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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4

相聚羊寨相聚羊寨““桃桃””醉花海醉花海

本报小记者赴黄河故道桃花源研学
□实习生 徐跃铭 记者 郭敬雷/文 张一轩/图

“杏树坛边渔父，桃花源里
人家。”这是唐代诗人王维所
写的《田园乐七首·其三》，在
黄河故道阜宁羊寨段，也有一
处桃花源，这里桃花盛开、百
果齐香，这里有中共中央华
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旧址的
红色文化，也有因烈士童世
明命名的世明村和童世明烈士
纪念馆……4月22日，本报近
百名小记者来到位于阜宁县羊
寨镇的桃花源研学。

合影留念合影留念

黄河故道是1128年（南宋建炎二年），为阻止
金兵南下，宋东京留守杜充在今河南滑县西南人
为决河，使黄河东流经豫东北、鲁西南地区，汇入
泗水，夺泗入淮。从此黄河离开了春秋战国以来
流经今浚、滑一带的故道，不再进入河北平原，而
流入淮地。这是黄河下游变迁史上第四次重大
的改道，也形成了黄河下游多股分流的局面。后
来在明万历初年，当朝水利学家潘季驯推行“筑
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方针，下游河道方始基
本固定，即成为如今的黄河故道（也叫废黄河）。
当天下午2时许，阜宁县黄河故道桃花源生态经
济区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侯林生向小记者介绍
起黄河故道的形成历史。据介绍，羊寨桃花源的

“桃花节”已经有26年的历史，建成的“桃花源景
区”已经初具规模，每年桃花盛开的时候，日接待
游客1.5万人次。

在桃花源景区，近百名小记者穿过桃树林、
越过风车门，来到上千平方米的大型室外游乐
场，这里的大型滑梯、大型笼式攀爬……让出生
在城市的小记者着实过了一把瘾。桃花源景区
紧挨着黄河故道，当天的风虽然有点大，但在游
乐场玩了两个小时的小记者们还是意犹未尽。

昔日黄河夺淮带来的泥沙堆积，使得羊寨地
势高亢、日照充足，日夜温差明显，造就了这里得
天独厚的万亩果园。当天15时30分，小记者来
到阜宁县黄河故道桃花源生态经济区管理委员
会的百果园。“这是桃树、这是梨树、这是樱桃树、

这是桑葚树……”对于从没见过的果树，小记者
在百果园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一一辨认着。百果
园的草莓大棚内，种植着江苏省农科院培育的新
品种草莓，品尝过不一样感觉的草莓后，小记者
兴奋地拎着小篮子开始了采摘。一小时后，小记
者在装满收获的笑容中踏上返程的大巴车。“红
色文化、故道采风、果园探究，通过一次游历让小
记者能够了解历史、了解桃花源和当地风土人
情，更好地为明天努力学习，也是这次小记者到
黄河故道桃花源采风的意义所在。”阜宁县黄河
故道桃花源生态经济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张善民
这样说。

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旧址，
位于阜宁县羊寨镇单家港。华中局第一次
扩大会议旧址再现了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不畏艰难险阻，抵抗日本侵略者
的丰功伟绩。当天上午8时许，本报近百名
小记者从报社出发，驱车两个小时来到华中
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旧址。在专职解说员的带
领下，小记者用一个小时参观了整个旧址。
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旧址占地70亩，包括
华中局纪念馆、华中党校、人物碑廊等，集中
展示了新四军在苏北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
展示了我党治党治军的辉煌成就。“作为一
名小记者，我一定要发扬革命先辈的艰苦朴
素精神，努力学习报效国家。”盐渎实验学校
小记者唐思淇参观过旧址后这样说。

“童世明烈士，原名童锡福，1912年出生
于河南信阳市商城县武桥乡(今上石桥镇)高
庙村。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加入中
国共产党，历任连队指导员、营长、团参谋长
等职。1934年，在红军长征途中，任红25军
某营营长。1937年，因作战英勇，职务由营
长提拔为副团长。1941年，童世明率部驻扎
在阜宁与涟水之间的废黄河（今称：黄河故
道）一带；1943年3月19日，新四军3师22团
与日伪军交战，在副团长童世明的指挥下，
连续击退日伪军三次进攻，当日下午 4 时，
战斗愈打愈烈，童世明为掩护部队和群众转
移，不幸被敌人一颗炮弹击中头部，因伤势
过重，壮烈牺牲……”世明村离华中局第一
次扩大会议旧址不到1公里，村子是由烈士
童世明的名字命名，本报小记者跟随着解说
员来到位于村部的童世明纪念馆。1943年6
月1日，新四军3师和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
举行公祭大会决定，改烈士牺牲地高庄村为
世明村，改单家港为世明港，改单家港小学
为世明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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