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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基因融入血脉 先烈精神引领新程

红润童心童心

红色热土热土

忆红色历史，看乡村新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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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激励着后人奋勇前行。

1月24日，记者走进以新四军烈士白果名字命名的建湖县冈西镇白果居委会，寻访这个地名所承载的红色故事，

领悟英烈们如磐初心，汲取奋进不息的精神动力。

□记者 陆荣春 宋晓华 曹恒锋

正气凛然写初心 为国捐躯铸忠魂

记者手记手记

采访当天寒风凛冽，但我们内心依然火热。在新
四军烈士命名地——建湖县冈西镇白果居委会，我们
听烈士故事、看乡村新貌，回程的路上，我们内心久久
不能平静，今天的幸福生活已如英雄们所愿。

白果居委会辖区聚集十多家土工软基材料生产企
业，为建湖县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建冈路、创
业路、致富路、创业大道成为冈西集镇上一道道亮丽的
风景线。

正是在英雄精神的激励下，这里的百姓奋力拼搏，
生生不息的红色精神为发展注入新动能，勤劳致富的
故事轮番上演。我们看到这方热土上的百姓讲好红色
故事，传承红色基因的担当和使命，更看到辖区各项事
业发生的喜人变化，让我们欣慰的是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在不断提升。
追寻红色足迹，

感悟初心使命，作为
新闻工作者，我们更
加坚定红色信念，在
和平年代，依然要做
到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用文字的力量让
红色故事代代相传。

重温红色记忆
传承先烈精神

“现在我们白果居委会老百姓是‘家家住
楼房，还有钞票存银行’，这些是白果烈士和先
辈们抗击日寇，浴血奋战换来的。”今年72岁
的当地居民刘进有着40年党龄，他一脸自豪
地说，生长在以烈士命名的村庄里，从小便受
烈士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所感染，这种精神激
励着大家拼搏向上。

在红色文化的熏陶下，刘进的儿子成为一
名中学教师，儿媳是一名医生，孙子也考上了
大学。刘进和老伴都有退休金，在他们的支持
鼓励下，儿子、儿媳在盐城市区买了房，全家日
子过得甜甜蜜蜜。

白果烈士陵园的守护者王石万老人今年
71岁，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烈士红色的基因
能够代代相传，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令他
欣慰的是，白果居委会干群在革命先烈的精神
感召下，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
动力，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
面”的治国理政战略思想，积极投身到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

建设的大潮中。这片红色热土也呈现欣欣向
荣的发展态势。

走进冈西园区的江苏中联路基工程有限
公司，只见车间内一片繁忙，工人操纵着一台
台机器，赶制着销往国内外的一批批排水板。

“创二代”李荣荣说，她的父辈们出生在白
果当地，白果烈士的故事一直激励着他们。20
多年前，李荣荣父辈们创办该公司，一心要把
公司做大做强，带领更多的群众过上幸福美好
的日子。随着公司的壮大发展，这么多年来，
公司已吸纳周边群众200多人就业，对促进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带动居民增收做出了贡献。

今年57岁的包装工刘佳青在这里工作多
年了，每月能拿四五千元工资。她说，家门口
有这样的企业她感到很幸福，因为不用出远门
就能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还能照顾家庭。

如今，“创二代”李荣荣已经完全接过父辈
的接力棒。她表示，要延续父辈吃苦耐劳、敢
闯敢干的精神，在原有传统产业基础上，走“科
技人才兴企，绿色发展之路”，不断做大做强公

司规模，公司近年来研制的高科技产品秸秆排
水板因绿色环保备受市场青睐。

李荣荣表示：“心中有理想，脚下有方向是
当代青年应该有的样子。我们要铭记红色历
史，传承创业精神，带领更多人创业、就业，在
烈士鲜血染红的这片土地上书写‘红’‘绿’相
映的精彩篇章，让生活在这块热土上的人们更
加幸福。”

经济有发展，文化有特色。冈西剪纸历史
悠久，去年11月，被省政府列入第五批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在建湖冈西
新艺坊，建湖县冈西小学剪纸小组辅导老师陶
学齐，用剪纸艺术表达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
爱。他带领孩子们学习了解剪纸作品背后的
经典故事，感受红色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激
发孩子们的爱国热情。

白果居委会这个带有红色底蕴的地名，是
前行路上奋进不止的“方向标”。现在，这里拥
有200多家个体工商户，成为冈西繁华的区域，
并建成国内重要的土工软基材料生产基地。

红色基因代代传 发展经济勇创业

白果烈士和先辈们的英雄事迹深深感动了我，他
用生命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的壮歌。我们一定要铭记
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继承革命先烈的光荣
传统，努力学习，争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盐城市第一小学

五（6）班 张开鑫

正是烈士英雄们的滴滴热血，才换来了如今富强
的国家，烈士英雄们，我向您致敬！

——盐城市第一小学

五（6）班 张宋瑞

一个故事，一份精神食粮，一次红色洗礼，我们从

英雄事迹中感悟理想信念，感受责任担当。

——盐城市第一小学

五（6）班 唐昕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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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湖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白果烈
士陵园，汉白玉雕琢而成的白果烈士塑像巍然
矗立于广场中央。

“1941年8月，为掩护干部群众转移，白果
在冈西镇一处河口牺牲，年仅22岁。”烈士陵
园守护者王石万告诉记者，“83年前，中共地
下党员、我的父亲王鹤鸣亲手安葬了白果烈
士。”

白果，原名邓延熙，字康民。1919年1月
出生于山东省聊城，早年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春，白果参加中共鲁西北特委组织领
导的青年记者团。不久，他就当选为聊城青年
抗日报国团团长。1940年春，白果随黄克诚
率领的八路军五纵队一支队挺进盐阜，被上级
组织任命为盐城县十四区区委书记，公开身份
是民运大队长。此时，他化名“白果”。

白果在盐城战斗期间，始终发扬在部队的
好传统、好作风。每到一处，都严格遵守群众
纪律。下乡工作，他和群众一起吃糠咽菜，从
来不开小灶。利用工作之余，帮助群众挑草、
拎水，农忙时，还和群众一起下田割麦、栽秧，

当地群众夸赞他是“庄户人的好领导”。
1941年，驻上冈、草堰口、石桥头等地的

日伪军，向十四区的西吉庄、尖墩一带发动疯
狂扫荡。白果在突破敌人围剿时，不幸壮烈
牺牲。

“白果牺牲的那天是农历七月初二，日伪
军从四个方向围剿过来。不一会儿，战斗打响
了，持续两个多小时后，终因敌众我寡，我方伤
亡较大。就在这关键时刻，白果果断命令突
围。当部队和区委机关撤到尖墩时，敌人又潮
水般地追赶过来。这时，白果和区长李甲一面
迎战敌人，一面指挥突围。最后，他二人为了
逃出虎口，不得不泅水过河，白果不幸溺水牺
牲，年仅22岁。”在白果烈士陵园不远处，便是
烈士的牺牲地尖墩五汊口大港河，王石万站在
河边沉痛地说。

1942年，盐城地方组织和广大群众为纪
念白果烈士，把烈士牺牲的地方命名为“白果
乡”。现为建湖县冈西镇白果居委会。1967
年3月，冈西镇在烈士牺牲的地方兴建了白果
烈士陵园。

白果壮烈牺牲后，在相隔千里的聊城老
家，他的妻儿并不知情，一面艰难度日，一面不
断打听他的下落。直到29年后的1970年，他
们经多方打听才得知改姓换名后的白果，早已
牺牲，并安葬于江苏省建湖县。1973年3月
12日，白果亲属专程来到建湖祭扫烈士墓，受
到建湖县领导和群众的热情接待。

王石万说：“同年12月，当时的白果公社
举行了3000多人的追悼大会，烈士故乡的党
委和群众要求留下一半烈士的骨灰埋葬原处，
以便年年祭扫，永久纪念。”12月20日，白果
烈士的部分遗骸在当时建湖县民政局领导的
护送下到达聊城。英雄魂归故土，当地在聊
城县革命委员会礼堂举行庄严隆重的追悼
大会。

烈士名字早已融入大地血脉，扎根人民心
中。“生于聊城，死于盐城，两城人民悼烈士；投
身革命，献身革命，革命群众念英雄。”这是建
湖县群众对白果烈士的挽词。如今，每年清明
节，聊城和盐城两地的群众都会到革命烈士陵
园祭奠，缅怀白果烈士。

——走进建湖县冈西镇白果居委会

（扫码看视频）

③ 小记者参观江苏中联路基工程有限公司生产车间② 大小记者走进建湖县白果烈士陵园① 白果烈士汉白玉塑像巍
然矗立于建湖县白果烈士陵园
广场中央 ⑤ 大小记者采访建湖冈西新艺坊④ 烈士陵园管理员王石万讲述烈士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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