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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石家庄7月14日电（记者赵
鸿宇、董笑坤）在河北涉县的八路军一二

九师司令部旧址院内，战争年代种下的

丁香树和紫荆树枝繁叶茂，为缅怀先烈

的游客提供荫庇，见证岁月留下的痕迹。

九千将士进涉县，三十万大军出太

行。

战争年代，坐落于太行山东麓的涉

县为革命队伍的发展壮大作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如今，这里的高端结构钢产

业集群茁壮成长，以绿色、智慧的标签实

现产业突围。

在涉县经济开发区的河钢集团邯钢

新区生产车间内，只需要约两分钟，火红

的钢坯便可变成一卷卷耐酸抗腐蚀管线

钢。轧钢工序能耗降低50%以上，主要

污染物排放减少75%，低温余热资源实

现100%回收利用……

绿色生产为革命老区注入产业转型

的源头活水，红色基因让老区人民将奋

斗精神代代相传。

在衡水湖畔的冀州现代农业融合创

新基地，数十座高标准温室大棚内果蔬

飘香，展示着设施农业的发展成果。炎

炎夏日，棚内的喷淋设备喷洒出细密的

水雾，通过精确的温湿度控制保证农产

品的质量。

曾经烽火弥漫的战场，如今正谱写

智慧农业新篇章。

“我们全面推广设施大棚环境数据

采集管控、智能化机械应用、电动外遮阳

等系统。”冀州区农投公司总经理陈春成

介绍，基地内的物联网智能远程控制柜

能根据环境和蔬菜长势，自动补光、通

风、换气。

在全面优化温、光、水、气、肥等利用

的前提下，基地生产经营效率能够提高

80%，节约水肥资源60%。有了科技的

加持，越来越多的冀州优质蔬菜进入了

北京、天津等市场的菜篮子。

雄碑立处英魂在，星火燎原日月新。

在河北邱县，香城固伏击战纪念碑

高高耸立，讲述着曾经发生在这里的英

雄事迹。

邱县的食品产业聚集区内，工人忙

碌，机器轰鸣。近年来，多家食品加工企

业在这里落地生根，将这个冀南地区传

统农业县变成了全国食品工业强县。

“公司的主营业务正在陆续转移到

邱县。”河北康贝尔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于海生说，企业最为看重的是当地的产

业基础和营商环境，还会在现有基础上

加大投入。

目前，邱县有各类食品企业超过200

家，带动群众就业超过1万人，食品产业

集群营收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

28.3%，年营收突破150亿元。

从烽火硝烟到振兴热土，新时代的

伟大征程上，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依旧勤

劳坚强，用春笋般崛起的产业集群书写

时代新篇。

产业集群
加速崛起
——河北革命老区发展新观察

新华社呼和浩特7月14日电（记者魏婧宇）进入

暑假，一系列红色研学活动在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

盟多伦县的察哈尔抗战纪念地开展。一座古戏台

前，学生们肃穆而立，聆听自治区文史研究馆特约

研究员任月海讲述抗战故事。

“92年前，收复多伦后的吉鸿昌将军就是站在这

座戏台上，号召民众团结抗日。”任月海说，“收复

多伦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民第一次从日本侵

略者手中夺回军事重镇，为全国人民带来抗日御侮

的希望。”

多伦是察哈尔省（主要辖区在今河北西北部和内

蒙古锡林郭勒盟）东部重镇，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被

日军视为攻掠华北、进逼平津的战略要地。1933年

5月，日军攻占多伦，随后向南推进，欲占领整个察

哈尔。形势危急，国民党政府却急于对日妥协，签

订了《塘沽协定》，整个华北门户洞开。

在日本侵略军大兵压境的关键时刻，一支抗日

武装在察哈尔迅速聚集。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

和参与下，爱国将领冯玉祥改编、整顿了察哈尔地

区的零散部队和义勇军，并与爱国将领方振武的抗

日救国军会合，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1933年6月，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冯玉祥任命爱国将

领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

司令，率领抗日同盟军北上迎击日、伪军，直逼多

伦城下。

7月7日，吉鸿昌率部从南、东、西三面包围多

伦。当天，抗日同盟军向多伦发起总攻。

没有重型武器的抗日同盟军官兵，一次次向城

内发起冲锋。日军以优势火力顽抗，机枪不断向抗

日同盟军阵地扫射，还派出飞机轰炸。

战士们架起高射机枪扫射、伤员靠在战壕内休

息、当地老乡组成的担架队在枪林弹雨间穿梭……

在察哈尔抗战纪念地的展馆内，一张张黑白老照片

记录着抗日同盟军浴血攻城的战斗瞬间。任月海指

着老照片说，多伦城久攻不下，冯玉祥向前线抗日

将士发出决战多伦以死报国的电令。

7月12日，抗日同盟军再次发起猛攻。面对日

军的机枪扫射、手榴弹阻击，吉鸿昌赤膊上阵指

挥，一批批敢死队员匍匐拼力攻城。后抗日同盟军

攻入城内，打得敌伪如“汤浇蚁穴”。经过城内巷

战，战斗于中午结束，收复了失守72天的多伦。

当时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章太炎对收复多伦之

战评价道：“以争一县，死将士几二千人，虽在一

隅，恢复之功，为九十余年所未有。”

1933年7月15日，为进一步发动群众，抗日同

盟军在多伦城的山西会馆组织召开万人抗日动员大

会。“多伦民众从吉鸿昌身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抗日斗争的坚强信念和卓越能力。”任月海说道，红

色火种自此在多伦生根发芽，县里一批青年响应号

召，加入抗日同盟军，走向抗战前线。

如今的山西会馆内，察哈尔抗战纪念地被列入

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内蒙古自治区爱国主

义教育示范基地，每年接待近万名游客。

动员村民保护红色遗迹、挖掘红色资源内涵、

建起红色文化研学教室和展览厅……在多伦县城郊

的多伦诺尔镇中村，红色火种，生生不息。这里曾

是多伦之战的主要战场。当时村民们将自家门板卸

下，制成简易担架，救助负伤的抗日同盟军官兵。

多伦诺尔镇党委书记饶亚伦说：“在这片土地上，先

辈们曾浴血奋战、百折不挠，这不断激励着我们奋

勇拼搏、鼓足干劲建设好家乡。”

血战多伦：

带来抗日御侮的希望

吉鸿昌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的樟子松林（2023年9月10日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