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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滨州坐火车一路向北，经过山
东、河北、天津、辽宁、吉林，行程
1670公里，到达乌兰浩特。乌兰浩
特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大兴安
岭山脉中段，是兴安盟行政公署所在
地，兴安盟总面积6万平方公里，人口
160万。这里有广袤的森林、草原资
源，丰富的矿产资源，而且令人难以
置信的是这里还种玉米、水稻。小城
人来熙攘，非常繁华、交通异常发达、
火车通往北京、沈阳、长春、哈尔滨、
滨州等地，而且还有飞机场，通往上
海、广州等地，更重要的是乌兰浩特
有一馆三址等革命遗址，被称为“内
蒙古的延安”、“红色之城”。

五一大会会址
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大会会

址位于乌兰浩特市五一北路东侧
二层青砖起脊建筑，始建于1935年
抗战胜利后，是东蒙军政干部学校
礼堂。1947年4月23日至5月2日，
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这里召开，参
加会议代表393名，列席代表199人，
会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
领》、《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
纲》，选举产生了临时参议会参议员
121名，由临时参议会选举产生了内
蒙古自治政府组成人员：乌兰夫当选
为主席，哈丰阿当选为副主席，政府
委员21名。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
立，实现了内蒙古各族人民数百年梦
寐以求的心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民
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伟大胜利。它的
成立不仅开创了内蒙古发展的新纪
元，也为国内各少数地区实行民族
区域自治提供了成功的范例，树立
了良好的榜样。

会址修旧如旧，门口贴有一副
蒙汉语标语：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
庆典、庆贺民主内蒙古人民代表会

议召开。进入大门迎面墙上，有
1947年4月27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
议致毛主席、朱总司令电和1947年5
月13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复内蒙古
人民代表大会电。

进入礼堂内部，会场按当时会
议布置，主席台上有斯大林、毛主
席、朱总司令巨幅画像，台中央共
有乌兰夫讲话的雕塑，台下是一排
排的木制长凳，四面墙上挂有中共
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冀
热辽中央分局、中共辽北省委员
会、中共冀热察委员会、中共辽吉
省委员会、陕甘宁边区政府、晋冀
鲁豫边区政府、黑嫩省政府、辽北
省政府等送来的贺电、贺词、贺信。

门厅二楼上辟有陈列馆，有政
府机构组织情况和开会时的实物，
比如乌兰夫（云泽）用汉字填写的
代表证，宗教、牧民、农民，妇女各
界代表的人物照片，骑着骆驼和马
赶来开会的牧民照片等等。

此次会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
政府纲领，选举了新领导，早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两年多成立了内蒙
古自治政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会议还确定，5月1日为内蒙古自治
政府成立纪念日，兴安省（当时称）王
爷庙为内蒙古自治政府临时所在地，
所以该会议又称五一大会。1947年
12月，王爷庙改名乌兰浩特，蒙语是
红色城市的意思。现在的五一大会
会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
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中共内蒙工委办公旧址
中国共产党内蒙古工作委员办

公旧址，位于乌兰浩特市兴安北大街
14号，建于1934年，为砖石结构，二
层起脊的“兴亚式”建筑，坐北朝南，
建筑面积1881平方米，占地面积

2356平方米，原为伪浦洲国兴安南省
和兴安总省的办公楼，1947年7月1
日至1949年12月，中国共产党内蒙
古工作委员会在此办公。

一楼为一般工作人员，二楼为
集中办公区，西端为乌兰夫办公
室，东端为刘春（时任中共内蒙古
工委副书记）办公室兼宿舍，中间
依次为机要室、办公室、秘书处、社
会部、组织部、宣传部、财经委员
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等。1950年1
月中共内蒙古工委迁往呼和浩特，
该楼先后为中共内蒙古东部区委、
中共科尔沁前旗旗委等在此办
公。2006年9月，该楼被内蒙古自
治区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2013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乌兰夫办公旧址
乌兰夫办公旧址位于兴安北

路，建于1936年，建筑面积400平
方米，是一座具有独特风格的歇山
式建筑，日伪统治时期曾是一个日
本高级军官的办公场所。1947年2
月14日至1949年12月，乌兰夫同
志在此办公。1947年7月1日内蒙
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成立，乌兰夫任
书记。他在此领导了内蒙古的农村
土地改革和牧区民主改革，整顿和建
设了内蒙古人民武装，指挥了内蒙古
各解放区的剿匪斗争和内蒙古骑兵
参加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动员人民
群众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

该旧址按当时情况布置，有警
卫室、会客室、卧室、办公室，办公
室内有一乌兰夫办公时塑像。会
议室辟为乌兰夫生平展，上有布赫
的题词——光辉的历史，闪光的足
迹，再现了乌兰夫革命的一生、战
斗的一生，乌兰夫曾用名云泽、云

时雨，1906年12月23日出生于内
蒙古土默特左旗塔布村一个蒙古
族农民家庭，后到北京求学，受五
四运动影响，积极参加反帝爱国学
生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
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内蒙古共产
党工作委员会书记、国务院副总
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五届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五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等
职。乌兰夫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伟大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
事业、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
开放事业、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
斗，共同繁荣发展、为社国统一大
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卓
越的功勋。他的崇高革命精神和
优秀思想品德，是留给我们的宝贵
精神财富。

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

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是为
迎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大
庆而兴建的，于2007年8月6日建
成开馆。该馆占地3万平方米，建
筑面积2.3万平方米，现在馆藏文
物640件套，陈列布展以历史图片
和实物为主，辅以景观、油画、雕
塑、影视片、声光电等手段，全景式
展现内蒙古民族解放和民族区域
自治的光辉历程，突出中国共产党
对内蒙古革命的领导，突出以乌兰
夫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作出的
贡献，突出重要历史事件、重要节
点。最后一部分用图片和实物突
出了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内蒙
古的亲切关怀。毛主席很早就指
出：“蒙汉各民族要亲密团结，扫除
民族压迫和封建，创造自由光明的
新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希
望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守望相助，
各族人民拧成一股绳，共同守卫祖
国边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把祖
国北部边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更

加亮丽。”
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是全国

惟一一座全面反映民族地区民族解
放历程的大型综合纪念馆，是全国人
民了解内蒙古民族解放历史的窗口，
也是保护开发革命历史文化遗产，带
动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打造
兴安盟“红色圣地”的重要平台，现该
馆已被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每
天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此外，乌兰浩特市还有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成吉思汗庙。该
庙始建于1940年5月5日（伪满洲
国康德七年），位于乌兰浩特市北
部罕山之巅，园区占地6.8万平方
米，由庙殿、展厅、箴言长廊、雕塑、
石像、敖包、祭坛、碑林等组成，是
世界上惟一纪念成吉思汗的庙宇，
与坐落在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陵
齐名，并称“西陵东庙”，是国家
AAAA旅游景区，也很值得一看。
（作者为滨州日报原副总编辑）

◎韩克顺

乌兰浩特—红色乌兰浩特—红色之之城城

◎张洪娟

老家的王老家的王云庆云庆
“吃你这个‘王云庆’！”
当年，若是在老家无棣北部有两个人见面

调侃，他们一定会这么说。因为在当地“王云
庆”这三个字就代表白吃白喝。

王云庆是家乡最知名的光棍，何以知
名？去他家就有便宜可占呗！

这王云庆有身高有长相还有两间房
子，按理说娶个媳妇不成问题，之所以光棍
就因为他有个最大毛病——乐善好施。他
的乐善好施虽不同于梁启超《武训传》里的
梦想乞丐武训，却也别有一番味道。

每当他揣着热乎乎的打工钱回来，几个游
手好闲的邻居便早已揣着手等候在他那两扇被
一根细铁链拴着的破旧门板前。一番调侃后，
王云庆便转身去小卖部买来酒菜。胡吃海喝完
毕，几个人醉醺醺地从他家出来，得意地拍着
老王的肩膀直说够义气，脸上却是白吃白喝
成功的胜利。这王云庆黝黑泛红的两鬓堆着憨
厚的笑，却忘了那几张打工挣来的人民币早已
所剩无几。

于是乎，“喝云庆酒、吃云庆饭”的名声
越来越响亮，蹭吃蹭喝的人越来越多。可
是王云庆依旧是每次堆着憨厚的笑脸把一
群醉汉送出门。

有一天，村里几个人见王云庆打工回
来，想再“话磨”一顿“云庆酒菜”，这憨家伙
这次却成了铁公鸡，让几个人白费了一顿
唾沫星。村里长舌的女人给大家揭秘了事
情的真相——王云庆的700多块血汗钱给
了村里的一个寡妇。

“哈哈哈，云庆，看上她了吧。没想到
你这憨货还懂这事！”这“真相”让喝不到

“云庆酒”的家伙们又兴奋起来，“你是看上
她了吧，喝顿酒大伙给你撮合撮合去。”王
云庆满脸通红的“咣当”一声关上了那两扇
破旧的门板。

前几天，村里李老二出车祸被撞死，只
剩下老二媳妇拉扯两个穿开裆裤的孩子。
王云庆听说后，把刚从包工头那里结算的
连带毛票的700多块钱全部放在了李老二
家的炕头上。

过了几年，村里来了一个外乡人带着一
个女人，听说王云庆是光棍，便来到他家说给
自己的妹妹找个主，让王云庆拿2000块钱。
看着那眼神迷离又呆滞，好像受了很大刺激
的姑娘，王云庆东拼西凑的借够了钱交给那
人，留下了姑娘。吃喝了多年“云庆酒菜”的乡
亲们正准备给王云庆张罗一桩喜事借以弥补心
中的愧疚，他却领着那姑娘去了镇派出所，最终
帮姑娘联系到了家人。民警说，王云庆再早一
点来就能把人贩子抓到，那2000块钱也能追
回来。

“云庆傻啊，这些钱看他几年还清。”村
里的“明眼人”又开始议论起来，“这家伙是
不是有问题，要不这么年轻漂亮的姑娘他
能送走？”

如今，说起王云庆当年的事，那可真不
少。

前段时间回老家，听说王云庆已经住
进了镇上的养老院，村里再也没有了关于
他的传说。但，那张被酒精刺激的透着酒红
色的、憨笑着的黝黑脸庞却印在了我的脑
海……

“母亲”，这个伟大的称呼。
她包含着多少“爱”意，孕育着多
少“养”意，肩负着多少“疼”意，
承受着多少“苦”意……

提起母亲，就有着无比的尊
敬、无上的荣光，也有着无限的
悲伤和无比的悔意。悔得是母
亲一辈子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
没穿过一件漂亮的衣裳，没住过
一次宽大亮堂的房屋。

母亲虽已病故多年，但村里
老人一提起母亲就竖起大拇指，
说：“那可真是全村甚至全乡少
有的良家女性。”

母亲姓牛，从小没读过书，

可以说一个字不识。但世道伦
理、人情往事心中很有“小九
九”。母亲是村里的老美人，又
很有“道道”，张家要会亲家，李

家小孩要过“十二日”……都请
母亲做客，母亲在出门前总要拾
掇打扮，穿得又漂亮，人长得又
好看，说话又得体，村里人都说

“奶奶（在全村辈分最高）刚得好
哩”。

父亲是个老实人，种了一辈
子地，干了一辈子农活，但治理
家务还得靠母亲，所以，家里家
外都靠母亲料理打算。农忙时
节收麦子，那是个急忙时段，母
亲总是亲自扬场，种地瓜，切地
瓜干，种玉米，一干就是半夜。
冬春农活少时 ，她就纺线织
布。有时纺着纺着听不见动静
了，原来是母亲手里拿着线团打
起了呼噜。

平时家里没零钱花，有时赶
集上店就拿几毛钱。我记得那

时三月三逢大集，母亲就给我
三毛钱让我买块糖吃，买几个
花生尝尝。家里日子太紧了，
母亲就养鸡喂猪，养的鸡只喂
菜和糠，所以下蛋很少。别人
家的猪不到一年就能到两三
百斤，可母亲喂的猪一年下来
还不足百斤。村里人常开她

的玩笑。
父亲和叔父分家时，出嫁的

姐姐说“大家庭”欠她一笔债，为
此父亲和叔父闹顶了。当时姐
姐说“宁肯不要娘家，也要这笔
债。”一气之下父亲咬牙还了
债。姐姐说，从此十几年再也
不进“张家门”。母亲知道此
事，亲自出面调解了此事。对
待亲戚朋友、四邻五舍，母亲处
理的关系都相当好，都说母亲
是贤惠大度的女人。

如今上了年纪的乡亲，提起
母亲当年的事都说“老奶奶，有
人缘，小孩围她转，奶奶、奶奶叫
个不停。”母亲手底下“小吃”特
别多，如莱阳梨、烟台苹果、小糖
块、葡萄干……这些“小吃”总能
让围在身边的孩子们过过馋瘾。

那时家里实在穷，来个客人
母亲就千方百计让人家吃好。
一次，我的老同学郭泽汝从下洼
来看母亲（当时我已入伍不在
家），母亲就到婶母家借了一勺
子油，又到集上买了半斤肉，包
了一顿包子，当时感动得郭泽汝
从兜里拿出20块钱给了我爱人。

上世纪60年代农民的生活
很苦，吃一点东西都得由生产队
分。分的地瓜干都是黑的、长毛
的，炒菜没有油，剥点蓖麻子砸
砸当油吃。地瓜叶晒干后碾碎
了蒸蒸吃，苞米糊碾成粉蒸蒸
吃。有一次我从县城中学放假
回家，爹饿得浑身肿，母亲就让
我用粗粮加点谷糠、草种子，才
把爹救了过来。后来，等我高中
毕业在黄升区公所工作时，回想
起母亲常说一辈子没吃过热油
条。于是，我就把母亲和婶婶叫

到楼子集上让两位老人好好吃
了一顿。

还记得，我初中毕业后回家
对母亲说：“学校已保送上高
中。”母亲却因此一宿没睡。如
果继续读高中，家里太困难，如
果不读高中，又太可惜。第二
天，母亲带我去了舅舅家，舅舅
说：“让孩子上高中，有困难亲
戚们都帮一帮。”

就这样，我继续上高中，没
学费时母亲就把家中存的几个
银元从墙里扒出来给我换成钱，
没书费就把家里的破旧衣服卖
了换点儿钱。就这样，三年高中
坚持了下来。毕业后，在村里驻
点干部贺辅导推荐下，我到区公
所干上了财粮员。当时，领兵的
李排长说啥要我去当兵，母亲对
我说：“孩子，只要你选的路，你
尽管去，家里的事你放心。”

一到部队，我代表新兵发
言。连队召开欢迎晚会，指导员
拿稿讲话，面对100多人我没怯
场，连稿子都没拿，代表新兵说
了几句话。一些老兵说：“连队
来人才了。”连队负责生产，我分
到指挥班负责种菜，整天和大粪
打交道，从不怕苦和累。老兵们
都说：“这个小张，有一定文化，
还能吃得苦，真是好兵。”9个月
后，老文书要退役，连里安排我
当上了文书。不久，我又入了
党。后来，团长带着工作组蹲点
搞年终总结，连队却由上一年的
三等功、四好连队掉了下来。全
连召开大会找原因，直到下午快
开饭也没找到。对于连队的问
题，我是文书，相对清楚些，于是
我举手发言。当我说到，连队之
所以掉下来，主要是连队领导班
子有骄傲自满情绪时，团长立刻
站起来，让我暂停。他说：“你们
连队一百七八十个人，找了一天
也没找出根本原因，惟独一个不
到一年的新兵一语就把问题给
找出来了……”于是，我被列为
了干部苗子，三年后提为排长，

三个月后提为副连，三个月后又
提了正连，在团里当干事。后
来，政委找我谈话，让我到济南
军区荣誉连队安丘连当指导员，
叮嘱我把现场会搞好。我硬着
头皮拼命干，年底的现场会开得
相当成功。此时正遇上团以上
领导班子要老中青三代结合，团
里要30岁以下年轻干部，全团排
以上干部在大礼堂投票选举，结
果我被选上了。28岁那年，我从
正连直接当了团副政委，后来又
当了政委，立了三等功，这下可
给母亲添了彩、撑了腰、圆了梦，
爱人也紧接着随了军。不几个
月，我就把母亲接到部队住了近
一年。当哥哥接母亲回家时，母
亲说这二三十年从来没和儿子
一起住过这么长时间。

1980年1月23日下午五点
多，我在团里开完会回到家，见
爱人边做饭边哭，她说：“家中来
电报，第一封电报说‘母亲病危
’，第二封电报说‘母亲病故’。”
我顿时愣了，趴在炕上悲痛欲
绝。爱人说：“明天一早赶紧回
家吧，家里人还在等着我们呢。”
一路上坐汽车、坐火车，我都不
知道是怎么过的。第二天下午
来到村口，看到黑压压的一大群
人，我嚎啕大哭……不知是爬是
滚还是走，到了母亲的灵柩前，
我哭喊着：“娘啊，你病了怎么不
告诉我呀，我来晚了。”

趴在娘的身上，我说什么也
不起来。

村里的医生告诉我，母亲的
的病也就两天的事儿，是心肺
病。晚上商量要什么骨灰盒，我
说要最好的。出丧时，送出母亲
不远，我就瘫倒了……被几个人
抬到了坟地里。

之后，我转业到了烟台。
这些年来，每年收冬枣时我

都回家帮忙，每次都去给母亲上
坟寄托哀思。

◎张兆忠

我的母亲我的母亲
编者按：本文作者张兆忠今年已经78岁，他生长在滨州，后来

参军入伍。转业去了烟台，现在烟台居住。退休后老人写了很多
回忆家乡的文章，这是其中一篇。

一到下雨,我就想家……
小时候去邻村的大姨家，刚

到她家就下起雨来，便不顾那盛
夏的雨有多大，路有多泥泞，愣
是跑着往家赶。因为，我想家。

长大后，在外地求学，一到

下雨就想家。但那时已懂得克
制自己，便在课堂上一遍遍地画
心里家的样子：阳光下几间小
屋，西南角有一个猪圈，在房子
与猪圈之间有一根长长的铁绳，
铁绳上拴着来回跑着的狗儿。

画着画着，我更想家了……
家是避风港，那屋子里住

着爹和娘。有爹娘的屋子，是
一道永远的风景，我守着这心
里的风景无忧无虑。城里四
角的天空，即使在晴朗的日
子，我也总是很难找到娘教我
认识的“勺星”（北斗七星）。
抬眼望去，城市的天空被诸多
高楼用灯装饰成了不夜城，却
很难分得清哪里是灯哪里是

星。而家中的天井里，景观却不
一样。夏天的晚上，铺一篙简在
地上，爹在左娘在右，中间是
我。躺着就能看到天上一眨一
眨的星星,点缀在无边际的苍穹,
那时第一眼就能看到那勺星,今

天勺把在这边,几天后,勺把又去
了另一边,还有不远处的织女星、
牛郎星……看着看着我就会睡
着了。“呀！下雨啦！”我有时会
忽地跳起来。于是一阵手忙脚
乱，一家人跑进了屋里。

下雨的日子里，家家的屋顶
上都罩着一层薄薄的烟，树叶也
让雨擦拭得晶莹剔透，很是好
看。这时，村子里少有人出来，
勤劳的人们一般都会趁着这好
天气美美地睡一觉。我和妹妹
可不会闲着，专挑这时候跑进自
家果园，摘几个让雨淋透的果
子，桃、杏、苹果，雨后的天赐珍
馐脆脆的、凉凉的，吃到嘴里，有
一种凉到心里的感觉。

后来，在城里我有了自己的
家，一到下雨我还是想家。于
是，每每有空，我便携夫将子回
家，听老爹讲讲村里的新闻轶
事。爹在，家就在。城里长大的
儿子会偶尔去找一些我儿时玩
过的东西玩耍一番，每当这时，
老爹总是很满足的样子，我也很
满足，觉得时光会一直这样下
去：我们的小房子，我们的家。

今年夏天，我依然想家，但我
已无家可回。爹在去年年底去世
了。于是，我便成了一个无家可
回的人。

没有了爹娘，就没有了家。
这个雨季，我没有家可回，而下
雨的时候我却更想家了……

◎孙孙书书梅梅

下雨的时候会下雨的时候会下雨的时候会想想想家家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