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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馆走笔
硝烟散尽晴方好，风流人物

看今朝。
唐流村红色文化纪念馆的

正对面，就是“卢村身边好人主
题展馆”。

“卢村好人馆”为何设在唐
流村？因为这里是卢村好人评

选的发源地。
2011年，为进一步倡导树立文明新风尚，村里开展

了“找找最美唐流人”评选活动。
这一找，身边好人还真不少——
不离不弃照顾植物人妻子的好丈夫王宗林、义务

为村民免费上门问诊的村医余政琴、独自一人赡养年
迈婆婆抚育一对儿女的梅翠、发挥余热服务乡亲的老
年协会负责人王祖光……

特别是在美好乡村建设中，好人好事更是层出不
穷。村民主动出资修路，一位在外地办企业的老板专
程返乡捐款；占用的山林田地，村民们没要一分钱补
偿；修路时，每家每户轮流给工人免费做午饭，50多岁
的村民王天福在杭州打工，听说家乡修路，特地请假回
家帮忙……

最美唐流人的故事，在卢村乡引起强烈反响。乡党
委、政府认为，凡人善举，身边标杆，可敬可学，值得推广。

2013 年 7 月，第一届“身边的感动·找找最美卢村
人”好人评选启动，每季度评选10个“最美卢村人”，年
终评选10个“年度人物”。

这一活动坚持了 8 年，8 季好人评选表彰共产生
148位“最美卢村人”，其中1人获评“中国好人”，7人获
评宣城市级好人，75人获评广德市级好人。而来自唐
流村的“卢村好人”，占比最多。

现在，“好人卢村”已成为广德市精神文明建设的
一张金“名片”。为集中展示好人形象，2019年1月，卢
村好人馆建成开馆，馆址就选在唐流村。

走进好人馆，一段段文字、一张张图片，生动展示
了来自全乡13个村（社区）的85位好人的事迹。

“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
老爱亲”“移风易俗”……他们的故事，平凡又不平凡，廖
廖数语的介绍背后，是爱心、是温暖、是善举、是大义。

大爱卢村，善行唐流。 （本报记者 徐晨）

卢村好人馆卢村好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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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光溢彩看唐流

唐流，又一个书写热血传奇的红村。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当年的唐流，曾是新

四军三次反顽战役的主战场。群峰苍苍，关山阵阵，
镌刻下铁军战士三战三捷的荣光。

在一个夏日的午后，我们沿着蜿蜒的山路前行，
来到曾经烽烟弥漫的战场。炙热的阳光下，牛山、桃
花山满目葱茏。

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桃花山上，志愿军第一位特等功臣杨根思曾在这

里首战立功、锋芒初试；桃花山脚，在红色文化纪念馆，
一抹抹永不褪色的红，深深地印在我们脑海中……

牛山之巅，一块英雄石，见证着新四军苏浙军区将
士浴血奋战、血战关山的辉煌；牛山之麓，一座反顽战斗
遗址纪念园，把我们带进那风云激荡的烽火岁月……

忆往昔，铁血关山战旗红；看今朝，幸福唐流景色新。
今日唐流，“新风堂”文明新风拂面来，“万寿堂”移

风易俗新事多，“卢村好人馆”弘扬正能量，“14598”有
事我就帮……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春风化雨、润物无
声，幸福唐流生机蓬勃、流光溢彩。

昔日战火硝烟的红色村庄，今天已是流光溢彩的
新模样。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唐流，又一片铺展小康画卷的热土。

（谭艺莹）

昔日唐流，是新四军苏浙军区三
次反顽战役的主战场之一。中国人民
志愿军第一位特等功臣、特级战斗英
雄杨根思在唐流桃花山上首立战功，
被评为团“战斗模范”称号。

今日唐流，是“卢村好人”评选发
源地，省级美丽乡村建设示范点。荣

获“安徽省‘五个好’村党组织标兵”“宣城市文明村（社区）”
“广德市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广德市新时代担当作为先进集
体”等荣誉称号。

青山如黛，绿水含烟。
桃花山下的唐流村，这片曾被热血烽烟

洗礼的地方，如今在村民勤劳汗水的浇灌
下，一方红土成热土，焕发出美丽新颜——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文明新风扑面而来，生
产生活迈上台阶。

今日唐流，流光溢彩，日新月异……

■旧貌换新颜

步入广德市卢村乡唐流村，杨柳依依，
小桥流水，有着皖南山村特有的秀美韵味。

这是今天的新貌。以前的唐流可不
是这样。

村里有过顺口溜，“垃圾靠风刮，污水
靠蒸发”，还有泥泞的村路、破旧的厕所、
拦道的猪圈……

不仅脏乱差，而且很穷。还有一句
话，说的也是唐流，“穷不穷，桃梨同”。这
个“桃”，就是指当年集体经济收入只有
7500元的唐流村。

唐流人，可不甘心过这样的日子。
2012年，美好乡村建设拉开大幕。唐流

村抓住了千载难逢的大机遇，编制多规合一
的美丽乡村建设规划，大力实施整修工程。

水清了！提升了引水工程，修建了蓄
水池，对主干河流及塘坝集中清淤，畅通
水流、整治河道。

路通了！7个自然村道路实行“户户
通”，21个村民组主干道都通了水泥路。
硬化道路3.5万平方米，并安装了150多盏
太阳能路灯，受益人口覆盖20个村民组近
2800名村民。

基础设施有了！接连建设了便民服
务大厅、幸福院、红色文化纪念馆、好人
馆、休闲广场等等。

水清岸美、清新整洁，村容村貌脱胎换
骨，唐流村变美的同时，也变富了，变强了。

2016年，村里成立了股份合作社，实
施“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的“三变”改革。村集体、唐山自然村五组
与六组农户和广德黄金茶叶有限公司，三
方合作建设黄茶、薄壳核桃基地。

2018年，唐流村还将省财政及广德市
财政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的50万、20万
元资金分别入股了当地三鑫竹木制品厂、
广德先雨农业有限公司，每年保底分红分
别是3万元、7.5万元。

“三变”改革，不但盘活了村里的闲置
资产，解决了部分村民的就业问题，也让
村集体得到了发展壮大。黄茶、薄壳核桃
基地的股权收入，三鑫竹木制品厂、广德
先雨农业有限公司的股权收入和村集体

房产租金收入，已经成为了村集体经济的
主要来源。2020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已达50
万元。唐流美了，唐流富了。

■新风润农家

提升了颜值，唐流村更深层次的变
化，是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2018年，卢村乡确定三个移风易俗试
点村，唐流村就是其中之一。

试点试出新风尚，村里率先建起了
“新风堂”。

村党委书记刘长英介绍说，当时“礼金
高、办酒贵”是大家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

就从这里“开刀”，破除陈风陋习。她
带着村“两委”一班人前往邻近的浙江乡
镇学习“取经”。学到了好点子，回来后，
经村民代表大会同意，村“两委”决定利用
闲置的一处农贸市场改建为“新风堂”。

“新风堂”新在哪里？
“新风堂”创新发出“221行动”倡议：

酒席不超过20桌，每桌不超过10道菜，随
礼不超过200元。

村民们签下了承诺书：我承诺带头参
与移风易俗红白喜事新办简办行动，抵制
大操大办，不盲目、不攀比、不跟风，争做
社会文明新风的引领者、倡导者、建设者、
传播者。

负责“新风堂”活动组织策划的汪佩
介绍，“预定在新风堂办理宴席的村民，只
要缴纳1000元场地费，便可免费使用舞
台、空调、音响设备。”

2019年 1月，“新风堂”正式开门营
业。村民熊永华是首批客人。

熊永华还记得曾算过账：“酒席一共
摆了18桌，烟酒不计，每桌400元，加上
1000元租金，花费8200元。单这一项就
比在酒店办酒席可节省近万元！”

新风吹唐流，节俭也时尚。
2019年3月，“万寿堂”的建成使用，

新风再添新内涵。
在村里任职21年担任12年书记的刘

长英，深有感触，“此举破除了陋习。”以前
有村民在山上圈地，给自己修“活人墓”，
侵占了土地资源，破坏生态环境，有百害
而无一利。

“万寿堂”工作推行之初遇到很大的阻
力，但村“两委”、老年协会挨家挨户做工作，大伙
思想通了、心也齐了，文明祭祀理念深入人心。

作为广德市首个以骨灰集中存放形
式建设的村级公墓，“万寿堂”变“入土为
安”为“入室为安”，实现了生态安葬、低碳
祭祀，并在其他乡镇推广。

刘书记很自豪，“从过去的讲排场、比

气派，到现在的讲文明、比家风，看看我们

的笑脸墙——传递温暖感受幸福，这就是
今日唐流的新乡风。”

■有事我就帮

在村“开放式便民大厅”，沉甸甸的奖牌
一字排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标注在大厅最醒目的位置。

“幸福唐流”可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而是有着现实载体和实际行动，这就是

“14598”党建品牌。这 5个数字连在一
起，正是“有事我就帮”的谐音。

每个数字有具体的指向，“1”突出一
个宗旨，即打造服务型党组织；“4”依托四
大平台，即乡村综合管理平台、政务代办
平台、党群服务中心、游客接待中心；“5”
践行五步工作法，即定点说事、集中谈事、
及时问事、入户问事、定期评议；“9”加强
九支队伍建设，即村“两委”、党员、村民组
长、妇女小组长、老年协会、志愿者服务
队、治安巡逻队、学生、舞蹈队；“8”开展八
大活动，即便民利民、环境整治、志愿服
务、关爱帮扶、平安维稳、应急救助、文体
娱乐、教育培训。

卢村乡副乡长查未丽介绍，“14598”
打通了服务村民的“最后一公里”，唐流村
党组织建设迈上了新台阶。已创成广德
市首个“5A农村党组织”，成立首个“云上
支部”，组建首个“幸福院党小组之家”，获
得了2020年度卢村乡“基层组织建设工
作一等奖”“综合工作目标考核一等奖”

“党的建设工作目标考核一等奖”……
幸福唐流，宜居宜游。这一点，村民

最有发言权。
81岁的王祖光，原先是村老年协会的

会长。老人热爱书法，也会裱字画。平日
里，他自己掏钱买来笔墨纸砚，免费教村
里的孩子写字画画。

见到王老的时候，他正在潜心创作书
法作品——“百年华诞九州庆·翰墨丹青
颂党恩”。

老人很健谈，“我们老年协会积极配合
村‘两委’的工作，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目的就一个，让唐流美起来、让日子
好起来。”他积极发挥作用，“万寿堂”推进
有难度，他带头支持，参与建设；还在每月1
日、15日，定期组织老党员学习，开展读书
日活动。

幸福唐流的幸福指数还在攀升。
在村党委的积极推动下，村里建立了

“1+1+1”志愿服务模式，即“一名好人+一
名党员+一名困难群众”进行结对帮扶，开
展“每月做一件好事、参加一次公益活动、
找村民聊一次天、帮助群众解决一个问
题”的“四个一”活动；创办“爱心银行”、发
放“爱心存折”、评选“公益之星”“爱心大
使”；实行志愿者公益积分制度，做好事，
拿积分，为困难群众换物品，志愿服务形
成“奉献－积累－回报”的帮扶模式……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幸福唐流的好日子还长着呢！

（本报记者 何媛媛）

战斗中的新四军战斗中的新四军。。（（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唐流村群众文化活动唐流村群众文化活动。。（（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报道组在牛山采访报道组在牛山采访。。 唐流村新风堂唐流村新风堂。。 唐流村貌唐流村貌。。（（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关山阵阵度若飞
走进唐流，关

山苍莽，满目的绿，
满山的青。

这个安宁静谧
的山村，曾是新四
军三次反顽战役的

战场之一。
踏遍青山人未老，犹记当时烽火里。让我们沿着新四军

浴血奋战的足迹，重回那个曾经烽烟滚滚的战场，重温这曲
壮怀激烈的英雄赞歌！

■烽火起关山

历史的长镜把我们带回到烽火连天的1945年。
那年的1月，新四军苏浙军区在毗邻广德的长兴成立。
军区担负重任。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扩大解放区、

缩小沦陷区”的指示，为向东南沿海发展，军区部队奉命向
浙西进军。途中，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多次进攻，新四军被
迫在天目山地区进行了三次反顽自卫战，军史称为“天目山
战役”。

广德唐流一带就是三次反顽战役的战场之一。
万里赴戎机，烽火起关山。
是年2月12日，当新四军第三纵队在陶勇司令员率领下

进至广德地区时，遭到国民党第三战区六十二师、“忠义救国
军”等部五个团兵力的阻击。

第三纵队奋起自卫，经过五天激战，在广德、孝丰边界一
带歼灭敌六十二师一部和忠救军第四团大部，解放孝丰县
城，取得了第一次反顽战役的胜利。

时隔半个月，第二次战役打响。这一战，牛山是激战地
之一。

在广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许国的陪同下，我们
登上了660米高的牛山。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山上，战壕、碉堡、前沿指挥
所遗址犹在，战火与硝烟仿佛就在眼前。

3月，国民党重新调集五十二师、六十二师、“忠义救国
军”等部12个团的兵力，分四路向我孝丰阵地合击。

新四军猛烈反击，经过两天战斗，在桃花山、王街等地歼

灭顽军五十二师一五六团、一九二师一一一八团，俘敌副团
长以下1700多人，再次粉碎了顽军的进攻。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许国介绍，
第二次战役中，坚守阵地的新四军三纵队第八支队第一营第
三连在石鼓山击退顽军6次进攻，激战7小时，毙、伤顽军200
余人，三连指战员大部壮烈牺牲，仅剩13人仍固守阵地。

国民党顽固派不甘失败，卷土重来。5月底，顽军纠集10
个师、66000多兵力，向新四军发动第三次大规模进攻。其
中，国民党第七十九师、第五十二师是在皖南事变中偷袭新
四军的主力部队。

旧恨新仇，同仇敌忾。新四军与国民党顽军在浙江新登、
广（德）孝（丰）边境的白水湾、杭坑、桃花山等地展开血战。

桃花山，就在唐流村红色文化纪念馆的对面。昨天硝烟
弥漫的战场，如今已是满目葱茏。村民说，“当年那一仗打得
可激烈了！”

战斗中，新四军将士高呼“消灭五十二师，为皖南事变死
难烈士报仇”的口号，浴血奋战，气贯长虹。

那场战斗，不仅激烈，而且漂亮！
前后一个月的时间，新四军歼灭顽军五十二师2个团及

七十九师大部兵力，近9000人。
血战关山，三战三捷！
这是在军史上留下重重一笔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顽

军在江南地区发动的大规模进攻，扩大了苏浙皖抗日根据
地，为对日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碧血染关山

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那个午后，我们沿着陶勇路、杨根思路……一路向上，一

草一木一碧血，一山一石一丰碑。
一处碉堡遗址，早已断壁残垣；一处战壕遗址，已是草木

深深；一处前沿指挥所遗址，只余构杵石基……
一块“英雄石”矗立山顶，见证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战斗瞬间。
1945年3月5日，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三纵队八支队在此

阻击国民党顽军。这场战斗中，二营张班长跃出战壕与敌近
战时，被子弹击中，壮烈牺牲。

与牛山相依的桃花山，也是激战之地。

唐流村党委书记刘长英很自豪：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位
特等功臣、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曾在这里战斗，立下首功。

那是1945年6月，第三次反顽战役中，新四军四纵队第
十支队老一团冒着细雨从浙江省孝丰县城出发，他们要从敌
人中间穿插25里，像把尖刀直插桃花山。

走在全团最前面的，正是杨根思所在的一营三连三排九班。
据杨根思战友的回忆，行军中一阵尖锐刺耳的枪声从侧

翼传来，两条火舌封锁了穿插的道路，战士们趴在地上无法
前进。营长来了，焦急地问：“为什么不行动？”班长手一指，
营长看到一个黑影正在向敌人火力点运动。营长问：“那是
谁？”“杨根思！”

班长的话音刚落，轰轰两声巨响后，敌人的重机枪哑了。
炸掉了这一火力点，为一举攻占桃花山，歼灭顽军第五十二师
扫除了障碍。

战斗结束后，杨根思被评为团“战斗模范”称号，首战立功！
杨根思的英雄事迹并没有结束。
1950年11月，杨根思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作战。11月底，在小高岭战斗中，已任志愿军某部连长的杨
根思，以“人在阵地在”的英雄气概，接连击退敌人8次进攻。
当投完手榴弹，射出最后一颗子弹，阵地上只剩他和两名伤
员时，又有40多名敌人爬近山顶。危急关头，他抱起仅有的
一包炸药，拉燃导火索，纵身冲向敌群，与爬上阵地的敌人同
归于尽，壮烈牺牲。英雄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8岁。

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杨根思追记特等功，并追授“特级战
斗英雄”称号，命名他生前所在连为“杨根思连”。

在唐流村红色文化纪念馆，杨根思留下的豪言壮语至今
震撼人心，“有我们的勇敢就没有敌人的疯狂，有我们在阵地
就一定在。”

■装点此关山

红色唐流，换了人间。
2019年1月开馆的红色文化纪念馆，以“永不褪色的红”

为主基调，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精神。
徽派建筑风格的外墙题写了“昔日根据地、今日新农村”

的标识，“桃花山战斗”的墙绘引人注目。
这个占地200平方米的纪念馆，面积不大，展陈分为红色

热土和红色精神两大区域。
“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三纵队”“反顽战役”“重要支援线

路”“英雄足迹”等板块，记录了新四军突击包围桃花山、歼灭
国民党顽军的历史，是唐流村引以为豪的红色记忆。

特别是反顽战役期间，3条支前运输线，其中一条就经过
了唐流。当地群众积极给部队送柴、送米、洗衣、洗被、护理
伤病员，支前民工肩挑手推，跋山涉水，确保了前线部队的粮
食供应。

“纪念馆是我们开展红色主题教育、进行红色文化宣传
的重要载体。”刘长英书记介绍，去年清明节期间，纪念馆还
进行了云直播，讲解员化身主播，在网上开启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红色记忆探寻之旅，网民们纷纷留言参与互动，“让更多
人了解三次反顽战役的红色历史，让更多人知晓红色唐流的
光辉往昔。”

昔日战场，硝烟弥漫；今日关山，风景独好。
安徽天籁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光清是土生土长

的本地人，他说，从小就听父辈讲述过牛山的战斗故事，“有
这么好的红色资源，我们要保护好、传承好，也要宣传好。”

他一直有这个心愿，让更多的人知道牛山，知道牛山战
斗。1999年，在外事业有成的他，回到家乡，取得了牛山的承
包经营权。那时的牛山，没有一条像样的路，山上满是荆棘，
战场的痕迹快要被岁月淹没了。

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这座英雄山。20多年来，他倾
注心血、投入资金，修路、种茶、建园、恢复遗址……还在广德
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指导、支持下，建设了新四军牛山反
顽战斗遗址纪念园。

这个话不多的汉子，是个有心人。历时15年修成的山
路，每一段都以一位参加过反顽战役的将士命名，“这也是一
种铭记。”他还到处托人收集反顽战役里留下的老物件，在纪
念园里做了战场沙盘模型……

如今，山坡的“牛山青”茶园茶香四溢，山上的高山栈道、
缆车等旅游设施加紧建设，一个集红色旅游、茶叶种植、休闲
民宿于一体的综合旅游项目，即将完工迎客。

登高望远，关山苍莽，唐流今朝更好看。
（本报记者 何媛媛）

敢于斗争、敢
于胜利，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是人民
军队血性胆魄的生
动写照。

——习近平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 年 主 题 报 道（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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