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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碑旁——

老船工的故事百听不厌

凝视奔腾不息的长江水和江面上穿

梭不停的船只，86 岁的马毛姐坐在轮椅

上，紧抿双唇，面色凝重。

“当时我大哥对我说，妹妹你确定要

去？一旁的人也说，这么大点的小姑娘，

去的话可能就回不来了。”

渡江战役前，解放军征集船工，她也

报了名。哥哥不让她参加，解放军首长

看她年龄太小，没有批准。

1949 年 4 月 20 日夜，战斗打响了。

这是令马毛姐铭记一生的夜晚。她回

忆，自家的木船上坐了 30 余名勇士，自

己也悄悄上了船。战士们见状，直把我

往下赶。

那一年，马毛姐年仅 14 岁。

“我对解放军说，我不怕死，我会掌

舵，会划水。我哥哥眼睛不好，他扯帆，

我一手掌舵，一手划桨，能帮上忙。”就这

样，马毛姐加入了渡江队伍。

敌人的炮弹在江面上掀起冲天水

柱，4 艘先锋船被炸沉 2 艘。雨点似的机

枪子弹打烂了船篷，打伤了战士，也击伤

了马毛姐的手臂。鲜血直流，但她浑然

不顾。

“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必须把突

击队员安全送到对岸，只能前进！”马毛

姐说。

大 约 40 分 钟 后 ，船 只 到 达 长 江 南

岸。马毛姐简单处理了伤口，又继续投

入战斗。当夜，她横渡长江 6 趟，参与运

送 3 船战士，并救起多名落水的官兵。

渡江战役胜利后，马毛姐被授予“一

等 渡 江 功 臣 ”“ 支 前 模 范 ”称 号 。 1951

年，马毛姐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毛主

席还送给她一本笔记本，鼓励她“好好学

习，天天向上”。

作为健在的为数不多的渡江战役老

船工，马毛姐格外珍惜当下生活。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那是多

少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希望

你们一定要珍惜。”见到前来参观的芜湖

军分区官兵，马毛姐语重心长地嘱咐，

“只要人人都是星火，就能燃起熊熊烈

火，创造更加幸福美满的生活。”

“芜湖是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

的重要突破口。当年和马毛姐一起参加

渡江战役的船工有 2 万多名，他们抱着

‘誓死运送解放军打过长江去’的决心，勇

敢决绝，冲锋向前。仅无为县就涌现出一

等功臣 296 人、二等功臣 937 人。牺牲的

支前民工，有的连姓名都没有留下。”芜湖

军分区司令员汤勇告诉记者。

为纪念支前民工的不朽功绩，芜湖

市专门在长江边修建了“百万雄师渡江

第一船登陆点纪念碑”，铭记先烈伟绩，

传承渡江精神。

惠生堤畔——

慷慨就义诗激励后来人

“过去，老人常念叨‘江北无为洲，十

年九不收，倘若收三年，锅巴盖墙头。’惠

生堤修好后，民间又流传这样的民谣：

‘江北无为洲，十年九年收，家家有余粮，

生活不用愁。’”每每提起校名的由来，芜

湖市惠生小学第二任校长张开义都会讲

述惠生堤的故事。

7.25 公里的惠生堤，是皖中抗日根

据地的著名水利工程。千百年来，当地

百姓深受洪灾之苦。1943 年，时任皖中

抗日根据地行署主任的吕惠生带领民

工，冒着日军飞机的疯狂轰炸，艰难修筑

而成。

“惠生堤这个名字，是老百姓后来叫

出来的。因为在老百姓眼里，中国共产

党所做的一切都是惠及民生。”无为县党

史办原主任王敏林说。

了解惠生堤的由来，官兵们深切感受

到：中国共产党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人民

群众用最深沉的信任和最坚定的支持，书

写紧跟共产党的历史选择，虽九死而不悔。

1945 年 10 月，吕惠生随新四军第七

师北撤时，在芜湖被捕。他宁死不屈，在

南京壮烈牺牲。

“忍看河山碎？愿将赤血流。烟尘

开敌后，扰攘展民猷。八载坚心志，忠身

为国酬。且看天破晓，竟死我何求！”张

开义说，吕惠生的就义诗激励了无数人。

1995 年，地方政府在“惠生堤”内侧

修建了一座小学，命名“惠生小学”。从

那时起，惠生堤和惠生小学相向而望，相

互依偎。

2020 年，当地遭遇有资料记录以来

的历史最大洪水，堤外洪水水位与堤内

惠生小学瓦房房顶基本持平，惠生堤岿

然不动，守护堤内一方安宁。

漫步惠生小学校园，处处都能感受

到红色气息。每个班级都张贴吕惠生简

介，定期组织吕惠生事迹报告会，持续开

展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每年清明组织学

生祭扫吕惠生墓……

“我们要学习吕惠生忧国忧民的忧

患意识、敢为人先的奋斗精神，传承光荣

传统，刻苦学习，奋发有为，争当新时代

优秀少年。”被评为芜湖市三好学生的该

校五年级学生刘森涵在红色故事会上深

情地讲道。

“每个先烈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传

承才是最好的缅怀。”军分区官兵纷纷表

示要讲好吕惠生的故事，让更多人从革

命先烈身上汲取前行力量。

南山脚下——

三代接力守护烈士英灵

“南山脚下南山村，南山村宋家老坟

葬着一位新四军！”

芜湖市南陵县何湾镇南山脚下有个

美丽的村庄叫南山村，该村村民宋峰其

家的祖坟墓地里，安葬着他的一位特殊

“亲人”。

这是一位英勇牺牲的新四军女战士，

墓碑上镌刻着碑文：“民国二十九年四月，

三支队司令部军需处出纳员张洁亚墓”。

宋峰其介绍说，1940 年 4 月，年仅 18

岁的张洁亚，在南陵县何家湾战斗中英

勇牺牲。当时，他爷爷宋满昌在南山村

附近的一处草丛内，发现了烈士遗体，将

其抬回去，安葬在自家祖坟中。根据烈

士身上的身份证明，宋满昌在墓碑上刻

上了碑文，以便日后能找到她的亲人。

不承想，这一找就是 79 年。

直到 2019 年，寻亲志愿者胡食万通

过《新民晚报》等媒体，最终为张洁亚烈

士找到了在上海的亲属。

“18 岁抗日牺牲葬皖 79 载寻亲英

魂归沪——向张洁亚烈士致敬！”2019

年 8 月 13 日，张洁亚烈士墓前来了几位

特殊的祭扫者。他们是专程从上海赶来

的张洁亚的亲人。

“姐姐啊，79 年了，我把你的照片带

来了，我们终于‘相见’了……”时年已经

79 岁的陈惠珍（后因一些原因改姓陈），

对着张洁亚的墓碑泣不成声，她把一张

张洁亚生前留下的照片放在了墓碑上。

张洁亚烈士的侄子陈锡荣，见到宋

家第三代守墓人宋峰其和宋玉梅时，情

不自禁地跪下身子，向宋家人的默默守

护表示感谢：“谢谢你们。你们的恩情，

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在观看讲述这次寻亲过程的纪录片

《女兵“归队”》时，文职人员李书扬的泪

水夺眶而出。

“当年身受重伤的张洁亚，为了保护

部队的军饷和财务账册不落入敌人之

手，强忍钻心的疼痛，挣扎着爬到隐蔽

处，将军饷与账册藏好,然后又用尽全力

远离掩埋处，最终因失血过多而牺牲。

是什么让无数先烈前仆后继？答案显而

易见：信仰。”

“爷爷总跟家人说，烈士为革命献出

了宝贵生命，我们守墓要一代传一代，一

直守下去。”宋峰其语气坚定地说道，“烈

士用生命许党报国，我们就是她的亲人。”

如今，张洁亚的名字已镌刻在上海

新四军广场纪念碑上。

纪念馆中——

56年如一日讲红色故事

“皖南门户，长江边上，平静的繁昌，

成了烽火连天的战场。无耻的日本强

盗，海陆空军一齐进攻，五次大规模的侵

犯，遭受了五次重大的杀伤……”

见到徐孝旺老人时，他正借助《繁昌

之战》歌曲给安徽师范大学学生讲解繁

昌保卫战的历史。身着整洁干净的新四

军军装，古稀之年的他讲得慷慨激昂，学

生们听得心潮澎湃。

作为新四军第三支队司令部旧址纪

念馆的义务讲解员，徐孝旺已经记不清

这是多少次讲解这段历史了。在当地，

提及这座纪念馆和徐孝旺，无人不晓。

芜湖市繁昌区孙村镇中分村，曾是

谭震林将军指挥“繁昌保卫战”的司令部

驻地。多年前，还是小学教师的徐孝旺

就开始自费搜集整理当年抗日将士资

料，采集民间记述，收藏抗日遗物，四处

查找当年新四军三支队在皖南活动的史

料，访问健在老战士及家属。

“我母亲一再和我讲，你们长大了要

报恩。在抗日战争时期，要不是新四军

驻扎在我们村保护老百姓，哪有我们的

今天呦？”徐孝旺对军分区官兵说。

2004 年退休后，徐孝旺又把全部精

力放在恢复新四军三支队司令部旧址的

红色文化事业上。

“56 年如一日，精心保护红色文物、

义务宣讲红色文化，如果换作我们，能坚

持下来吗？”组织官兵参观后，军分区政

治工作处主任查达广适时开展现地教

育，“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战位，但我们有

一个共同的精神内核——崇高的理想、

坚定的信仰、不变的追求。”

一位战士在发言中这样说道：“为什

么那么多革命前辈看不见胜利却愿意牺

牲？通过徐老的讲述，让我们感受到了

老一辈革命家所坚持的信仰的力量。”

徐孝旺先后荣获中国好人、全国最

美志愿者、安徽省优秀共产党员、安徽省

道德模范等荣誉。

告别时，徐孝旺老人的手机再次响

起。当地一所职业院校邀请他为师生讲

述红色故事，他满口应允。“保持党员本

色，讲好党的故事，给后人留点精神财

富，我就知足了。”

图①：芜湖军分区官兵走进芜湖烈

士纪念馆进行现地教学。

图②：芜湖军分区官兵在革命烈士

纪念碑前宣誓。

图③：芜湖军分区官兵参观新四军

第七师纪念馆。 董成礼、李 璐摄

老船工深情讲述当年参加渡江战

役的往事，用革命先烈的名字为学校命

名，一家三代接力守护英雄魂……让

有红色故事的人讲述红色故事，让有红

色经历的人宣扬红色基因，安徽省芜湖

军分区的做法，把党史学习教育搞活

了，更有利于红色基因的深入人心、广

泛传承。

“用好党的红色资源，让干部群众

切身感受艰辛历程、巨大变化、辉煌成

就。”学习习主席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

大会上的讲话精神，我们深刻体悟到：

红色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蕴藏着中国

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红色故事是最动

人的教材，跃动着无数激荡人心的红色

记忆。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

既是对我们党百年非凡奋斗历程的深

情回顾，也是对无数革命先烈和英雄人

物的缅怀瞻仰，更是对革命精神的赓续

传承。

应当看到，在广袤无垠的神州大地

上，到处都有革命先辈留下的奋斗足

迹。无数革命先烈洒下青春热血，留下

了丰富的革命遗址和珍贵文物。其中

既有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

施、遗址名录，也有许多并不知名的红

色教育场所。江苏省宜兴市张渚镇南

门村建有全国首个村级烈士陵园，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

49 位张渚籍烈士长眠于此。虽然规模

不大，烈士事迹也鲜为人知，却成为当

地 人 们 祭 拜 缅 怀 英 雄 的 红 色 教 育 基

地。筹划建设烈士陵园的该村党支部

书记吴永全坦言，将来退休后，愿在烈

士陵园当个“守墓人”，把革命精神一代

代传承下去。

在井冈山，有一位已故的离休干部

毛秉华，被誉为“井冈山精神第一宣传

员”。之所以得此殊荣，是因为他在长

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坚持收集革命文

物、宣讲革命精神。他还动员自己的

“海归”孙子毛浩夫回到家乡，“同爸爸、

爷爷一道学习宣讲井冈山精神”。“三代

讲党史，一生忠革命”的故事，感动了无

数人。红色火种也由此越燃越旺、生生

不息。

放眼神州大地，几乎处处可见“红

色讲解员”的身影。他们中有从枪林

弹雨、炮火硝烟中走来的老英雄，有亲

眼所见、亲身参与重大战役的老前辈，

有感动来之不易的生活、感念革命先

烈大无畏牺牲精神而主动传承革命薪

火的优秀代表，也有来自革命家庭、自

小耳濡目染红色故事的年轻一代。他

们主动宣讲红色故事，把一个个红色

火种撒在人们的心田，化为热爱国防、

关注国防、投身国防的磅礴力量，红色

基因在薪火相传中也变得越加丰盈、

越有力量。

传承红色基因不是“一阵风”，需

要 持 之 以 恒 的 长 久 坚 持 。 在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的 过 程 中 ，要 因 时 而 进 、因 势

而新、因人而异、因事而化，尤其要充

分利用好身边各种红色资源，着力讲

好 党 的 故 事 、革 命 的 故 事 、英 雄 的 故

事，不断提高党史学习教育的感染力

和 吸 引 力 ，引 领 大 家 走 进 历 史 天 空 ，

感受那一个个精彩的瞬间，触摸先烈

们那至真至诚、不屈不挠、无私无我的

赤子之心，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

义的情感,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

传承。

让革命薪火代代相传
■查达广 一 文

跃动在皖南大跃动在皖南大地的红色音符地的红色音符
■■黄健鸿黄健鸿 李李 璐璐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宋子洵宋子洵

这是一片革命热土：安徽革命运动的策源地、皖江抗日的主阵地、百万大军渡江的重要突破口……熊熊燃烧的革命烈火映

红了滚滚长江水。

这里蕴藏着丰富的红色资源：王稼祥纪念园、新四军第七师师部旧址、百万雄狮渡江战役第一船登陆点纪念碑……50余处

革命遗址辉映着历史的天空。

过去的苦难和辉煌，如何刻印在灵魂深处？革命先烈的赤子之心和牺牲精神，如何化为如磐信仰？安徽省芜湖军分区在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过程中，充分利用当地红色资源，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效果，使红色基因渗进官兵血脉。

日前，记者走进这片热土，感受跃动在皖南大地的红色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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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有感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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