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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源于太行山的浊漳河，是上党
儿女的母亲河，也是红旗渠的水源
地。河水滔滔不息，孕育了上党文明，
催生了数不尽的英雄故事。

“山西省离退休干部先进个
人”——申树凤，就生活在红旗渠源
头，说起红旗渠故事如数家珍。2024
年4月17日，年近古稀的本土作家申
树凤，正在位于平顺县崔家庄村的红
旗渠源头，为前来参观的公安民警讲
述红旗渠源头的故事。

申树凤介绍：我们现在的所在地
是举世闻名的红旗渠源头，红旗渠源
头有两个重要意义，一个是“引漳入
林”工程的引水源头，一个是酝酿和谱
写“红旗渠精神”的源头。这两个源
头，一个是物质上的，一个是精神上
的，一个浇灌林州大地，一个滋润人的
心灵……

红旗渠，是20世纪60年代初，河
南林县人民兴建的一项跨省大型水

利工程。红旗渠引水地在山西省平
顺县石城镇崔家庄村下，有19.6公里
红旗渠总干渠就蜿蜒在平顺太行山
上。当年，平顺人民积极支援红旗渠
建设，放弃了两座9000千瓦水电站
建设、沿线“3个公社13个村庄”献出
1500亩土地、给3.7万修渠民工提供
5000余间住房……河南林县与山西
平顺人民，共同谱写了“自力更生，艰
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
渠精神。

新的时代，需要大力学习和弘扬
红旗渠精神。作为中国散文学会会
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的申树凤，
2017年刚从公安机关退休，便受县政
协委托，开始撰写长篇纪实文学《红旗
渠源头的故事》。他不顾身体疾患，不
畏严寒酷暑，奔波于太原、长治、郑州、
林州，搞采访、查资料。

申树凤说：我写《红旗渠源头的故
事》是从2017年春天开始的，走访调

查了平顺红旗渠沿线13个村庄，采访
的“老房东”有六七十位；我还到河南
的林州、郑州采访当事人，前前后后跑
了十几次……

经过辛勤努力，30多万字《红旗
渠源头的故事》一书，终于在两年前出
版发行，填补了山西研究红旗渠的历
史空白。

退休前，申树凤长期担任公安局
户政科长、治安大队长。他一方面埋
头工作，一方面勤奋笔耕，先后出版散
文集《山羊斋笔记》等各类图书十几
种，获得过“全国语言文字先进工作
者”“全省公安机关爱民模范”“全市公
安系统十大能手”等荣誉，荣立个人三
等功三次，被人们赞誉为新时期的“公
安儒警”。

申树凤退休后，受聘担任平顺县
老干部宣讲团团长、平顺县关工委“五
老”宣讲团团长，不但讲述红旗渠源头
的故事，还把身边共产党员的感人事

迹，打造成“精品课程”，深入党政机
关、学校社区等单位宣讲。同时，申树
凤作为优秀民警代表，还受邀到省公
安厅和周边的潞州、潞城、襄垣、沁县
宣讲，共计宣讲超过一百次。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红旗渠
精神再次赋能现实价值。申树凤在讲
述“源头”故事的同时，积极投身实际
行动。在建设全省面积最大、展陈最
全的白杨坡“太行乡村记忆馆”过程
中，他拟定布展大纲、写解说词，倾注
了大量心血。他作为“名誉馆长”，八
年来经常在这里义务讲解，忙得不亦
乐乎。

申树凤深有感触地说：“我们这代
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是改革
开放的亲历者、见证者。我要在有生
之年里，把包括红旗渠精神、太行精神
在内的‘红色精神谱系’学习好、宣传
好、践行好，积极为社会的繁荣进步贡
献正能量。”

申树凤：讲“源头”故事的人

始终相信文字的力量始终相信文字的力量

华灯璀璨，流光溢彩；群英荟
萃，掌声雷动。2023年11月8日，
在第八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的颁
奖会上，王小军撰写的《抗战记忆》
一书荣获报告文学“乌金奖”，手捧
着沉甸甸的奖牌和大红色的获奖证
书，内心的激动如潮水般涌动。

石圪节煤矿，这座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诞生的首座“红色煤
矿”，同时也是王小军职业生涯的起
点。作为一名深深扎根于煤炭行业
的作家，他亲眼见证了石圪节煤矿
在历史变迁中的浮沉。受到石圪节
精神的深刻影响，他深感这段“艰苦
奋斗、勤俭办矿”的历史不应被岁月
掩埋，而需要用文字的力量去铭记、
去传承、去发扬。为此，王小军不辞
辛劳地深入矿区一线，与矿工兄弟
们并肩作战，倾听他们朴实而真挚
的故事和心声。每当夜深人静，他
便将这些珍贵的素材细细整理，融
入笔端。

多年来，王小军笔耕不辍，累积
发表作品近百万字。其中，《抗战记
忆》《税脊天下》《城市橱窗》《石圪
节》等作品深受读者喜爱，成为煤炭
文学领域的瑰宝。他本人也成为中
国煤炭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
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

省科普作家协会理事。他的文字不
仅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变迁，更传递
了煤矿工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
攻坚克难的工作作风。

阅读蕴藏着无尽可能阅读蕴藏着无尽可能

一次阅读、一点改变、一种坚
持，都能让书香萦绕身边，让文明浸
润生活。作为王庄煤矿文明文化的
引领者，王小军以“人文阅读、休闲
阅读、素养阅读”为出发点，在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里精心打造了一间职
工阅览室。这里，五万余册图书与
二百余种杂志报刊安静陈列，电子
图书阅览室系统更是为职工们提供
了便捷的数字化借阅体验。从煤矿
安全的专业书籍到世界名著的文学
瑰宝，从科普知识的启蒙读物到法
律条文的权威解读，这座阅览室成
了职工们增长知识、提高技能、提升
素养的“加油站”。

为了进一步推动阅读文化的深
入发展，王小军积极开展党建知识
定向越野活动。这项活动巧妙地将
党建知识问答与传统体育运动相结
合，要求参赛选手在限定时间内不
仅要答对党的创新理论知识题，还
要通过体能测试。这种形式既检验
了职工们的政治素质，又锻炼了身
体素质，实现了双促进双提升。

王小军：在煤海中书写最美人生画卷
在2024年山西省全民阅读大会上，潞安化工集团王庄煤矿党办主

任、宣传部部长兼新闻中心主任王小军荣获“最美读书人”称号。这位慈
祥的中年人，夜以继日，笔耕不辍，让煤炭行业的故事在纸上翩翩起舞，更
让世人见证了煤矿工人的坚韧与力量。他身体力行，事必躬亲，用心播撒
阅读的种子，让书籍的芬芳飘向矿区的每一个角落，以思想的凝聚推动矿
井在高质量发展征途中行稳致远。

基层理论宣讲工作是党的理论
武装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理
论走深走实的重要途径。王小军精
心策划并成立了理论宣讲团，独创

“五进三全”宣讲模式，通过进队组、
进车间、进井口、进厂房、进社区等

“五进”的形式，瞄准理论政策前沿，
认真谋划统筹安排，精心组织系统落
实，积极营造全员、全覆盖、全时段的
宣讲格局，成功打造出特色宣讲品牌

“煤巷里的宣讲团”。
通过“五进三全”的方式将理论宣

讲的“主战场”搬到员工的生产生活现
场，用“小故事”阐释“大道理”，用“大
思路”配套“小措施”，以生动形象的语
言、真实具体的案例、体贴入微的洞察
力，循循善诱、娓娓道来，让职工群众
坐得下、听得进、弄得懂、记得牢。全

年共开展宣讲活动216场，每一场宣
讲都是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精准解读，
是对员工思想认识的深刻启迪，更是
对矿井高质量发展理念的坚定贯彻，
有效打通党的创新理论传播“最后一
公里”。

凭借深入人心的宣讲内容和卓越
的宣讲成效，“煤巷里的宣讲团”在
2021年荣获“山西省基层理论宣讲先
进集体”称号，2022年获得山西省基
层理论宣讲“双一百示范点”的殊荣。
如今“煤巷里的宣讲团”已成为王庄煤
矿各级党组织深化党的理论武装、加
强理想信念教育和形势任务教育的重
要载体，它不仅有效提升了员工的综
合素养，更为矿井各项工作的开展奠
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为明灯矿井在
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蓄势赋能。

推动基层理论宣讲工作推动基层理论宣讲工作

“最美读书人”王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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