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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海在大同和平解放谈判旧址牌匾前留影 本报记者 戎禹仁 摄

在大同，西坟村的党史地位不容忽
视。1949 年 5 月 1 日，大同和平解放，当
时国共和谈的地点就设在平城区水泊寺
乡西坟村村民郭海的农家大院里。2011
年，西坟村和平解放谈判旧址成为市级
文物保护单位，2020 年，成为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4 日，记者走访了大同和平解放
谈判旧址。

81 岁的郭海告诉记者，现在西坟村
有 1000 余人，年轻人大都在城里务工。
他家的院子位于西坟村村北，为砖瓦结
构，屋后有“大同和平解放谈判旧址”纪
念碑。大院有上房五间，耳房两间，窗户
是老式的小窗棂，堂屋门上挂有“大同和
平解放谈判会址”的牌匾，当时和谈的地
点为西正房。郭海老人是当年那场和平
谈判的见证者，他说那年他 9 岁，对当时
的情景记忆深刻。

他回忆道，1949 年 4 月 29 日上午，国
共双方和谈代表走进他们家，当时他的
母亲还给客人们热了大同黄酒。自己很
好奇，一直站在院子里看。等双方和谈
代表离开后，他看到大人们的脸上透着
喜悦，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只是感
觉 应 该 有 好 事 发 生 ，后 来 他 才 逐 渐 明
白，在他家进行的这场谈判，促成了大

同和平解放。
现在的郭海成了这个大院的主人，

院子里不时有人来探访，为了保持当时

谈判的原貌，当年屋里的老家具大都保
存了下来。“这张红色炕桌是当年双方代
表签字时用过的，地上放的长条板凳也

是当时代表们坐过的，这些旧物一直保
存到了现在。”郭海对记者说。

记 者 从 市 委 党 史 研 究 室 了 解 到 ，
1949 年 4 月 29 日，察哈尔省军区副司令
詹大南、中共大同市委书记赵汉及华北
军区敌工部科长叶修直、晋绥军区敌工
科 长 杨 正 等 人 民 解 放 军 代 表 和 国 民 党
第 18 兵 团 副 总 司 令 兼 大 同 军 事 指 挥
官 于 镇 河 、大 同 行 署 主 任 孟 祥 祉 、第
275 师 师 长 田 尚 志 以 及 随 从 共 10 余
人 ，在 郭 家 大 院 正 式 达 成 和 平 解 放 大
同 的 五 项 条 款 ：第 一 保 证 人 民 生 命 财
产 安 全 ，不 许 骚 扰 群 众 ；第 二 保 证 不
破 坏 城 市 建 筑 和 各 项 设 备 ；第 三 全 体
受 降 人 员 一 律 就 地 待 命 ，不 许 遣散；第
四 枪 械 弹 药 全 部 清 缴 ，不 许 毁 坏 或 藏
匿；第五文件档案全部封存，等待移交，
不许销毁或转移。双方达成协议后，大
同国民党守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并接
受改编。

1949 年 5 月 1 日 ，人 民 解 放 军 开 进
大 同 城 ，大 同 和 平 解 放。和谈的成功，
使 千 年 古 城 避 免 了 一 场 战 火 ，人 民 的
生 命 和 财 产 免 受 损 失 ，文物古迹得以
保存。

本报记者 崔莉英

——探访西坟村大同和平解放谈判旧址

农家大院传喜讯

本报讯 （记者 张志忠） 为 保 障 市
民 安 全 出 行 ，提 供 良 好 的 公 交 服 务 ，以
更 好 的 形 象 迎 接 建 党 100 周 年 ，自 本 月
起 ，市 公 交 公 司 组 织 党 员 及 各 级 稽 查 、
安 全 、机 关 管 理 人 员 上 线 跟 车 ，进 行 安
全巡查，维持乘车秩序。

据了解，市公交公司此次开展跟车
巡查服务，是为了进一步全面加强各运
营线路安全运营管理，维护站务和乘车
秩序。巡 查 重点是所属交通枢纽站点，
以及 11 路、15 路、61 路等重要客流输送
线路。跟车上线人员将统一佩戴胸牌、袖
标等显著标识，督导驾驶员行为，纠正不
规范操作，保障营运车辆的安全服务和运
行秩序。

本报讯 （记 者 高 欣 见 习 记 者
张彩峰） 记者 9 日从大同云冈机场获
悉，春运期间，进出港航班 1091 架次,进
出港旅客 82741 人次。机场全力统筹春
运服务和疫情防控工作，保障了健康春
运、平安春运、温暖春运。

据 了 解 ，受 疫 情 影 响 ，春 运 期 间 ，
大 同 云 冈 机 场 进 出 港 航 班 架 次 、进 出
港旅客人次同比有所下降。为了保障
春 运 平 稳 运 行 ，机 场 提 前 对 疫 情 防 控

风险进行评估，制定并印发指导文件；
建 立 四 级 值 班 制 度 ，统 一 部 署 日 常 防
控和应急处置工作；加强关键岗位、工
作人员的疫情防控管理，明确“消杀零
死 角 ”“ 体 温 全 覆 盖 ”“ 人 物 零 输 入 ”。
全 国“ 两 会 ”召 开 期 间 ，机 场 强 化 与 大
同 云 冈 机 场 公 安 分 局 的 联 勤 联 动 ，着
力 维 护 机 场 公 共 安 全 和 治 安 秩 序 ，为

“两会”保驾护航。
同时，机场强化服务理念，确保温暖

春运。为残疾人、老年人、无成人陪伴儿
童、首次乘机旅客提供一站式服务，设立
爱心值机柜台，做好特殊旅客的引导、帮
扶。为保障学生顺利返校，机场主动与
大同大学沟通，在航班落地后实施“空地
联运”，在学生接机、体温测量、核验健康
码、提取行李、乘坐大巴等环节设置专人
引导，开通直达校区的机场巴士，实现从
舱门到校门的无缝连接运输，保障 300
余名学子顺利返校。

本报讯 （记者 高欣 见习记者 张
彩峰） 9 日 ，记 者 从 大 同 汽 车 客 运 东
站 和 新 南 客 运 站 了 解 到 ，春 运 期 间 ，
两 大 汽 车 站 共 发 车 6084 部 次 ，运 送 乘
客 38857 人 次 ，受 疫 情 影 响 ，短 途 旅 客
人数较多。

新南客运站负责人介绍，春运期间，

车 站 运 送 乘 客 25473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48%，客运量逐步恢复，今年车站的春运
客流以短途旅客为主。

大同汽车客运东站负责人说，1 月
28 日至 3 月 8 日车站共发车 3433 部次，
运送旅客 13384 人次。按照疫情防控要
求，车站严格做好旅客行程码查验、实名

制购票信息登记、体温检测、车辆消毒通
风等工作。全国“两会”召开之际，车站
严把疫情防控关卡，严查进京旅客抵京
前 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重点排查
是否携带易燃、易爆、易腐蚀物品等危险
物品，确保春运顺利收官以及“两会”期
间公路客运的平安畅行。

2021年春运平稳收官

本报讯 （记者 李兴华） 为期 40
天的 2021 年春运于 3 月 8 日结束，我市
两大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 293961 人次，
其中，大同站发送旅客 133870 人次，大
同南站发送旅客 160091 人次。

3 月 9 日，记者从两大火车站了解
到，春运期间，我市铁路客流总体平稳
有序，没有出现较大单日客流峰值。预
计到 3 月中下旬，铁路客流成分主要以

部分学生流和务工流为主，方向主要集
中在太原、北京、广州、西安等方向。

春运期间，两大火车站加强常态化疫
情防控，对候车室、售票厅、卫生间等公共
场所坚持每两小时一次消毒；针对自助售
取票机、检票闸机、服务台面、卫生间水龙
头等旅客使用频繁的设施设备，加大消杀
力度，为旅客安全出行保驾护航。

与此同时，为方便旅客出行，两大火

车站加强旅客进出站、候车、乘降组织，
优化进出站流程。针对列车密集时段、
客流量较大的方向和重点列车，车站提
前掌握售票信息，提前做好应对措施。
针对特殊旅客出行，“魏都畅行”和“001
服务队”推出帮扶、救助、站车交接等专
项服务，确保特殊旅客安全出行。春运
期间，我市铁路部门没有出现一起重大
安全事故及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两大汽车站 运送乘客38857人次

进出港旅客82741人次云冈机场

云州区在抓好黄花管理、采收、
加工、销售的同时，深入挖掘黄花产
业内在潜力，在盘活黄花采收后的
闲置场地和黄花地上做文章，从去
年秋季开始，在充分考察市场、实地
调研论证的基础上，选中了食用菌
产业，打造“一花一菇两业并进、一
地两种抱团发展、一棚两用四季受
益”的产业发展新格局，让黄花产业
实现持续发展。

图为 3 月 7 日，在云州区瓜园乡
西子峰村菌菇种植基地，工人正在
培育菌菇。

本报记者 戎禹仁 摄

市公交公司组织
党员干部上线跟车

喜迎建党 10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