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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阜宁大地上的“基因红”

□本报记者 王青菁 王继芳 刘
波 现代快报记者 姜振军

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典
型战例

单家港，位于阜宁县羊寨镇西的
古黄河畔，刚刚一场大雨，让一望无
际的田野格外清新。车行至古黄河
堆公路的一个路口停了下来，羊寨镇
宣传委员戴神圣指着前方的一个岔
路口说：“那片区域就是单家港战斗
的战场遗址。”抬头望去，前方一片树
林里一方石碑，记载着80多年前曾经
发生的战斗。大家停步屏息，生怕惊
扰长眠地下的英灵，接着又四处寻
觅，试图找到那场战斗留下的痕迹。
一阵风儿吹过，头顶上树叶沙沙作
响，让人仿佛又听到那场战斗激战的
枪声、战士的喊杀声……

“1943年春，日寇对盐阜区进行第

二次大‘扫荡’，新四军三师集结主力
奋力反击。二十二团与敌人交战于涟
水黄营，毙敌近百人，追敌十余里。”陆
凤佩老人原是一所学校校长，今年已
经86岁，讲述这场战斗发生起因，思
路依然清晰。“当年3月18日，日寇从北
禄沟、佃湖等地纠集600余人，沿着废
黄河堤寻找新四军妄图报复。然而新
四军严阵以待，二十二团在副团长童
世明的指挥下，以牺牲23人的代价，
消灭日军264人，伪军80人，赢得了战
斗胜利，但童世明在掩护大部队和群
众撤退时，不幸头部中弹而负重伤。”

向前的又一个路口，耸立着新四
军阻击阵地的雕塑，当地居民赵学华
老人说：“重伤的童世明被两个警卫
员抬着奔赴范家荡救治，途中因伤势
过重壮烈牺牲。”老人手指坐落在牺
牲地的童世明雕像，神情有些悲寂。

“单家港战斗是盐阜区抗日战争
中歼灭日寇最多的一次战斗。童世
明是阜宁境内牺牲级别最高的新四

军干部。由于这场战斗充分体现新
四军以小股部队阻击、大部队转移、
分散隐蔽的战略思想，被中国军事博
物馆作为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收
录。”阜宁县红色资源保护利用中心
讲解员朱明明说。

纪念塔成为全国重点
保护文物

新四军在阜宁5年之久，与日伪
顽战斗4700余次，歼敌6万余人。在
粉碎日伪军对盐阜地区第二次大“扫
荡”中，近2000名将士英勇献身。

为国家、为人民牺牲的新四军将
士，人们永远铭记。在那个食不果腹的
年代，民众自发捐钱捐物，建造新四军
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就是最好例证。

“当时，负伤的新四军将士都送
到芦蒲镇芦蒲村的一座寺庙救治，牺
牲的将士就安葬在寺庙的周边。此
时，有人提出在这里兴建抗日阵亡将
士纪念塔，以纪念烈士、激励后人。”
朱明明介绍道。

“当地群众得知新四军要修建抗
日阵亡将士纪念塔后，肩担车推运来
所需建塔材料，参加建塔的义务劳动
群众近万人，他们参与挑水、挖土、抬
砖、和泥等劳动，不仅不拿一分工钱，
连吃饭也自带口粮。这个由群众自
发捐建的纪念塔从开工建设到竣工，
历时两个半月，成为全国唯一一座由
刘少奇和陈毅共同题字的纪念塔。”
朱明明说，纪念塔在1947年遭炮火毁
坏，1959年重建。现在的烈士陵园是
2018年10月重新规划修建而成。

2019年10月，“新四军盐阜区抗
日阵亡将士纪念塔”入选第八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0年9月，芦
蒲烈士陵园入选第三批国家级抗战
纪念设施、遗址名录。

感受阜宁大地上的
“基因红”

当天下午，一阵小雨过后，联合
采访组到达位于陈集镇停翅港村的
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内，义务讲
解员朱浩开正在向游客介绍刘少奇、

陈毅等人住过的旧居。这位与共和
国同龄的原村干部，每天早上开门、
晚上关门，全年无休，已经义务管理
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32年。

“目前，像停翅港村新四军军部旧
址的红色遗存保护点共有88处、革命
人物故事23个、曾经以烈士英名命名
的乡村18个、现存以烈士英名命名的
村居13个，多处都有像朱浩开这样的
义务讲解员。”朱明明说，阜宁本着“凡
有痕迹的都要留下记忆、凡有记忆的都
要留下故事”的原则，在对红色遗存进
行普查的基础上，加大资金投入，对中
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旧址、新
四军军部旧址等场馆的陈列布展进行
改造提升。编制《阜宁县红色旅游融
合发展总体规划》，统筹全县红色记忆
与水绿生态、乡村风情融合发展，不断
做活做强红色文化深度融合文章。

作为革命老区，阜宁高度重视红
色资源挖掘保护利用，努力推进“红
农旅教”融合发展。近年来，以争创

“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为
目标，深入挖掘革命精神内涵，打造
党性教育基地，不断塑造“铁军驻地
华中热土”红色旅游品牌新形象，探
索出一条在全省和全国具有示范效
应、推动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促进
革命老区振兴的新时代发展路径。

“对红色遗址、人物、史料、故事
进行深度挖掘，通过走访健在的新四
军老战士，对新四军有关革命史料和
革命烈士事迹等红色故事进行抢救
性挖掘，对已有的和新发现的红色遗
存点实行‘一点一策’，有计划地做好
每个点的恢复工作，让每一位参观者
都能感受到阜宁大地上的‘基因
红’。”阜宁县红色资源保护利用中心
副主任徐珊说。

朱浩开老人向参观者讲述新四军军部当时在停翅港村的红色故事。
记者 单丹 摄

阜宁，这块红色热土，不仅有众多鲜为人知的红色遗存，还流传着许
多可歌可泣的红色故事。家喻户晓的陈毅托孤、鲜为人知的女英雄方世
英、广为传唱的新四军英雄副团长童世明……近日，联合采访组一行驱车
来到这片英雄的土地，追寻先辈战斗足迹，感受阜宁大地上的“基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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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晚报讯 9 月 24 日，由国家
文物局指导，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
江苏省文物局、盐城市人民政府主办
的“民心向背决定着历史的选择——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新
四军纪念馆馆藏革命文物巡展”在
北京首展。此次展览旨在深入学习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盐城考察
时重要指示精神，铭记历史、缅怀先
烈、弘扬革命精神，以新四军历史为
生动教材，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
国主义教育。开幕式吸引众多领导、
嘉宾和新四军老战士、新四军亲属代
表等出席，共同见证这一激动人心的
时刻。

开幕式活动在新四军纪念馆宣
传片《牢记嘱托担使命 感恩奋进走

在前》的播放中拉开序幕。情景剧
《永不逝去的芳华》生动再现新四军
女战士王海纹脱下旗袍换战袍的感
人故事，赢得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这一剧目不仅展示新四军战士的英
勇无畏，更体现他们坚定的理想信念
和爱国情怀。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中国美术馆
馆长吴为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孙
晓云，分别向新四军纪念馆捐赠“铁
军忠魂”等主题雕塑设计稿及作品小
样、“民心向背决定着历史的选择”书
法作品，将活动推向高潮。捐赠的艺
术品不仅丰富新四军纪念馆的馆藏，
更为传承和弘扬革命精神提供宝贵
的文化资源。

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

研究会代表张晓龙会长向新四军纪
念馆交接了新四军各师史料。万晓
援将军代表家人捐赠原中顾委委员、
原成都军区政委万海峰和夫人赵政
1955年授衔时礼服、礼服箱，及1988
年授衔时万海峰上将肩章、领章、军
帽等文物、史料54（件）套。这些文物
史料的交接与捐赠，不仅是对新四军
历史的见证，更是对革命精神的传承
和发扬。

据悉，本次展览入选2024年度江
苏省博物馆纪念馆革命文物类重点
展览项目。展览分为“民族危急 铁
军出山”“为民浴血 英勇抗战”“践行
初心 改善民生”“人民战争 夺取胜
利”四个部分，展出精品革命文物185
（件）套，历史图片、文献300张，精心

设计 14 个驻足点、2 个功能区，辅以
沉浸式场景、动漫、模型、口述历史、
实境课堂、智享学术空间等多种形
式，生动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
四军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
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一路披荆斩
棘，付出的巨大牺牲，取得的一个个
辉煌胜利，为党和人民立下的不朽功
勋。首展时间为9月24日至10月10
日，展出地点在北京市中国政协文史
馆四层展厅。之后，展览还将在南
昌、合肥、南京等地巡展。广大观众
可以近距离感受新四军的辉煌历史
和革命精神，进一步激发爱国热情和
民族自豪感。

本报记者 姚梦 夏恒瑾 曾路
婵 现代快报记者 姜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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