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盐城考察新四军纪念馆时强调，新四军的历史充分说明，民心向背决定着历史的选择，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是开
展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要用好这一教材，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传承发扬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勇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把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盐城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拥有81年红色历史的《盐阜大众报》，组织策划了“铁军魂 盐城红——红色基因代代传 大手小手传承
行”走访新四军烈士命名地大型新闻行动，把革命传统教育课堂设置到基层一线，身临其“境”缅怀先烈、致敬先烈。连日来，10支精心挑选、坚强有力的采访队伍，带领
近百名盐城晚报小记者，相继走进全市部分新四军烈士命名地，深度挖掘红色历史，讲好新四军故事，探寻乡村发展变化。

《盐阜大众报》即日起刊发系列报道，忆红色历史、看乡村新貌，讲述时代发展变迁、展现乡村振兴成果，让新四军在盐阜大地点燃的红色火炬生生不息、照亮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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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不变历久弥新 薪火相承奋楫笃行

红润童心童心

红色热土热土

历史如烟，忠魂永在。

盐阜大地上，一个个英勇无畏的新四军战士，用鲜血和生命写就了保家卫国的历史篇章。一个个缅怀革命先烈

的村落将英雄名字写入地名，表达对烈士们最深的敬意和最长的思念。

1月24日，记者走进盐都区秦南镇楚九村，寻觅革命先行者的足迹，追忆那一段峥嵘岁月，追寻心中那一抹亮光。

□记者 姚梦 吕正龙 顾亚娟 孙欣 见习记者 凌子涵

甘洒热血铸忠魂 英勇无畏保家国

记者手记手记

此次大型新闻采访行动，我们有幸深入新四军烈
士命名地——盐都区秦南镇楚九村，循着英雄的足迹，
追忆那一段峥嵘岁月，近距离感受英雄力量、探访乡村
发展变化。

在楚九村，谈到烈士故事，村民们话语中都充满了
崇高敬意和无限感激。他们自发捐款修建纪念碑，每
年清明扫墓，以此铭记和缅怀革命先烈；他们编订烈士
台账资料、建设村史馆，让烈士的英勇事迹和精神代代
相传。当地用好红色资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农业
越来越强，农民越来越富，农村越来越美。

如今，“楚九”二字，不 仅仅是地理上的标记，
也是历史的见证，更是
烈士英勇无畏、无私奉
献精神的永恒象征和
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
进的精神坐标。作为
新闻工作者，我们有
责任也有使命，深入
挖掘和整理这些红色
文化资源，更好了解
历史，弘扬烈士精
神，把新时代新四军
烈士命名地的故事
传播得更广更远，
为乡村振兴注入强
大的精神动力。

赓续红色血脉
赋能乡村振兴

“为什么我的家乡会有两个名字？”盐都区实
验小学校长王琴记得自己上一年级时，这个疑团
才解开。

“我们的村庄，原来叫耿葛村，后来更名为楚
九村，就是为了纪念革命烈士李初久。”王琴回
忆，一年级清明节那天，站在学校操场上，校长拿
着大喇叭，给孩子们介绍了楚九村的来历。那一
刻，一颗红色的种子便在她心中悄然种下。

生长在以烈士命名的村庄里，王琴是自豪
的。“我对烈士充满敬佩，因为他的爱国情怀、他
的英勇无畏、他的敢于斗争。后来，李初久的英
勇事迹常常出现在我的作文里。”

离开楚九村外出求学，王琴每次向同学介绍
自己时，总会讲述烈士故事。知所从来，方明所
去。“当我提到来自烈士命名的村庄时，同学看我
的眼神都充满了敬意。”王琴说，“每一次讲述，其
实对自己也是一次精神洗礼。那时候，我便立志
要将烈士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一直讲下去。”

如今，王琴每一次开班、开学典礼，都会向全
校师生动情讲述自己的家乡李初久烈士的英勇
事迹，让红色的种子播撒在更多孩子的心田。

烈士故事代代传。学校组织成立红领巾宣
讲团，先后多次走进镇村、企业、社区、田间地头
宣讲红色故事，传播红色文化，传承革命精神。

而此次“铁军魂 盐城红——红色基因代代
传 大手小手传承行”走访新四军烈士命名地大

型新闻行动，王琴的学生们也加入其中，来到她
的家乡，寻访烈士足迹，感悟红色历史。

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但英雄事迹仍然为人
民所铭记。“我们记得烈士的名字，烈士就一直活
在我们心中。”王琴说。

如今，烈士的名字，已成为楚九村的精神坐
标，传递着砥砺奋进的精神力量，激励着红色血
脉的生生不息，推动着红色土地的翻天巨变，见
证着幸福村落的勃勃生机。

银杏大道风景如画、镇级公路纵贯南北、高
标准农田生机勃勃……楚九村干群踏着烈士的
足迹，传承烈士基因，发扬烈士传统，用好用足楚
九村的自然禀赋和生态优势，在红色热土上建设
幸福乡村。

“你们看，李初久烈士就是在这条庄北河里
牺牲的。那时候，河两岸荒草丛生。如今，两岸
盖上了楼房，住了人家。河水清澈干净，每天都
有保洁员清理。”曾瑞宏望着悠悠流动的河水说，

“楚九村改头换面，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啊！”

如今，楚九村水陆交通便捷，田园整洁，土壤
肥沃，生态环境优美宜人。微劳力小作坊、小企
业、农村淘宝、养殖业、休闲中心等家庭产业遍地
开花，很多创业能人在外地创办民营企业，他们
也尽最大努力反哺家乡。

“楚九村现在环境干净整洁，道路宽敞，绿化

成片，真是大变样。”楚九村的张凤英老人笑呵呵
说着村里的变化，“现在村里还建了老年活动室、
图书阅览室、棋牌室、健身房、文化广场，我们老
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袁加泉是村里考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他的
父亲袁国顺也是一名烈士。“作为烈士后代，我听
着父亲的事迹长大，从小立志要继承父亲的英勇
精神，努力刻苦学习，积极要求进步。1965年，
我考入南京农学院，在政府的帮助下顺利完成学
业。”袁加泉说，“楚九村养育了我，我也积极回馈
家乡。村里修桥修路，我都会积极捐款，贡献自
己的一份力量。”

英雄的形象，坚定的信仰，给楚九村干群留
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先烈的鲜活形象永远印在
楚九村干群的心中，永远激励大家奋勇向前、拼
搏努力。

有机大米种植项目、稻麦育插项目、盘活闲
置资产、推进土地“化零为整”……2024年的一
个个项目计划，都摆在村党总支书记智为荣的办
公桌上。

告慰烈士最好的方式，就是把楚九村建设
好。上任三年多来，智为荣深感使命在肩、责任
重大。他表示，将继续传承红色基因，用好红色
资源，因地制宜不断探索创新发展的新路子，进
一步改善村容村貌，大力培育文明乡风，让村民
生活更有幸福感、获得感。

烈士故事代代传 “坐标”引航新征程

参加这次活动，我聆听了楚九村革命烈士的英雄
事迹，烈士不顾自己的安危，保家卫国，尤其是在困境
中不被打倒，拿起手中的武器英勇战斗，不惜献出自己
生命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红色精神代代相传，烈士
的事迹也将永远激励我前进，让我更加懂得珍惜当下

的幸福生活。

——盐城市吴抬路小学（盐都实小西校区）

五（1）班 黄钰涵

烈士英勇抗敌的精神让我很感动，我也会好好学

习，传承先烈的精神！

——盐城市盐都区实验小学

三（8）班 宋昊泽

这次到楚九村我听到不少感人的红色故事，了解
了楚九村的由来，明白了是烈士用鲜血和生命为我们

换来了幸福美好的生活！

——盐城市盐都区实验小学

三（3）班 徐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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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楚九村烈士纪念碑

②大小记者携手走进楚九村

③楚九村现貌

④大小记者聆听老党员讲红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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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都区秦南镇楚九村的第一块纪念碑，是为
烈士李初久而立。

“他年仅26岁，就牺牲在我们脚下这一片土
地。”78岁的村民曾瑞宏提到烈士李初久时，有
着说不完的感慨。

“李初久牺牲后，村民们用砖砌了一座简易
纪念碑，纪念这位英勇牺牲的年轻人。当时大家
都称他为李楚九，于是我们村就更名为楚九村，
一直沿用至今。”曾瑞宏说。

李初久是上海人，1915年出生。1940年11
月底，他来到盐城抗大五分校学习，毕业后被分
配到新四军三师七旅二十一团工作。1941年4
月，奉命到盐城县负责加强武装建设工作，6月
担任县总队一大队政治教员，主要活动在盐城县
七、八、九区一带。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很善于做思想政
治工作，一有空就找战士谈心，宣传革命道理，启
发引导大家提高思想觉悟。时值荒年，粮食供应
十分困难，部队的主食以杂粮为主，不少战士不
习惯，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部队的作战和训练。针
对这种情况，李初久就给大家讲红军长征时啃树
皮、吃草根仍坚持作战、行军的往事，教育大家要
将革命干到底，人人都要适应吃杂粮。

1941年7月下旬，驻龙冈、秦南仓一带的日
伪军300余人，分两路到八区“扫荡”，想要摧毁我
抗日民主政权——盐城县政府。当时大队驻扎在
张家舍，拂晓时哨兵报告东边有情况。李初久当
即决定由他带领民兵排的20多位同志前往阻
击。他们利用旱沟的有利地形向前运动，本想靠
近一些再打，不料中途被日伪军发觉，遭到日伪军

步枪、机枪的猛烈扫射。
李初久带领队伍顽强作战，连续打退了日

伪军的两次冲锋。后来，他发现队伍弹药不
多，且县政府已安全转移，为了保存革命实力，
便命令队伍向西突围，自己则和一名战士留下
掩护。

“其实，他有机会离开的。只不过，关键时刻
还是选择掩护大部队撤离，实在是寡不敌众啊。”
曾瑞宏动情地讲述着李初久的英勇事迹，“李初
久明知自己不会游泳，为了不做俘虏，毅然跳入
水中，不幸牺牲。”

如今，楚九村东南角，矗立着一座庄严巍峨
的烈士纪念碑，这是村民后来自发捐款修建的。
每年清明，大家都会来这里扫墓，祭奠牺牲的烈
士，感受长存的英雄之气。

——走进盐都区秦南镇楚九村

（扫码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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