌于前”的美好愿望我
不得而知。

当历史的风烟散去多年时，我站在武庙里，阳光下，院外的高
楼大厦，还有大街上车水马龙和人声鼎沸，在为今日中国繁荣，生
活的美好感到幸福时，心中想着：不能忘却的历史应该为后人好好
铭记。

难以忘怀儿时所见的迎亲仪式。
那时候，寨子里不论谁家有婚嫁喜事，都是全村人关心的头等

大事。
婚礼过程有很多讲究，按规矩，女方家要请一位老成持重者，以

检验男方家迎娶的礼数，这叫过礼。为此，男方家就要找一位能说
会道并且善于随机应变的人当押礼先生。一切准备妥当，接亲队伍
就可上路了。说是队伍，其实并不像打仗那样要人多势众，只需一
帮气饱力壮的汉子就行，为的是要抬嫁妆。嫁妆是箱柜桌椅之类的
家具，还有铺笼帐盖。当然，必须有两个小男孩，负责打灯笼火把。
灯笼是一声名，其实就是玻璃灯，用四块玻璃镶成罩子，里面放一盏
煤油灯，就是“灯笼”了。火把就是亮篙，材料倒是简朴，但工序有点
复杂。秋天，人们收割葵花籽后，就把葵花秆打成捆放到河湾或堰
塘里，用石头压实，一直沤泡到十月小阳春，天气晴好，就捞起来清
洗。先把葵花秆的芯子掏出，洗去黑皮，然后把它整齐地码放在岸
边，接受阳光的烘烤。初冬的暖阳下，葵花秆铺满河岸，雪一样洁
白，耀眼。葵花秆晒干后，就被收藏起来，供一年的照明使用，这就
是亮篙。接亲的时候，人们就挑选出最饱满、白亮的，用红纸腰三道
或五道，这就是火把。

那时候，接亲除了灯笼火把，再无其它装备，没有车，也没有骡
马，连传统的骄子都没有，凭的是脚力和肩劲。住在山区的，要准备
好背架和索子；住在平地的，或挑或抬。到了女方家，把饭吃后，戏
就由押礼先生来唱了。燃蜡、上香、摆聘礼都要说“四句”。过礼先
生和押礼先生各代表一方，有问有答，香蜡纸竹，都要说出根底来
处。一番较量之后，就到审查聘礼是否过得了眼。聘礼就是给姑娘
买的衣物之类的东西，有一样东西必备，而且至关重要，那就是一双
反帮皮鞋。姑娘嫁过去之后，穿上它，走路“踢砣”如马蹄踏过，洋气
得很。

过礼只是做个形式，起一下“笑台”，为喜庆添增些热闹气氛，一
般不会有什么争执。

按照程序，过完礼，主人家就安排接亲的人去休息，然后请一位
老成持重、命缘好的妇女给即将出嫁的姑娘开脸，等待时刻一到就
发亲。发亲时间一般定在天亮之前，发亲之后，路越走越明，图个吉
兆。时辰一到，新娘要由哥或者弟背出门，然后由送亲的妇女护送
上路。接亲小男娃点燃火把（亮篙），打起灯笼，灯光火焰照亮前
程。气饱力壮的汉子抬着嫁妆，山区路窄坡陡，就用背架背。灯火
沿着曲折的道路闪耀，队伍浩浩荡荡的开往婆家的寨子。行进途
中，如果汉子们觉得在女方家受了气，就会做一些小动作，作为对女
方家的补报。比如，走在半道，他们就要停下来，说肚子饿，没力气，
要歇一会儿才抬得动。趁歇气的功夫，悄悄打开箱子柜子，把娘家
藏在里面的瓜子、花生、核桃等翻出来吃光，然后把壳装回去。

接亲队伍回到寨子，这时已是天光大亮。好多好多的人早已站
在寨门前等候，仿佛迎接一支远征凯旋的队伍，顿时鞭炮齐鸣，人声
喧嚷，老幼雀跃。一堂喜事终于大功告成。

这种平凡而激动人心的故事，就这样在千村万落流行，在千家
万户上演。时光不停的流逝，社会不断的发展，婚俗也在止不住前
进的步子。

《初冬》

□瀑乡刀客 作

武庙里的“血花园”
□张钧杰

迎 亲
□项显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