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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线愈暗，发光的东西愈亮。
第一次站在这尊锤镰石脚下，我的
心头突然就涌现出了这一句，思绪
飘逸。

这尊天然的锤镰石，状若党
徽，就那样一直默默静卧谷底，不
知在四川省仪陇县马鞍镇朱德故里
琳琅山风景区里细数了多少岁月。

直到 2006 年，时值朱德诞辰
120 周年，因景区入口改建到山脚
下的谷底，它才被人发现。当时几
名工作人员正在拟建的大门处勘
查，有人不经意一抬头，发现了这
块天然的锤镰石。整个石头占地 5
平方米左右，由天然生成的三块石
头融为一体。底石的石盘外沿的四
分之一呈直线、四分之三呈弧线，
像极了一把镰刀；石盘上两块石头
呈“T”字形连接在一起，酷似一
把巨大的铁锤，造型奇特，神似中
国共产党的党徽。

每当我在锤镰石边伫立，心头
就会涌起敬意，感受到一种光芒，
给予我向上的力量。南湖红船，南
昌枪声，井冈山龙江书院，遵义会
场，大渡河上铁索桥，雪山，草
地，窑洞，南泥湾，香山，北京天
安门……铁锤、镰刀的光芒，照耀
着这些熟悉的地方，在我的脑海中
愈来愈闪亮。

无数远道而来，瞻仰朱德元帅
故乡的人们，面对这一自然奇景，

总会不由啧啧称赞：“太神奇了！太
不可思议了！”

一位老红军在家人陪伴下，坐
着轮椅来到这里，听他的家人说，
他一直有个心愿：看看朱总司令的
家乡；一位中年人带着佩戴红领巾
的孩子，神色肃穆，给孩子讲共产
党艰苦奋斗的故事，孩子仰头凝
望，一脸虔诚；一位青年人挽着女
朋友的手，两人并肩而立，静静地
凝眸这尊天然的石头，满怀钦佩的
目光秋水一般澄澈。

透过这些虔诚的目光和钦佩的
神色，仰视锤镰石，我又看到了那
种光芒。我渐渐懂得，井冈山上坚
定的回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那是信念之光：忠贞不渝，坚定不
移；我渐渐领悟，天心圩的奋臂疾
呼：黑暗是暂时的！那是力量之
光：拼搏不止，奋斗不息；我渐渐
明了，嘉兴南湖红船上轻声呼出的
誓言：共产党万岁！那是希望之
光：一心为民，前赴后继。

时下，安徽省怀宁县6万亩蓝莓刚刚完成
采摘季。“今年蓝莓果实丰满、质量好，是个
丰收年。我一共种植了1.1万亩蓝莓，今年有
7000 亩挂果，产量 4000 多吨，产值近 2 亿
元。”一蓝莓基地负责人黄冰霜高兴地说，北
京、上海等地的订单很多，基地雇用了200多
名村民采摘。清河乡流转 5000余亩土地用于
种植蓝莓，600多名村民可以在家门口打工增
收，平均年收入 1万多元，山更绿、景更美、
人更富。

产业兴，则乡村活。近年来，怀宁县统
筹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努力
实现生态环境“高颜值”与经济发展高质量
有机统一，最大限度释放生态红利，“点绿成
金”的乡村振兴故事每天都在上演。“我们牢
牢守住生态和发展两条底线，把农村作为一
个大景区、大花园来统筹规划、整体推进，
让蓝莓种植‘点上美’和‘面上美’统一，
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蓝莓经济，真正使每一
个乡村都成为‘经济强、百姓富、生态美’
的幸福宝地。”怀宁县县委书记余学峰说。

“这里以前是荒山，现在水泥路通了，自
来水通了，村民在家门口的蓝莓基地上班，
既有固定收入，又能照顾家庭，更重要的是
家乡环境变美了。”谈起现在的生活，清河乡
硖石村永丰组村民何改南喜笑颜开。顺着何
改南手指的方向看去，上千亩连片的蓝莓苍
翠欲滴，绿叶掩映之间，昔日荒山坡岗披上
了新装。

据了解，怀宁县共有 10.5 万亩土地适宜
种植蓝莓。截至目前，全县蓝莓种植面积超
过 6 万亩，培育了 177 家蓝莓产业化企业，5
家深加工企业。预计到 2025年，怀宁县蓝莓
种植面积将达到10万亩，年加工能力达到10

万吨，年接待游客100万人次，年产值达到100亿元。
一栋二层小楼门前，75岁的村民刘杰松正在打扫卫生。他笑呵

呵地说，村子变得干净、漂亮，村民都养成了爱卫生的好习惯。怀
宁县江镇盘石村刘大屋有 98 户 438 人，原本是环境脏乱差的老村
庄。近两年，盘石村引导村民走美丽乡村建设道路，将一个破旧的
村庄建设成美丽宜居的新农村。走进刘大屋，举目望去，都是各式
各样的楼房，柏油硬化的小路伸入村庄。村庄中间，一口漂亮的当
家塘自成风景。“村里像这样的塘有几口，通过治理，都变成了景观
塘。”盘石村党支部书记刘玉平介绍。

正值傍晚，越来越多的村民聚集到村民文化广场，有的围坐在
石桌前谈笑风生，有的在唱黄梅戏，还有的在跳广场舞……生活更
加富足之后，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也逐步提高。盘石村刘大屋建起
文化休闲广场、文化室、篮球场、乒乓球场等惠民娱乐场所，村民
还自发成立了黄梅戏票友协会、舞蹈协会等，文明、健康的生活方
式走进村庄。

“自从红军来过了，到处长满
红军草；红军草，红军草，一年四
季长得好……红军草，红军草，风
吹叶儿轻轻摇。花儿好像五角星，
远望就像红军笑。”这首 《红军草》
一直流传在革命老区云南省武定、禄
劝一带。乌蒙高原，无论春夏秋冬，
一年四季到处长着绿油油的红军
草。每年，许多党员群众怀着敬仰之
情，来到这里追寻红色踪迹，《红军

草》的歌声响彻云霄。
地处乌蒙高原群山深处的山南

村，是一个只有 80 来户人家的小山
村。土墙木屋，村民全是彝族。这
里的村民喜欢种植花草，我们走进
一户人家，庭院中种满了月季、兰
草、仙人掌等。“我这里的花不算好，
那漫山遍野的红军草，才叫壮观哩。”
院里的老人叫杨成英，他向我们讲述
了86年前红军长征的故事。

1935 年 5 月，中国工农红军红
一方面军来到乌蒙高原。当时，武
定、禄劝一带连续大旱，乡亲们连
山上的野菜都吃光了。就在这时，
红军来了。红军没收地主老财的粮
食分给穷人，乡亲们得救了。红军
走后，山上长出了一种小草，漫山
遍野都是，绿油油的，人畜都能
吃。为了感谢红军，乌蒙高原彝族
群众把这种草，称作红军草，并编
了一首歌。

如 今 ， 红 军 草 已 长 遍 乌 蒙 大
地。武定、禄劝的彝族群众幼有所
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人还没到木高古村，一首 《红

军长征到彝寨》 便从群山深处飘
来：“三月马樱红满山，红军长征到
彝寨。千军万马兵力强，吓得土豪
叫爹娘。军民团结心连心，红军事
迹记得清。”1935 年 5 月 3 日，红一
军团一师来到木高古彝寨宿营。红
军不扰民不掠民，任蚊叮虫咬在村
场坝里露宿。夜里，红军燃起篝

火，举行晚会，表演红军是穷人的
军队、红军为天下贫苦人民大众打
土豪分田地等精彩文艺节目，宣传
革命道理。该村穷苦妇女杨李氏帮
助红军磨了5升包谷，红军走时，送

给她一块纱布、一丈黑布、一口铝
锅。群众称赞：“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这样好的军队！”

近年来，武定县按照“以红促
旅，以旅传红”的目标，打造一条
3.8公里长的红色旅游线路，串联起
红军路、红军泉、红军树、红军标
语、红军报告厅、红军纪念馆等景
点，建成游客服务中心、红军长征
纪念馆、农耕文化馆，深挖红色文

化内涵，让游客深入体验红色文化
的精神魅力。

走进禄劝杉乐村，一首 《红军
歌》回荡在村子里：“当兵就要当红
军，帮助工农打敌人……”杉乐村

是通往皎平渡口的必经之地。村中
有株年逾百年的杉乐树。1935 年 5
月2日，中央红军奔赴皎平渡，途经
杉乐村时，毛泽东、朱德在这棵树
下休息，朱德将战马拴于此树。后
来，当地群众将此树称为“将军
树”。杉乐树见证了红军巧渡金沙
江，经历 7 天 7 夜，3 万红军仅凭 6
只小船，渡过了金沙江天险，跳出
了国民党反动派 40 万大军围追堵截
的包围圈。当国民党追兵赶到江边
时，只捡到几只红军穿过的草鞋，
峡谷里回荡的是 《红军渡江动员
歌》：“金沙江流水响叮当，我们红
军要渡江。不怕水深江流急，不怕
山高路又长，我们红军真顽强。”

随着乌东德水电站的建成，皎
平渡已成库区，红军渡江纪念馆已
搬迁至半山腰杉乐村。今天的杉乐
村，矗立着高耸入云的红军渡江纪
念碑。“将军树”旁的红军长征纪念
馆，通过文字、雕塑、文件、图
片、影像等资料展示着那段历史。
泛白的红军服、磨破的草鞋、斑驳
的军号、打满补丁的旧木船……仿
佛在诉说着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壮
举。如今，每个季度，杉乐村都会
举办长征故事微党课，党员群众齐
心协力为村谋发展，红色党建、红
色旅游助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红军巧渡金沙江，长征北上抗
日之路，是胜利之路，又是洒满革
命鲜血之路。这条路，已经长满红
军草，开遍胜利之花。从乌东德至
攀枝花形成了 100 公里长的金沙湖，
一座金沙江大桥跨越天堑，云南四
川两省牵手发展，金沙江两岸旅游
兴旺。

左上图：云南武定举行的“重
走红军长征路”主题活动。

李绍德摄

启航地：铭记与传承

每年，一批批新入队的少先队员
来到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前，聆听革
命故事，在队旗下庄严宣誓，铭记和
传承红船精神。对于许多嘉兴的小学
生而言，他们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的
仪式特别令人难忘。

在红船启航地，这些孩子们也成
为弘扬和践行红船精神的使者。2013
年，南湖团区委联合南湖革命纪念馆
发起暑期夏令营，让四至六年级的少
年队员进行为期一周的讲解实践。
2017 年，“红船小讲解”在原短期夏
令营的基础上，正式开展常态化实践
活动。湖心岛、南湖革命纪念馆、嘉
兴地方党史陈列馆、苏嘉铁路遗址公
园……每逢周末、节假日，这些少先
队员们活跃在嘉兴红色旅游路线的各
个点位，成为嘉兴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的主力军之一。通过对每一张图片、
每一个物件的细细品读，孩子们不断
充实讲解内容，并向参观者传递革命
精神。

湖州市长兴县地处苏浙皖三省
交界地带，这里最完整地保存了江
南抗战时期规模最大的一处革命旧
址群——湖州市新四军苏浙军区旧址
群，共有18处新四军苏浙军区旧址建
筑 ， 因 而 被 誉 为 “ 江 南 小 延 安 ”。
1945年 1月 13日，新四军军部转发中
央军委命令组建苏浙军区，军区设在
长兴县槐坎乡温塘村。粟裕为军区司

令员，统一指挥苏南与浙东部队。
新四军苏浙军区成立后，在槐坎一
带先后设立了指挥部、司令部、后
方医院、兵工厂、江南银行、报社
等多个机关部门。当年，许多村民
家中曾住过新四军战士。槐坎一带
成为抗战热土。

70余载过去，红色基因在这里发
扬光大。旧址群得到精心修缮和保
护，当地将红色资源、生态资源等有
机融合，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例
如，让参观者穿上新四军的军装，走
一趟红色革命旧址，看一场红色主题
电影，听一回红色主题报告，唱一首
红色歌谣，吃一餐红色竹筒饭等，亲
身体验新四军当年的战斗生活。

绿色路：越走越宽广

在浙江，绿色与红色已融为一体。
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的发源地，安吉声名远播。除此
之外，它还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地
处长三角地理中心，是长三角大城市
的共同腹地。如今，它成为中国绿色
发展的典范，也是“红绿”融合发展
的样本：绿色生态为红色旅游提供了
良好的环境，红色文化为绿色发展培
植精神力量。

这里有诸多红色遗迹，例如孝丰
革命烈士陵园、老石坎村“浙北第一
党支部”、新四军苏浙军区前线指挥
部旧址等。今年 3 月，安吉县正式发
布了“峥嵘岁月稠”经典红色线路、

“醉美两山路”热点红色线路、“欢乐
探秘行”研学红色线路、“追忆红军
路”浦源红色线路等红色旅游线路。
其中，余村是“两山”理念发源地，
竹博园是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和“两
山”讲习点，江南天池是全国科普教
育基地，大竹园村和鲁家村分别为国
家级美丽宜居示范村和省级美丽宜居
示范村。这些线路共同串联起具有安
吉特色的“红色风景线”。

安吉县文体旅游局副局长罗福娣
表示，充分挖掘安吉红色文化和绿水
青山资源禀赋，创新“红色文化+绿
色生态”的文旅融合发展模式，让红
色与绿色交相辉映、文化与生态同频
共振，打造一张独具特色的安吉旅游
新名片。

此外，安吉还与江西省吉安县结
为共建县，与陕西延安等地结成生态
联盟，并实施“红色党建、绿色经
济”休闲产业党建工作，着重研究红
色旅游如何助推绿色经济发展。

看未来：为共同富裕探路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的意见》发布。共同富裕的美好社会
什么样，浙江又将如何先行先试为全
国实现共同富裕探路？浙江日前发布
了《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 年）》，其
中明确提出要以高水平创新型省份
建设为抓手，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

战略支撑，形成浙江特色全域创新
体系，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为率先实现共同富裕提供
强劲内生动力。

浙江有着优越的科技创新基础，
一大批知名科技企业在这里落户、发
展、壮大，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浙江的
重要名片之一。这一点从名为“数字
科技·云上逐梦”的精品线路中可见
发展的趋势。该线路涵盖嘉兴市桐乡
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会址、杭州市杭
州湾跨海大桥、嘉兴市海盐县秦山核
电科技馆、杭州市云栖小镇 （浙江数
字经济特色小镇）、杭州市城市大脑
公司、杭州市未来科技城、杭州市梦
想小镇。

江苏游客蒋必胜在一家互联网公
司工作，对该条旅游线路有浓厚兴
趣：“过去，我经常到浙江旅游，但
主要是看古镇、湿地、青山、绿水，
通过这些可以了解浙江的历史和现
在，如今有了这条科技含量高的旅游
线路，我可以从中了解浙江乃至中国
的未来科技发展。”

上图：雨后放晴的浙江安吉大竹
海，白云朵朵飘，乡村显得格外清新
怡人。 潘学康摄 （人民图片）

浙江：红色根脉 绿色发展
本报记者 尹 婕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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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南湖是“红船启航
地”，距其不远的湖州安吉则
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发源地。一红一绿，共
同构成了之江大地的底色：
红色根脉，绿色发展。

“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
条精品线路”中，涉及浙江
的共有4条，分别是“开天
辟地·革命启航”精品线
路、“水乡抗战·红色浙江”
精品线路、“数字科技·云上
逐梦”精品线路以及“两山
理念·振兴之路”精品线
路，涉及20多个红色景点。

怀宁县江镇盘石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