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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济南 9 月 7 日电(记者赵新兵、邓卫
华、王阳)山东省乳山市西北，崖子镇姜家村，春寒
料峭。

92 岁的王葵敏盘坐炕上眺望窗外的时候，时
常会想起自己 20 岁时抚养过的八路军的孩子政
文……

远在千里之外的首都北京，清华大学，舞剧
《乳娘》正在新清华学堂演出。

王葵敏不曾想到，当年她和姐妹们哺育革命
后代的故事，在 2019 年的春天里，被搬上北京的
大舞台。演出结束时，掌声持久而热烈，年轻的学
子们饱含热泪，久久不愿离去……

70 多年前，在胶东抗日根据地，300 多名年轻
女性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一项重任——— 为前线的八路
军将士哺育后代，成为“红色乳娘”。在日军残酷扫荡
和胶东育儿所艰难迁徙中，1223名乳儿无一伤亡。

走过 70 余载历史烟尘，“红色乳娘”深藏功与
名，朴实如胶东山野悄悄开放的山菊花。

烽火中诞生的“英雄母亲”

乳山，抗战期间曾名牟海县，是胶东抗日根据
地重要的支前基地和稳固的后方。上世纪 40 年
代，全国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胶东根据地也
遭受了日军频繁“扫荡”和残酷杀戮。

1942 年 11 月，日军对马石山一带实行了惨
绝人寰的“拉网大扫荡”。“我帮村里的乳娘抱着孩
子往山上跑，跑到一户人家，在炉灶底下挖个洞，

躲在里面逃过了一难。”忆及这段经历，王葵敏常
常还会感觉“腿肚子直打颤”。

这一轮扫荡，几乎村村遭劫、户户蒙难，仅仅
一天半的时间，马石山主峰及周边就有 503 名军
民被杀害，史称“马石山惨案”。

面对日军频繁“扫荡”，八路军被迫不断转移，
婴幼儿抚养成为一大难题。经当时的中共胶东特
委研究，决定成立胶东育儿所，并就近寻找健康可
靠的农村妇女哺育乳儿。

1942 年初夏出生的司晓星(乳名福星)，是胶
东育儿所最早的乳儿之一，出生不到两个月，司晓
星随父亲就上了战场。

“父亲带着队伍打游击，警卫员叔叔骑马用背
篓背着我。结果马受惊吓一摔，把我甩出去了，我
掉在地上还在酣睡。”司晓星说，父亲司绍基在世
时说起这一段，常常哈哈大笑。

两个月后，司晓星被送到胶东育儿所抚养；6
个多月的时候，战争形势日紧，她被送到了乳娘姜
明真家中。

“眼看鬼子进村了，乳娘带着我和她自个儿的
孩子往山上跑。好不容易躲进山洞里，两个孩子在
一起，只要喂一个，另一个就哭闹。为了避免暴露目
标，她把 10 个月大的亲生儿子送到另一个无人的
山洞，带着我躲到了另一个山洞里。”司晓星眼含泪
水说，“等日军撤走后，乳娘扒开被日军空投炸弹炸
塌的洞口，看见儿子身上满是泥土和鲜血，连骨头
都露出来了。回家不几天，我这个‘哥哥’就夭折了。”

司晓星并不是姜明真喂养过的唯一乳儿。胶
东育儿所历史资料显示，她曾先后收养过 4 个八
路军子女，无一伤亡；而她自己的 6 个亲生骨肉因
为战乱、饥荒等原因，有 4 个先后夭折。

“乳娘对我们这些乳儿，真是‘人在孩子在’。她
们说，孩子放在这里就放心吧，孩子爹妈是为了打
‘鬼子’，他们在战场上流的是血，我们不过是给孩

子一口奶吃。”现居北京的乳儿徐永斌说。
乳娘王葵敏收养小政文时，她的第一个女儿刚

刚夭折。政文身体不好，王葵敏日夜操劳，常常抱着
政文走七八里地去看病。为了给政文治病，她把家
里仅剩的一点小米拿去换了药，最后政文被她从死
神手中夺了回来，她自己却因此瘦了 10多斤。

面对有人提出的“为什么对抚养‘别人家的’孩
子这么上心”的问题，王葵敏说：“俺的孩子没了还
可以再生，八路军的孩子没了，就真没了。”

乳儿政文被领走后，王葵敏又生了一个男孩，因
为想念乳儿政文，她给自己亲生的孩子也取名政文。

绵延 70 余载“母子情深”

胶东育儿所于 1952 年更名乳山县育儿所，
1955 年撤销。但乳儿与乳娘之间的大爱传奇，却
一直绵延不断、延续至今。

1948 年，乳儿李建英(乳名金枝)出生仅 3
天，就被随部队紧急转移的父亲李大林通过妇救
会托付给了乳娘戚永江。戚永江时年 34 岁，家中
6 个孩子，生活十分艰难，但她精打细算，处处优
先为乳儿建英考虑，她自己的 6 个孩子先后 5 个
夭折，建英却健康成长。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生计
更加困难，为了让建英读书，戚永江狠狠心，让自
己唯一的儿子宫培爱辍学务工去了。

直到 1964 年，李大林终于辗转打听到女儿李
建英的消息，并与戚永江商量带孩子回济南读书。
为了建英的前途，戚永江虽然百般不舍，依然默默
含泪送走了 16 岁的建英。

建英虽然人走了，但心一直没有离开，视乳娘
如亲娘：参加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全部寄给了
乳娘；逢年过节常“回家”看望乳娘；退休后每年都
回乳山陪乳娘住上一段时间，为老人洗澡梳头、洗
衣做饭，老人逢人便夸“女儿好”……

乳儿毛学俭(乳名麦勤)跟随乳娘王聪润长到
8 岁时，父亲接他进城生活，但他与乳娘难舍难
分，父亲最终决定把他留给王聪润一家。王聪润视
“小麦勤”为己出，自己未再生养。毛学俭长大成亲
后，短期回到安徽老家陪同亲生父母生活了一段
时间，随后回到乳山定居，在乳娘膝下尽孝，为乳
娘养老送终。

乳儿于致荣(乳名振勇)1955 年 7 岁时离开
乳山县育儿所，是育儿所 9 个一直没有亲生父母
前来认领的乳儿之一。育儿所撤销后，于致荣跟随
地方政府安排的养父母长大，成年后开始寻找乳
娘。1969 年春找到乳娘王水花后，于致荣和爱人
于新国把乳娘当作亲生母亲一样孝敬，一直到
2014 年王水花去世。

许多乳儿由于送入乳娘家中时年幼，对这段经
历并没有深刻的记忆。而特殊的战争年代里，许多
父母也不清楚孩子到底交到了哪个好心的乳娘手
中，还有的乳儿甚至早已没有了父母……成年后，

越来越多的乳儿加入到了寻找乳娘的行列之中。

司晓星就是其中最为执着的寻亲者之一。因
为父亲当年是通过中间人将她交给乳娘的，而这
名中间人早已离开乳山杳无音信，司晓星历经多
年寻找，一直未有突破。

直到 2015 年，在一群当年乳儿组成的“寻亲
团”伙伴们的提醒帮助下，司晓星反复核实才最终
确认，她的乳娘就是那个牺牲亲生儿子换来她性
命的姜明真。此时，姜明真已离世 9 年。

“‘弟弟’(姜明真的小儿子)告诉我，家里早就
盖起了新房，可俺娘(姜明真)直到去世都没有搬
出当年抚养乳儿的老宅子。她就是怕孩子有一天
来找，搬走了就找不到地方了。我真是对不起她！”
司晓星说，这是她一生的亏欠。

和司晓星情况相似，当乳儿徐永斌历尽千辛
万苦寻找到乳娘所在的崖子镇西涝口村时，却被

告知，乳娘刘喜孟已过世多年。他连夜跑到乳娘
坟前，长跪不起。“娘，孩儿不孝，来晚了！”

为了表达对乳娘和乳山的牵挂和惦念，徐永
斌将自己获得的国家科技进步奖证书捐献给了
乳山市委党史研究中心。他希望以此告慰乳娘，
乳儿徐永斌没有辜负乳娘对他的疼爱与抚养。

儿在寻娘，养育恩重；娘在盼儿，舐犊情深。
在乳山市委党史研究中心主任徐华伟工作

的档案室内，600 多页第一手资料集纳成册，此
外还有胶东育儿所工作人员及乳儿提供的笔记
本、证件、书籍、寻亲笔记、照片等文物 40 多件，
和一些乳娘在家中使用过的生产生活用品。

位于乳山市崖子镇田家村的胶东育儿所旧
址，近年来经过修缮，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红色
教育基地。随着当地搜寻挖掘工作的有效推进，

一份挂在墙上的乳娘和保育员名单，一直在不
断拉长——— 现已查访到乳娘信息 130 人、保育
员信息 195 人。

然而，另一张名单正在不断缩短。
记者在乳山采访时获悉，目前仍在世的乳

娘仅剩 6 人，其中不少常年卧病在床，有的已神
志不清。而当年的乳儿们，如今也多在七八十岁
的高龄。为了帮助乳娘圆“盼儿之梦”，乳山市正
持续开展寻找乳儿的行动。

“乳娘之光”映射民心向背

和平年代的人们，可能很难充分理解胶东
乳娘的这份无私和朴实。舞剧《乳娘》的女主角
查娇娇为了演出来到乳娘家中采风后，才对乳
娘们当时的心境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很多乳娘都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俺不识
字，但能分得清好和坏、善和恶，谁对人民好，俺
们就拥护谁’，我想这最质朴的语言，恰恰最能

说明，她们为何如此厚待乳儿！”查娇娇说。
在马石山烈士陵园，有一个“马石山十勇士

纪念馆”的专题展馆让人印象深刻。
在那场日军惨绝人寰的包围扫荡中，八路

军五旅十三团七连六班的 10 名年轻战士，执
行完任务途中路过马石山，看到老百姓身陷绝
境，在没有上级命令的情况下，他们毅然决定
放弃归队，留下来帮助群众突围。他们四闯日
寇包围圈、轮回拼杀，先后救出了上千名群众，

自己却长眠在了马石山上。

人民没有忘记他们：王殿元、赵亭茂、王文
礼、李贵、杨德培、李武斋、宫子藩，以及三位没有
留下姓名的战士。英雄的名字，英勇的传奇，挂在
马石山纪念馆的墙上，更刻在人民群众心中。

读懂了“马石山十勇士”，也就更加读懂了
乳娘那颗平凡而伟大的心灵———

人民军队对百姓以命相救，“红色乳娘”对
乳儿以命相助。

“乳娘们把‘最后一滴奶留给乳儿吮，最后
一口粮留给乳儿吃，最后一件衣留给乳儿穿，最
后一丝生机留给乳儿’。正是一个个平凡的乳
娘、支前的村民、参军的群众，汇聚起众志成城
的磅礴力量，帮助人民军队在艰难困苦中走出
一条非同寻常的胜利之路。”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舞蹈学院院长、舞剧《乳娘》导演傅小青说。

今年以来，舞剧《乳娘》在北京、济南、南
昌、大连、威海等多个城市巡演数十场，演出现
场观众激情澎湃，掌声如潮……乳山胶东育儿
所旧址，参观瞻仰者络绎不绝，尽管他们年龄、
职业各不相同，但都被乳娘精神打动，许多人都
在现场禁不住流泪。一位游客在留言簿上写道：
“红色乳娘，是党和人民群众生死与共、守望相
助的历史见证，永载史册，永远铭记。”

(参与采写：王欢、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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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图：查娇娇(左)在乳娘家乡采风时探望乳
娘王葵敏，与王葵敏一同翻阅有关胶东育儿所
的史料(6 月 20 日摄)。 新华社记者王凯摄

小图：这是 1951 年胶东育儿所全体合影
（翻拍照片）。 新华社发

1952 年 2 月 10 日，河
北省人民法院组织的公审大
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
在保定举行，宣布对刘青山、
张子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并没收该二犯全部财产。

刘青山 、张子善案件，
是 1951 年 11 月全国开始
“三反”运动后揭露出来的
第一大案。中共中央主席毛
泽东直接督促案件的处理。

刘 青 山 、张 子 善 分 别 是
1931 年、1933 年入党的老
党员，曾在天津地区任党和
政府的主要领导职务。革命
战争年代 ，他们曾被捕入
狱，面对严刑逼供，坚贞不
屈。

和平时期，他们却居功
自傲，贪图享乐，不顾党纪
国法 ，贪污克扣国家救灾
粮、河工粮、飞机场建筑费、
地方粮 、干部家属救济粮 、
治河民工工资、银行贷款等国家财产，为数
达 1716272 万元(旧币)。他们还同私商勾
结，用公款倒卖大批钢铁，中饱私囊，使国家
蒙受很大的经济损失。

1951 年 12 月，中共河北省委作出决议
开除刘青山、张子善的党籍。华北局将处理意
见上报中央，提议“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
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中共中央书
记处召开扩大会议，经过慎重考虑，并征求党
外人士意见，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
人民法院核准，对刘青山、张子善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公审大会前，有人提出是否可以向毛主
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

意见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正因为他
们两个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
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
20 个，200 个，2000 个，20000 个犯有各种不
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新华社北京 9 月 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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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峥嵘岁月

新华社郑州 9 月 7 日电(记者顾立林、韩朝
阳)初秋时节，绿城郑州天高云阔，金风送爽，来自
祖国各地 56 个民族的兄弟姐妹，欢聚在中原，共
赴 4 年一度的民族盛会之约。9 月 8 日，第十一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在这里开幕。

这是全国各民族的展示舞台，是世界上独一
无二的运动会，也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前夕的民
族体育盛会。民族体育健儿将以高超的竞技、精彩
的表演，向新中国 70 华诞献礼。

1953 年首届民族运动会在天津举办。欢聚六
十余载，11届体育盛会展现各民族风采；新中国
七十年，56 个民族始终命运相连。

11 届盛会展民族风采，66 年历

程促交流交融

时光倒回到 66 年前，1953 年 11 月，全国民
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在天津举办，拉开了
全国民族运动会的序幕。民族运动会由此成为新
中国最早举办的全国性综合运动会。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党中央决定举办
民族运动会，体现了我们党对民族体育文化事业
的重视，不仅为各民族展现体育文化和当家做主

的新风貌提供了舞台，也为各民族群众走出家乡、
相聚交流提供了机会，成为团结各民族建设新中
国的强大力量。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民族体育是
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和载体，体现了各民族
的精神特质。正基于此，民族运动会突出民族性、

传统性和参与性，通过具有悠久历史、饱含民族
文化内涵的运动项目，展现各民族生活、劳动的
技能和智慧，最能体现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
内涵。

花炮、龙舟、赛马、蹴球、秋千、射箭、摔跤……
在历届民族运动会上，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大放光
彩。侗族人民喜爱的抢花炮，藏族已有百年历史的
押加……一大批民族体育项目走出深山、走出雨
林、走出草原，走向世界，有些甚至经历了从濒临
“绝迹”到绽放异彩的重大嬗变。

民族运动会参赛选手多是业余运动员，自第
九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取消金银铜牌，改设一二三
等奖，更突出了赛事的群众性和参与性。竞赛场成
了各民族展现风貌的舞台，民族运动会成为各民
族交流沟通的平台。

11届体育盛会，“平等、团结、拼搏、奋进”，一
直是鲜明的主旋律；66 年发展历程，各民族“共同
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永远是不变的主题曲；
新中国成立 70 年，“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
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成为
中国各民族间亲密关系的最好诠释。

体育盛会越办越好，民族共同体

意识越铸越牢

民族运动会是少数民族的体育盛会。66 年
前，首届民族运动会举办，少数民族群众第一次将
民间传统体育项目拿到全国体育舞台上展示，在
中国体育史上写下了划时代的一笔。

1986 年，第三届全国民族运动会首次启用了
会徽、会旗、会标，这标志着民族运动会逐步走向
正规化。第四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制定了较为科学
系统的总规程、竞赛项目规程和规则、表演项目评
判方法，使民族运动会向规范化迈进一大步。

2005 年，《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
自治法〉若干规定》明确指出，“定期举办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把举办民族运动会纳入法制化
轨道。

66 年来，全国民族运动会越办越好，已成为
中华民族大团结的联欢。从首届的 13 个民族、
390 余名运动员，参加 5 个竞赛项目，到本届有来
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解放军、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的 34 个参赛代表团、56 个民族的约 7000 名
运动员，参加 17 个竞赛项目，194 个表演项目。民
族运动会勾画的“同心圆”越来越大，全国各族人
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来越强。

我国各民族在不断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发展
进步，造就了中华民族的灿烂辉煌。实际上，拥有
郑州、洛阳、开封、安阳四大古都的河南，历史悠
久，文化厚重，本身就是各民族团结融合的“大舞
台”。据介绍，河南 56 个民族齐全，少数民族人口
150 余万，是没有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的省级行政
区中，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份。

参加本届运动会的河南民族健身操代表队，
18 名队员中有 10 人是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哈
萨克族或回族的学生，他们都在郑州市第七中学
内高班就读。维吾尔族运动员依帕尔克孜·艾麦尔
说：“民族健身操的动作融入了很多少数民族的文
化元素，我虽然代表河南参赛，但展示的是各民族
的文化。”

民族运动会既是民族体育的盛会，也是民族
的大团结，你我的运动会。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

发展程度如何，都可以平等参赛，发展民族体育，
展现民族文化，加强民族团结，振奋民族精神，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五十六个民族命运相连，民族团

结之花更加绚烂

数千年来，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交错杂居、文
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
近，最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
谁的多元一体格局。

新中国成立后，11届赛事跨越 66 年，民族运

动会见证了 56 个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
发展的历程。

从世界屋脊下的雅鲁藏布江畔，从天山南
北的大漠绿洲，从呼伦贝尔的辽阔草原……带
着各民族繁荣发展的累累硕果，56 个民族的兄
弟姐妹相聚在民族运动会的舞台。在这里，各民
族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得以彰显。

在云南的崇山峻岭之间，生活着一个只有
数千人口的民族——— 独龙族。新中国成立前夕，
独龙族还过着原始社会末期的生活，贫困曾像
影子一样跟在独龙族群众身后。

近年来，在党的民族政策和扶贫政策的引
领下，2018 年底，曾“一步跨千年”的独龙族实
现整族脱贫。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

独龙族是中国少数民族繁荣发展的缩影。
在脱贫攻坚奔小康的道路上，党中央始终和各
族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截至 2018 年
底，民族八省区农村贫困人口仅余 602 万人，比
2 0 1 2 年底减少 2 5 1 9 万人 ，6 年累计减少
80 . 7% ，贫困发生率从 2012 年底的 21 . 1% 下
降至 2018 年底的 4 . 0%。2018 年，民族八省区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 . 1 万元。70 年
来，民族地区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民族地区的发展离不开全国人民的支持，
河南人民对少数民族群众同样有深厚感情。
2010 年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开展后，河南 45
个县(市、区)逐渐与新疆哈密市所有乡镇(街
道)及其贫困村实现结对共建。2017 年以来，河
南医疗卫生援疆人员累计接诊 12 万人次；河南
共组织 868 名哈密的少数民族群众赴河南进行
“订单式”技能培训；河南发挥农副产品加工的
优势，在哈密新注册企业 306 家。

“我们的理想，在飞扬，在绽放，在眼前，
同一个目标，坚定伟大复兴的信念，共同的命
运，我们初心不变……”一首《奔跑的梦想》，
将在本届民族运动会上唱响，伴着深情悠扬
的歌声，56 个民族命运与共，民族团结之花
更加绚烂。

让民族团结之花更加绚烂
写在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前夕

▲ 9 月 7 日，火炬手鄂玲平在火炬传递
活动中。 新华社记者冯大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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