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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25日，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盐
城重建军部。1942 年，
盐阜地委创办了面向党
政军干部的地委机关报
《盐阜报》，1943年又创
办了面向社会大众的《盐
阜大众》报。1945年《盐
阜报》停刊，合并出版《盐
阜大众》报，刘少奇同志
亲笔题写了报名——盐
阜大众报。

这是一张有着光荣
红色血脉、深植红色基因
的党报，诞生于抗日战争
的烽火硝烟中，是我党最
早创办的地方党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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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阜大众报》即日
起刊发“‘铁军魂，盐城
红’——盐阜报里的新四
军故事”系列报道，探寻
《盐阜报》和《盐阜大众》
报里新四军的红色故事，
展现中国共产党人“江山
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
山”的人民情怀和历史担
当，为把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凝聚奋进力量。

反映盐阜区人民踊跃参军的稿
件《一片参军声》（1943年 7月1日
《盐阜大众》报）。

文章《“宋青天”与“宋人命”》（1949
年12月22日《盐阜大众》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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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周 劲 姚 梦

▶《新四军在华中》文章
从当天报纸的头版转至四版，
《白菜心》的内容刊登在四版。

◀《白菜心》首次见报于1943年7
月9日的《盐阜报》头版头条稿件《新四军
在华中》，作者为陈毅。

图为滨海县海边新宋公堤上
的宋公纪念亭。亭中存放的是宋
公碑复制件，原件保存于新四军
纪念馆。

摄影 周晨阳
版式 张 峰 许 健

沈盐萍 荀 玲

12月13日，一队消防
指战员参观新四军纪念馆
内的关于“白菜心”的展板。

《《白菜心白菜心》：》：传唱八十载的传唱八十载的““民心谣民心谣””

铁军忠魂，苍松挺拔，坐落于盐城市建军东路上的新四军纪念
馆巍然矗立，这是全国唯一一座全面反映新四军历史的综合性纪
念馆。

12月3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盐城市考察新四军纪念
馆。总书记的深切关怀、殷殷嘱托，为全省干部群众注入强大精神
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四军纪念馆现场
吟读的歌谣，就是当年广泛流传于盐阜
大地的民谣《白菜心》。

《白菜心》的词曲作者是涂克，广西
融安人，原名涂世骧，笔名绿笛。1935
年考入杭州国立艺专油画系就读。全面
抗战爆发后，涂克投笔从戎，成为新四军
一名文艺战士，服役于新四军战地服务
团绘画组。他不但擅长作画，而且善于
作曲。

1943年根据地相对稳定，人民群众
踊跃参军。受所见所感之启发，涂克创
作了这首歌谣《白菜心》，抒发了军民团
结如一人的鱼水之情。

1943年7月9日，《盐阜报》头版头
条刊发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撰写的文章
《新四军在华中》，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七
七事变以来，新四军在华中地区抗日的
整体情况，并勉励大家“克服困难以迎接

新时代之胜利。”
在该文第四部分的“战局平衡”中，

陈毅提到了“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
新四军，新四军，新四军，你为人民死，人
民得你生，大家来参军”。这是《白菜心》
在《盐阜报》的首次亮相。

一首《白菜心》道出了老百姓要参
军的心声，那么当时参军的情况如何
呢？

当时的《盐阜大众》报上也有报道。
1943年7月1日该报刊登了一篇组合式
报道《一片参军声》，其中一则消息讲述
了阜东四区一位老人送子参军的故事。
报道用非常口语化的文字，描述了老人
嘱咐儿子的内容，“新四军不比别的军
队，长官不作打人，不作骂人，当兵和当
官长一样待遇”“吃得饱、穿得暖，每天上
操、学字、学道理”，最终说服了儿子，将
其送到了部队。

奋一首《白菜心》，唱出百姓声红色

映照初心使命，守住人民的心感恩

《白菜心》为何能够广为传唱、至今
不衰？思之悟之，其中就蕴含着江山就
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深刻道理。

“芥菜苦，白菜甜，这是简单的生活
常识。新四军抗战为民，与老百姓朝夕
相处、患难与共，在老百姓心里，新四军
是骨肉相连的一家人。”盐城新四军研究
会常务副会长刘小清告诉记者。

《白菜心》这首看似普通的歌谣，凸
显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当年成千上万的
热血青年，正是在“人民得你生，大家来
参军”的精神感召下，告别亲人、投身战
场。新四军也在老百姓的真心拥护下，迅
速成长壮大，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四军好不好？共产党好不好？老
百姓心中有杆秤。

1949年12月22日出版的《盐阜大
众》报，第三版有一篇《“宋青天”和“宋人
命”》的文章。作者讲的是阜宁县修筑海
堤一事，将国民政府修筑海堤的负责人
宋君亮，与后来抗日民主政权阜宁县县
长宋乃德进行比较。

宋君亮修海堤，中饱私囊、偷工减
料，修好的堤坝一冲即垮，沿海群众再次
受灾，愤而给宋君亮起了个绰号“宋人
命”。相比之下，宋乃德在华中局、新四
军的大力支持下，动员两万多名民工，战
胜种种困难，修筑了全长90华里的拦海
大堤，守护着曾经遭受海潮多年侵害的
阜东百姓。群众将新海堤与当年范仲淹
所修的范公堤相媲美，称其为“宋公堤”，
并刻下“宋公碑”，永作纪念。

如今，在“宋公碑”不远处，是一座现
代化的港口——滨海港，巨轮踏着海浪
驶入港口，向全球最大的LNG储罐输送
天然气。

“宋公碑”向南20公里，就是《盐阜
大众报》创刊地的旧址纪念馆。这里，也
是盐阜报人初心生发地。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当年，父老
乡亲选择白菜心，因之不苦；人民群众拥
戴新四军，因之为民。

铁军魂，盐城红。习近平总书记的
殷切关怀和谆谆教诲，牢牢印刻在盐城
市广大干部群众脑海中。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盐城重要指
示精神，重温新四军的历史，领悟民心向
背等重要论断，盐城人民正在奋力绘就
革命老区美好生活新画卷。

“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
军。”12月3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新四军纪念馆时，在该馆第五展厅一面
墙上镌刻的《白菜心》歌谣前驻足良久。

“当时我读了歌谣的前半句，总书记
读了后半句：‘新四军，新四军，你为人民
死，人民得你生，大家来参军’，不经意间
的自然流露，映照的正是岁月不改的人
民情怀。”回忆起全程1个多小时的现场
讲解，新四军纪念馆馆长仇金标依然十
分激动。

“习近平总书记对每一块展板、每一
张图片、每一件文物都看得很细，他对新
四军的历史非常熟悉，还讲了一些工作

人员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细节。”仇金标说
道，“总书记对新四军历史特别了解，是
一名专业观众。总书记不仅问得细，还
问得特别专业，提出的不少问题我也是
头一次了解到，可以说学到很多。”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从
历史深处走来，朝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在一往无前的壮
阔征程中，新四军的历史就是为人民谋
幸福的历史，这是对初心的叩问探寻。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
出，“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
的心，为的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牢记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嘱托嘱托

奋进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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