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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特别能吃苦的精神
——《清水河县志》序

列渤氏
l

欣闻《清水河县志》即将出版，可喜可贺!
’

内蒙古清水河县是我的出生地。我出生时，正是抗日战争初期。由于战乱的

影响，也由于家计所迫，我在清水河县城只读了一年多小学，就随父母离开老家

了，那是1946年，我当时八岁。

在我的记忆中，清水河是个山区，是个穷地方。那里的人特别和善，特别淳

朴，特别憨厚，说话直来直去，丁是丁，卯是卯，一是一，二是二，不会拐弯抹角，不

会取巧耍滑。

清水河地处黄河中游，有着悠久的历史，又是革命老区。

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清水河那个地方繁衍、劳作。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时期，那里是我党领导的晋绥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当地的英雄儿女在共产

党领导下，为民族解放英勇杀敌，浴血奋战，前赴后继，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史

篇。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清水河人民发扬不畏艰难的革命精神，奋力发

展城乡经济，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全县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清水河的乡土文化独树一帜，堪称一绝。尤其是“二人台"、“走西口一、“爬山

调"、“道情"等民间小调，辞语生动，曲调婉转，情感浓烈，世代传唱而不衰，当地

的大人小孩都可以哼上几段那样的小调。那里的乡亲们说话很风趣，善于用比

喻，用歇后语，人们可以出口成调，在轻声漫语中而又不乏诙谐和幽默。乡亲们平

常说出的那些话，往往就是生动而又朴素的文学语言。当地的乡土文化，有着深

厚的根基，有着蓬勃的生命力。

我离开清水河五十多年了，常常魂牵梦绕，时不时地想起那个地方，非常怀

念我的家乡。

1995年初秋时节，我终于有机会回到了清水河。我父母在老家无房无地，当

年我们一直是租住别人的窑洞。那年回老家，在亲戚们的帮助下，在县城的古城

坡上，寻找到了我们家曾经住过的那个院子。那是个很老的院落，院子里的土墙

依旧，大门依旧，几间土砖结构的窑洞依旧。我一眼就看到了院子正面西北角我



·2· 清水河县志

们家住过的那间很小的窑洞。主人不在家，门锁着。我和我的大妹妹济莲在窑洞

前照了相。我们俩都出生在那个非常简陋的小屋里，离开老家时，济莲还不到两

岁。我向随行的同志们讲述着我对那个小屋早已模糊了的点点滴滴的记忆。那

个小屋，那座老院，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童年的乐趣，至今难以忘却的只是当时对

战事的恐惧。

那次回老家，还看了我在五十年前读书的小学校。我现在所看到的是在许多

城市都少见的那种宽敞、明亮、整洁、舒适的教学楼。五十年前作为教室的旧庙还

在，那是上个世纪初“废庙宇，兴学堂"的遗迹，显然是作为文物留作纪念了。抚今

追昔，想到我小时候，随父母颠沛流离，在三个地方、四个学校断断续续地读完了

六年小学，以后虽然很想继续上中学，但由于家境艰难，只念完小学就参军了。我

羡慕如今的孩子们喜逢太平盛世，能安定、幸福地在那样敞亮的教室里上学，实

在是今非昔比了!
‘

那年回老家，惊喜家乡的欣欣向荣和美好前景，遵嘱曾为县里写了一副对

联：

俯仰五十年，家乡t见，惊喜山河变；

民众十二万，苦战不懈，创业谱新篇。

清水河因为是山区，乡亲们特别能吃苦，用当地的土话说，就叫特别能受

(苦)。乡亲们的骨头是硬的，泰山倒下来也撑得住。

因为是革命老区，我党在那里有很好的工作基础，乡亲们对共产党有着深厚

的感情，共产党在当地有着崇高的威信。

清水河县当前还不富裕。我相信，在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下，发扬老区人

民特别能吃苦的精神，清水河人民一定能够创造更加美好、更加幸福的生活。

自古以来，修史编志就是积功德的好事。史志是财富，是明鉴，是教材。《清

水河县志》的出版，对全县经济的振兴，社会的进步，人民素质的提高，必将起到

积极的作用。

值此新修《清水河县志》出版之际，应清水河县史志编纂委员会之约，聊叙数

语，向家乡的父老乡亲们遥致敬意，我祝愿家乡繁荣富强，人们幸福安康I

(2001年7月1日于北京，喜

逢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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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清水河县志》从1 9 81年1 0月开始编修，几度春秋，几易其稿，现经内

蒙古自治区地方志总编室审核批准，交由内蒙古文化出版室正式出版

了，这是清水河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通志，可谓清水河县13万人民政治、文化生

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清水河人民在新的世纪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进程中谱

写的一部乐章。

清水河县地处黄河中游，历史悠久，从棋子峁、田家石畔、常家河、白泥窑子

以及岔河口环壕聚落等文化遗址已经证实，早在四千年前，这里就有炎黄子孙在

此繁衍生息。清水河自西汉置县始，迄今2 200多年。清乾隆元年(公元1736

年)设厅建治以来历时265年。千百年来，敦厚善良、勤劳朴实的清水河人民，在

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历史进程中，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用自己的血汗和智慧，

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和物质财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清水河县是连接大青

山与晋绥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枢纽，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民主政府领导下，不

屈不挠，浴血奋战，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全县各族人民积极投身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清水河人民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导下，确立了“林牧为

主，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生产建设方针，一举甩掉缺粮县的帽子，以煤炭、水

泥、陶瓷为主的工业生产和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文化、教育等社会各项事业迈出

了新的步伐，城乡面貌一派生机。在新的世纪，全县各族人民正以崭新的姿态重

彩描绘美好的未来。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清水河县着手编辑出版第一部县志，兼有“资政、教

育、存史"的作用，愿以此慰藉先烈，启迪后人，服务经济，激励全县人民继承和发

扬革命老区的光荣传统和创业精神，借鉴历史经验和民族精华全面建设、振兴清

水河。

历来修志，工程浩繁。清水河县于1 9 8 1年1 0月开始，历经3年多时间，

搜集整理部分资料后停顿。1999年5月，又重新组建县志办公室，发动各行各

业提供资料数据，编纂人员寒暑易节，昼夜伏案，翻阅资料，查证核实，数易其稿。

洋洋数十万言，为众手之结晶，其辛勤劳作与志书共荣。但也不能否认它有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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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甚或有谬误之笔，缺憾和挂漏之处在所难免，故恳求有识之士指正、后续志
者补缺。

《清水河县志》问世之时，正值21世纪的第一年，又逢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

年，谨以此作为献礼，衷心祝愿清水河县繁荣昌盛。

中共清水河县委书记

清水河县县长

二OO一年七月

漫埤嘞
I

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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