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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地时评

“老表！不要怕剪多了树枝，树枝

多了不透气，黄桃就长不大！”湖南省炎

陵县下村乡大横溪村村民赵少平家的

黄桃园内，技术专家陈学锋正手把手教

农户黄桃树压枝剪枝的方法。

每年到了果树过冬期，县人武部和

驻军官兵总会协调农业科技人员深入

果园，义务为乡亲们提供技术指导。如

今，一园黄桃树，让赵少平一家经历了

从脱贫向小康的改变。

距此不远的水口镇水南村江家组，一

座青瓦红墙的小院格外醒目。早在我党

我军初创时期，这里就留下一段佳话，演绎

了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故事。院子坐落

在桥头，主人姓江，当地群众就称之为“桥

头江家”。1927年10月秋收起义后，毛泽

东同志率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

团来到水口镇，就住在“桥头江家”，在这

里展开插牌分田、连队建党、给部队集中上

政治课等革命实践。一天深夜，户主人江

德良见毛委员的房间还亮着灯，担心他熬

夜饿肚子，便找出家里仅有的几个小红薯，

煮熟后送到毛委员案头。第二天清晨，一

名战士把装红薯的大花碗送回来，还掏出

一块大洋：“毛委员要我当面交给您！”

如今，“桥头江家”已被确定为湖南

省文物保护单位、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炎陵县发扬双拥传统，获湖南省

“双拥模范城（县）”五连冠。红军标语

博物馆、连队建党旧址等 4 个全省国防

教育基地，以及第一次给部队集中上政

治课、第一次插牌分田、朱毛第一次会

面地等 17 处红色旧址串联成线。游客

每每到此，都会感到扑面而来的红色文

化气息。炎陵县还分别与陆军步兵学

院、火箭军某部等单位建立军民共建学

习点，每年为 3000 余名军校学员、部队

官兵提供特色教学实践活动场所。

炎陵县位于湘东南边陲，属于井冈

山革命老区县，受自然、区位及交通不

便等因素制约，曾是国家级贫困县。种

植茶叶、柰李……长期以来，广大军民

一直努力寻找脱贫致富的良方。没想

到，生态优良、海拔较高、气候适宜的炎

陵县，竟是黄桃安家落户的理想地。进

入新时代，县人武部和驻军官兵对种植

户进行精准帮扶，聘请农业专家网上授

课、线下指导，为农户创业当好科技种

植“智囊”。令人欣喜的是，今年全县黄

桃种植面积达 9.5 万亩，总产量 6.5 万

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创新高。

“红薯与黄桃的牵挂，与炎陵的山山

水水一起见证了历久弥新的军民鱼水深

情，这也是新时代强国兴军力量的不竭源

泉。”炎陵县人武部部长谭运平说。

上图：入冬时节，湖南省炎陵县下

村乡大横溪村，种植技术能手为村民家

的黄桃树压枝剪枝。

兰陈军摄

湖南省炎陵县·桥头江家

红薯与黄桃的牵挂
■陈 余 陈新建

今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山东省宁阳

县东疏镇大伯集村的华东野战军“攻济

打援”指挥部纪念馆迎来一位特殊客人。

“没想到粟裕首长就是在这么简陋

的环境下，指挥前线部队打下了济南府，

活捉了王耀武。”已至耄耋之年的韩树山

老人凝望着粟裕将军当年用过的马灯，

思绪仿佛又回到了炮火连天的战场。

韩树山生于 1930年，1947年参加革

命，原在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服役，参

加过济南战役外围阻击战。华野七纵

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5军，韩树

山随部队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

役和抗美援朝战争，多次立功受奖。

“今年 4 月，父亲看到探访华东野

战军‘攻济打援’指挥部旧址的报道，就

一直想过来看看。”韩树山的女儿谈起

老人与大伯集村的缘分。

就是在这座不起眼的小村庄里，粟

裕指挥了著名的济南战役。济南战役

的胜利为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揭开了

序幕，这个小村庄也在中国革命史上变

得意义非凡。

“70 多年了，没想到还能看到粟裕

首长用过的生活和办公用品。感谢你

们！”参观后，韩树山紧紧拉着纪念馆义

务讲解员张锐的手说。

1948 年 5 月，党中央采纳粟裕的建

议 ，调 整 战 略 部 署 ，决 定 发 起 济 南 战

役。负责总指挥的粟裕等人 8 月 21 日

进驻宁阳县大伯集村崔家大院，设立

“攻济打援”指挥部。9 月 16 日午夜，

攻城部队全线展开进攻。经过 8 个昼

夜连续作战，华野攻城部队取得济南

战役的全胜。

2008 年，宁阳县在大伯集村崔家

大院旧址基础上建成陈列室，被命名为

山东省党史教育基地。今年，当地结合

党史学习教育，广泛收集资料实物，在

陈列室附近建成华东野战军“攻济打

援”指挥部纪念馆。

宁阳县民风淳朴，一直有爱国拥军

的光荣传统。抗战期间，当地设有八路

军地下交通站，是当时中共山东分局，

鲁中、鲁南抗日根据地联系沟通延安的

一条重要通道。

“攻济打援”期间，负责为粟裕送饭

的农民商承信，出于对解放军的信赖，主

动送子女当兵扛枪、保家卫国。从那时

起，商家四代10人参军，个个表现优秀。

2019 年以来，宁阳县依托华东野

战军“攻济打援”指挥部纪念馆、宁阳县

烈士陵园等场所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注

重革命精神的传承培养，先后为部队输

送 500 余名有志青年。

小村庄倾情拥军七十载，带动了当

地参军热。“近年来，东疏镇为部队输送

了 80 多名优质兵员，先后有 20 余名优

秀退役军人回村担任村支书、民兵连

长，成为乡村振兴的基层带头人。”宁阳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徐锋说。

上图：退役军人张锐（左二）担任

“攻济打援”指挥部纪念馆义务讲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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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宁阳县·“攻济打援”指挥部旧址

小村庄倾情拥军七十载
■赵 峰

从山西省忻州市出发，沿着滹沱河

畔的东坪线柏油马路一直北行，就到了

五台县东冶镇永安村。

道路两旁随处可见饱经风霜的牌

匾、楹联和古槐，弥漫着古朴的气息。

村子的中央位置，有一座青砖瓦房的

四合院。拾级跨进前院，迎面是 2.1 米

高的徐向前元帅半身铜像，后面影壁

墙镌刻着“功勋垂青史，楷模昭后人”

10 个大字。这里，便是徐向前元帅的

故居。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时任八路军

129 师副师长的徐向前按照党中央指

示，回到阔别 12 载的家乡。就是在这

座小院里，徐向前积极会见山西各界人

士，深入发动人民群众，利用一切机会

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据村里的老

人回忆，当时，徐向前的姑姑见到他后

目光一直未离开过。她原以为侄子做

了共产党的“大官”，肯定是“衣锦还乡”

了，没想到“当了官还没有老百姓穿得

暖和”。

那时候，徐向前以“不能搞特殊”为

由婉拒了姑姑为他做棉裤。故居西北

1 公里外的徐向前元帅纪念馆里，一件

“毛背心”同样令人震撼。有一年冬天，

部队缴获一批毛线，徐向前也分到一

些，就自己学着织起了毛背心。这件毛

背心伴随他 30 多年，直到实在不能穿

了，才被收进仓库。

“毛背心”传承好作风。近年来，在

五台县双拥实践中，广大军民大力弘扬

共 产 党 人 的 优 良 作 风 和 艰 苦 奋 斗 精

神。从五台县走出的现役军人张轶勇、

张帅，在部队吃苦耐劳、苦练精兵，2020

年度荣立二等功，成为家乡人的骄傲。

今年 3 月 17 日，县人武部组织 46 名新

兵参观徐向前故居，并在向前广场开展

“元帅故里踏征程·红色基因永相传”主

题签名活动。

驻 军 第 82 集 团 军 某 旅 常 年 以 不

同方式助力地方开展国防教育，在该

旅 开 展 的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中 ，官 兵 以

“ 毛 背 心 ”为 例 举 一 反 三 ，拓 展 讨 论 。

中央苏区时期，中央机关领导提出的

“ 每 天 节 约 二 两 米 ，使 前 方 红 军 吃 饱

饭 ，好 打 胜 仗 ”，群 众 传 唱 的“ 苏 区 干

部 好 作 风 ，自 带 干 粮 去 办 公 ；日 着 草

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对今天

的我们有什么启示？

11 月 8 日 ，适 逢 徐 向 前 元 帅 诞 辰

120 周 年 ，该 旅 组 织 官 兵 再 次 来 到 徐

向 前 故 居 和 徐 向 前 元 帅 纪 念 馆 ，现

场 感 悟 老 一 辈 革 命 家 的 优 良 传 统 和

作 风 ，激 励 引 导 官 兵 艰 苦 奋 斗 、攻 坚

克 难 ，继 承 发 扬 人 民 军 队 能 打 敢 拼 、

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

上图：前不久，第 82集团军某旅官

兵代表参观徐向前元帅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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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五台县·徐向前故居

“毛背心”传承好作风
■冀翔宇 苏 峰

今年 6 月 11 日，北岸连接红旗大

道、南岸连接川江路的雩都河大桥，在

江西省于都县正式开工。

城中跨河大桥通常是一座城市繁

荣的象征。于都县城此前已经有 4 座

跨河大桥，雩都河大桥是第 5 座在建跨

河大桥。

由南向北贯穿江西全境的赣江是

江西的母亲河，有章江和贡江两条干

流。贡江流经于都县境内，当地人称之

为于都河。1934 年 10 月，因第五次反

“围剿”失利，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

10 月 17 日 傍 晚 至 20 日 傍 晚 ，中 央 第

一、第二野战纵队和中央红军一、三、

五、八、九军团共 8.6 万余人在于都县境

内 8 个主要渡口渡过于都河，开始两万

五千里长征。

“为支援红军渡河，于都人民搬出

了自家的床板、门板搭桥，一位老人甚

至把留做棺材的木板都拿了出来。”位

于于都县县城东门渡口的中央红军长

征出发纪念馆副馆长钟敏介绍。

俱往矣！当年的“门板桥”已作为

历史见证，放进了纪念馆。新中国成立

以来，于都县城先后建起于河大桥（爆

破拆除后拟建起元大桥）、长征大桥、红

军大桥、渡江大桥，加上如今在建的雩

都河大桥，共 5 座跨河大桥。

5 座跨河大桥见证了军政军民关

系的发展历程，诉说着绵延不断的军民

鱼水情。

当年建设于河大桥、长征大桥，是

工程大会战、军民齐上阵。后来，红军

大桥、渡江大桥建设过程中，专业力量

发挥主要作用。当地党政领导表示：

“让子弟兵集中精力干该干的事！”如

今，正在承建雩都河大桥的中铁二十四

局集团项目负责人说：“我们一定发扬

子弟兵连续作战的顽强作风，保质保量

完成工程进度！”

“ 路 ”和“ 桥 ”的 故 事 还 在 延 续 。

近年来，于都县为驻军部队开办各类

培训班，开展智力拥军、科技拥军；组

建志愿者服务队近 30 支，组织开展走

访 慰 问 等 志 愿 服 务 活 动 。 县 人 武 部

和 驻 军 部 队 在 完 成 练 兵 备 战 任 务 的

同 时 ，积 极 支 援 地 方 经 济 社 会 建 设 。

火 箭 军 机 关 定 点 帮 扶 葛 坳 乡 澄 江 村

后 ，协 调 资 金 并 调 集 施 工 官 兵 40 余

人 ，历 时 6 个 月 ，为 澄 江 村 修 建 12 条

道 路 。 县 人 武 部 为 葛 坳 乡 桐 溪 村 新

修 乡 村 干 道 13 条 ，新 建 河 桥 两 座 ，基

本实现村组道路组组互通。

初冬时节，寒风瑟瑟。中央红军长

征出发地纪念馆内，武警江西总队赣州

支队于都中队讲解员张永奇，正为游客

讲 解 长 征 精 神 和 新 时 代 军 政 军 民 关

系。“国家越发展，人民生活越好，我们

越要饮水思源，不忘革命先烈，不忘中

央苏区的老百姓们。”张永奇一番话，赢

得游客们的热烈掌声。

上图：10月 29日，武警江西总队赣

州支队于都中队讲解员在中央红军长

征出发纪念馆讲解。 李梓生摄

江西省于都县·长征出发地

五座跨河大桥的诉说
■罗里威 蔡思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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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河北省平山县境内兴建

岗南水库，西柏坡村将被淹没。迁村

前夕，村民们顾不上搬自己的家，先将

中共中央旧址的房梁、门槛一根不少

地拆下运走，后来才重建成如今对外

开放的毛泽东旧居、中共中央旧址。

2000 年，家住甘肃省迭部县旺藏

镇茨日那村的桑杰将年久失修的老

屋拆除重建，院里一座破旧的二层小

土 楼 ，他 怎 么 也 舍 不 得 拆 掉 。 桑 杰

说，1935 年 9 月红一方面军长征走到

茨日那村，当时毛主席就住在这栋小

楼上。

同样的故事为什么重复上演？人

们为何如此看重几栋老房子？

因为这一砖一瓦，见证了老一辈

革命家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与人民群

众同甘共苦的奋斗历程与深厚情谊。

建筑可以阅读。融入党史军史记

忆的建筑，是见证更是回响。近年来，

各地加强了对红色旧址的积极保护与

整理发掘。令人欣喜的是，这些革命

旧址正焕发出新的生机。

红色纪念地，不应当只是修旧如

旧，更应当成为党史学习教育和爱国

主义教育的鲜活教材。与声光电的历

史“重现”相比，军民自发组成志愿宣

讲队，给不会说话的旧址文物“配音”，

讲述发生在这里的历史往事，同样令

人深受触动。身处现地，“重现”与“讲

述”互为补充、各展其长，更能打动人

心。

红色纪念地，不应当只是外在的

旅游观光名片，更应当使之凝聚发展

的精气神。放眼全国，铭刻在每一寸

国土上的红色记忆，正在成为广大军

民勠力同心、共创美好生活的呼唤和

动力。

红色纪念地，不应当只是回望过

去的历史注脚，更应当成为笃定前行

的时代坐标。重访红色纪念地，感悟

军民鱼水情。一处处红色纪念地，就

是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的微观呈现与局部展示，让我们加深

理解过去为什么能成功，未来怎样才

能继续成功。

历史的见证与回响
■王 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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