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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地标巡礼·河南篇红色地标巡礼·河南篇

大河之南，中国之中。在100
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领
导河南人民英勇奋战，顽强拼
搏，书写了壮丽的篇章。

“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
线路”中，河南共有 4 条线路入
选，足迹遍及革命和建设、脱贫
与振兴，无论是“改天换地·中原
奇迹”“革命大别山·红色鄂豫
皖”，还是“南水北调·活水之
源”“山乡巨变·美在中原”，都是
河南风华的生动注脚。

英雄大别山

大别山，一座革命的山、红
色的山、英雄的山。

户户有红军、岭岭皆丰碑，
河南新县，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
地，位于大别山腹地。革命战争
时 期 ， 5 万 多 新 县 儿 女 前 赴 后
继，百折不挠，用鲜血和生命写
就了“28 年红旗不倒”的奇迹。

岁月如歌，如今，鄂豫皖苏
区首府革命博物馆已成为全国爱
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一级
博物馆、国家4A级旅游景区，屹
立在新县的热土上。在鄂豫皖苏
区首府革命博物馆里，陈列着

《惩办土豪劣绅条例》《鄂豫边革
命委员会土地政纲实施细则》 等
镇馆之宝。新县不仅见证了革命
斗争的硝烟，也是中国共产党早
期探索法治道路的实验田。

距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

馆 100 公里开外的地方，在息县
淮河岸边坐落着刘邓大军渡淮纪
念馆，集旅游、文化展示、生态
景观、休闲游憩于一体，红色印
迹与息县历史交相辉映。

淮河是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
别山的最后一道障碍，息县是刘
邓 大 军 强 渡 淮 河 的 主 要 地 区 。
1947 年 8 月，刘伯承、邓小平率
领晋冀鲁豫野战军 12万余人，冲
破敌人的重重阻拦，渡过淮河天
险，挺进大别山，揭开了解放战
争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
序幕。

纪念馆的大厅里，一幅大型
浮雕上栩栩如生地刻画了正在抢
渡淮河的刘邓大军，仿佛在向参
观者讲述着一首波澜壮阔的史
诗。纪念馆全方位再现了当年刘
邓大军的震撼场景，为弘扬“大
别山精神”、打造淮河生态经济带
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奋斗活水来

1962年冬，风沙、内涝、盐
碱“三害”十分严重，组织上决
定派焦裕禄到河南兰考担任县委
书记。临上任前，组织上给焦裕
禄 讲 ：“ 兰 考 有 三 最 ， 第 一 最
苦，第二最穷，第三最难。”焦
裕禄却对组织说：“感谢党把我
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最困
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请组织
上放心，不改变兰考面貌，我决

不离开那里。”
475天，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

苦干实干，治理“三害”，改变了
兰考的面貌。“兰考人民多奇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焦裕禄曾用生
命喊出的豪言，如今在兰考已变
为现实。目前，兰考县已成为全
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全国小
麦、棉花、油料生产百强县。两
岸的黄河湿地每年都会有大雁、
天鹅、斑嘴鸭等 200 多种野生动
物栖息繁衍。

“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言壮
语同样在河南林州付诸实践。

林州，以前叫林县，位于太
行山东麓，历史上属严重干旱地
区。10 万林县儿女硬是在万仞壁
立、千峰如削的太行山上，靠一
锤一钎建成了长达 1500 公里的

“人工天河”——红旗渠。在红旗
渠建设过程中孕育形成的红旗渠
精神，不仅铭记了林县人民感天
动地的奋斗历程，而且成为宝贵
的精神财富，至今仍然激励着广
大干部群众奋发进取，创造更多
的辉煌。

前有红旗渠，今有南水北调。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由

南向北进入河南安阳南郊，沿西
北画了一个半圆，再向北去。

一渠清澈的丹江水，缓缓流
进安阳，让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焕
发出勃勃生机。如今，安阳市已

有约 180 万群众喝上了甘甜的丹
江水，安阳河、汤河水质得到明
显改善，农田灌溉得到有效保
障。安阳正在成为一座天更蓝、
水更清、更宜居的城市。

生态助致富

叮咚流淌的山泉映着绿竹，
古朴的农家建筑坐落于山水之
间，昼观山花闻鸟语，夜卧林海
听涛声——河南栾川县重渡沟的
乡村美景，活脱脱一幅山水画。

“以前开荒垦山、伐木砍竹，
刨不出几个钱。”村民们逐渐认识
到，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求发展，
只会越来越穷。如今，在重渡
村，数万亩竹林变成“绿色银
行”，人们搭起竹林长廊、竹林幽
径等景观，开发出了竹筒米饭、
竹制办公用品等产品。重渡村的
发展蜕变，是以生态之美引领发
展之变。

近年来，自驾游成为许多人
的选择。栾川县顺势而为，推出
精品乡村旅游线路，绿色发展这
把“金钥匙”正在打开群众致富增
收的大门。好风景换来好前景，
曾经的贫困山村已变成远近闻名
的小康村。

河南大地上，越来越多的村
庄面貌让人耳目一新。

在河南信阳，田铺大塆村也

是“网红打卡地”，这个坐落于大
别山深处的小山村，已有 400 多
年的历史。1947 年，刘邓大军南
下，在田铺大塆设立临时指挥
所，大塆后山上至今还保留着当
年的战斗遗址。如今，依山傍
水、风景秀丽的田铺大塆，成为
游客旅游观光的好去处。

“老家寒舍”是田铺大塆的第
一家民宿，店主韩光莹说：“过去
的田铺大塆，房屋破败，牛粪遍
地，村里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外出
务工。如今，环境美了，生态好
了，许多人都回来了。”

今天，“看得见山、望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正在田铺大塆
成为现实。在这里，“60 后”“70
后”可以参与锄地、播种等农耕
活动，感受农趣；“80 后”可以
到童年体验馆重温中学记忆；还
有“90 后”喜欢的伴手礼店……
不同年龄段的人都可以在这里找
到属于自己的乡愁。

现在，乡村旅游已成为田铺
大塆的支柱产业。以前的空心村
变成了现在的网红村，靠着乡村
旅游这一抓手，村里人的生活更
加幸福。

上图：在河南兰考黄河湾风
景区俯瞰黄河。

李金雷摄 （新华社发）
左图：河南信阳田铺大塆风

光。 新华社记者李 安摄

奋进河南砥砺前行
本报记者 刘发为

1421 年正月初一的
凌晨，北京城刚度过一
个 不 眠 之 夜 ， 来 自 西
亚、东南亚等十多个国
家的使臣受邀去紫禁城
参加朝会大典，同明成
祖朱棣一起庆祝中国新
春佳节和紫禁城的落成。

今天，位于中轴线
核 心 的 紫 禁 城 庄 严 依
旧，迎接着来自四面八
方的游客。600年间，它
目睹了封建王朝的兴衰
交替，见证了中国从抵
御外敌的百年屈辱走向
新生后的繁盛复兴，是
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重
要见证者。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
与 故 宫 博 物 院 共 同 出
品、新纪实传媒和华传
文化传播集团联合制作
的纪录片 《紫禁城》，已
于近日开播。该节目以

“紫禁城”为眼，以“变
局”为切入点，站在大
历史的视角，选取中国
近600年历史进程中若干
重大事件，从中华文化
中汲取中国智慧，透过
紫禁城来认识世界，也
让世界从紫禁城浓缩的
600年中读懂中国。

紫禁城是中华文化的特殊载体，故宫博物
院始终坚持守正创新，致力于保护、研究和传
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不断探索通过创
新的表达与传播方式，让大众感悟故宫所承载
的中华传统文化魅力。

《紫禁城》 制片人兼总导演吴志勇表示，
“现在故宫在很多年轻人群体中是作为一个网红
打卡地出现的，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是因为一
些电视剧而了解故宫，我们希望观众通过这部
纪录片更加深刻地了解真实的紫禁城，了解这
座宫殿背后600年的历史。”

近几年，以“故宫”为主题的文化类节目并
不少见，但《紫禁城》跳出了“故宫”的局限，将
视野投向了整个中国。吴志勇解释道：“我们这
次以《紫禁城》为题，就是想突破‘故宫’这个概
念，故宫在我看来有两个层面的概念，一个是
故宫作为博物院，一个是故宫作为一座宫殿。
我们这部纪录片做的不仅仅是一部故宫的纪
录片，而且是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

依托紫禁城海量的文物和历史文献，《紫禁
城》 揭秘历史背后的更多细节，透过中华传统
文化的沿袭变迁，带领观众一览中国社会的演
进和变革。

在风格气韵上，《紫禁城》 厚重却不沉郁，
轻松中蕴藏深思，兼顾专业化和历史深度的同
时，在表达方式和触达范围上更加年轻化、现
代化和多元化。

《紫禁城》以时间脉络为主线，用《王者》
《基业》《远路》《惊变》《际遇》《异象》《交融》
《盛世》《思危》《图存》《破晓》《新生》共 12 个
篇章，串联起 600 年来跌宕起伏的历史，勾勒
出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的荣辱兴衰和精神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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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着“东方威尼斯”之称的水乡
古城苏州，要问哪个乡镇的桥最多？位
于姑苏之北、有着“中国民间戏曲文化
之乡”美誉的相城区北桥街道，肯定得
有个席位。

北桥境内河道纵横，水网交织，南
有漕湖，西有鹅真荡，全境被湖、荡、
河、塘包围，共有大大小小的河流百余
条，总长度超过100公里。

春秋时期，越国大夫范蠡为伐吴在
此开挖漕湖；孔子的弟子公冶长为方便
交通，带人在此开挖冶长泾……

水盛则桥多。“只要出门就遇桥，
只要走路必过桥”。但北桥究竟有多少
座桥？当地人也说不清楚。

北桥，古称莲花镇，距今已有3000
多年的历史。康熙年间，北桥被称为南
北桥市，有南桥和北桥两座石桥，北桥
因商业发展较快，清代成为集镇，镇以
桥名。

现存于今的古桥，大多于清代或民
国时期重修。其中较为知名的石家桥，
重建于清朝宣统元年，为苏州市文物保
护单位。

此桥结构坚固，形式优美，桥洞呈
半圆形，像半轮明月。桥西侧有一对联

“雁齿云平虹腰水映，驴骑月冷马印霜
骄”，东侧也有一副对联：“红板夕阳下
数题诗客过，蒹葭秋水澶偕荣古人来”。

桥与水，见证了北桥3000余年的浮
沉，连接着北桥的过去和未来。因水与
桥而兴盛的北桥，依旧保持着水陆共
行、“人家尽枕河”的江南水乡应有的
模样。

千百年来，勾连起苏州南北水路交
通的繁茂水系，将北桥推上了商贸重镇
的地位。

自古繁华的北桥，商贾大亨往来不
绝，南北文化在此交相辉映，戏曲艺术
在此生根发芽、开枝散叶。

北桥人对戏曲有着深厚的感情，喜
爱演唱锡剧、沪剧、越剧、京剧、黄梅
戏等，尤其擅长锡剧。

因水运而繁华的北桥，也滋养和孕
育了一代代的艺术名家。北桥戏台多，
戏曲人才层出不穷。清代戏剧家尤侗，
就是北桥尤家人。

这位名士善诗词精戏曲，一生著述

等身，修过 《明史》，还编写了 《读离
骚》《吊琵琶》《桃花源》 等多部杂剧，
并家置女乐歌童，亲自教习排演。

曾经，北桥人阙阿水到上海讨生
活，从唱小热荤、独脚角戏开始谋生，
之后班子逐渐扩大，组建了老上海第一
个滑稽剧团。

阙阿水的一双子女笑嘻嘻和笑奇奇
后来成为沪上滑稽界的开山前辈。当代
著 名 滑 稽 演 员 筱 声 咪 也 是 北 桥 阙 家
后人。

还有弹词名家茅雨庵、俞筱云、郭
彬卿，二胡名师俞小和尚等等，都是从
这里出去的。

城隍庙内，留存至今的古戏台，至
今音韵绕梁不绝。每逢农历初一、十
五，都有当地票友登台献艺，台上演绎
得惟妙惟肖，台下观众听得如痴如醉。

这座明清时期所建的古戏台，雕梁
画栋，传承了歇山式屋顶、飞檐翘角的
明清戏台建筑风格。戏台为高台阁式建

筑，檐高 7米，台面阔 3间，进深 1间，
台高3.2米。东西两侧建有看戏的厢楼6
间，呈“四合院”式。台前是中心大院，
院内青砖铺地，约 200 平方米，是相城
地区仅存的古戏台。

在唐代，北桥就有儒教乡的美誉，
历史文化名人辈出，崇文重教的传统更
是延续至今。作为中国首个乡镇级“中
国民间戏曲文化之乡”，北桥加快传承
保护，在“情韵戏乡”中，激发着北桥
人乡村振兴的文化自信。

依托校园阵地，北桥累计培养了
500多名技艺精湛的“戏曲小艺人”，特
别是少儿评弹娃娃更是走出了国门，用
吴侬软语向全世界观众展示水乡风情、
北桥风韵。

以水之柔构建诗意江南，以戏为名
增强文化自信，如果你来苏州，我要请
你到北桥走一走，看看旧时的江南、今
日的繁华。

下图：新南桥景致。

中国戏乡 桥上江南
应志刚文/图

“余姚是阳明故里，文化底
蕴深厚，我们捐出这座《大儒王
阳明》玉雕，希望通过它向更多
人展示玉雕这种传统技艺，更希
望 借 此 弘 扬 中 国 优 秀 传 统 文
化。”日前，袁嘉骐美术馆董事
长郑良表示，由国家一级美术师
袁嘉骐亲自操刀的玉雕《大儒王
阳明》 将在 2021 宁波 （余姚）
阳明文化周礼贤仪典暨开幕式上
赠予浙江余姚。

作为“阳明故里”，近年来
余姚坚持擦亮王阳明这张闪亮的

“金名片”，高度重视阳明思想的
研究传承，努力发挥阳明文化的
时代价值。

道德银行是阳明文化推动余
姚社会治理的创新性产物，以道
德激励为手段，实现了以道德担
保信贷、以信贷反哺道德的正向
反馈。余姚市临山镇邵家丘村是
道德银行建设的第一个试点村，
早在 2012 年就开始实行三级积
分评议制度，把道德积分与银行
贷款挂起钩来，这种评议机制让
村民们创业致富有了资金、有了
底气，也拉开了该村以道德立
村、涵育文明乡风的序幕。如
今，邵家丘村已经成为全国文
明村。

阳明文化也是一种无形的生
产力。舜宇集团弘扬的“共同创
造”文化就是阳明文化“知行合
一”的生动写照，阳明文化不仅
指引着企业的成长与腾飞，也激
励着一批又一批舜宇人。叶金辉
16 年来潜心光学塑料非球面模
具的研发设计、加工制造及成型
调试，带领团队打破日本、韩国
的技术壁垒，全面掌握了高精度
光学塑料非球面模具设计制造的

核心技术。
在余姚，除了舜宇集团等上

市公司受到阳明文化的浸润，还
有一大批中小企业也在阳明文化
的滋养下发展壮大。

宁波佳音机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坚持弘扬以“心即理、知行
合一、致良知”为内核的企业文
化，不断激发员工的良知与赤子
之心，通过持续的行为强化，形
成了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和员工
关系。

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
且深远持久的。近几年，余姚将
阳明文化教育与幸福教育相结
合，从育心教育入手，激发每个
孩子的上进心，引导学生学会自
我教育，积极推进阳明文化进校
园活动。

“王阳明的心学是中国传统
文化中的精华，也是增强中国人
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加强阳
明文化教育，是我们应做的分内

之事。”余姚市教育局负责人说。
兰江中学是一所厚植阳明文

化的学校。在培育学生方面，学
校以课堂教育为主阵地、“良知
在我心”主题活动为重要载体、
学科渗透为重要手段，让学生了
解更为丰富的传统文化；在教师
队伍建设方面，学校始终把阳明
心学作为老师成长、培养的思想
指引和行动指南，引领学生全面
成长。

东风小学教育集团作为曾经
的“达善学堂”“阳明一小”，在
发展壮大过程中有着非常明显的
阳明烙印，现在校园里还有阳明
楼。这些年，东风小学教育集团
围绕“成德达材”的目标，通过

“活动走心”“阅读走心”“课程
走心”等方面给每个孩子的心中
种下志向的种子。

上图：在余姚举行的礼贤仪
典上，阳明传人诵读阳明心学经
典篇章。 余 轩供图

知行合一 守正创新

传统文化润泽余姚
劳超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