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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绿”融合入佳境烽烟淬炼英雄路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 年 主 题 报 道（十二）

在军营这个
大熔炉里淬炼成
钢，书写绚烂、无
悔的青春篇章。

——习近平

走过山路十八弯，我们因一位英雄而来，来到
高峰山下，来到他的铜像前。

铜像依着他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而塑造，年轻
而坚毅的脸庞，始终朝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村庄——
吕辉村。

在吕辉村，我们走进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走进
大山深处的人家；在战友的回忆里，在村民的讲述
里，从厚厚的《吕辉村志》里，追寻英雄在这里生
活、战斗的点点滴滴，追寻英雄在这里留下的记
忆、足迹。

在追寻中，我们仿佛见到，抗日烽烟里的那个
扬州学生，在恰同学少年的时光，投笔从戎，加入新
四军革命大熔炉，意气风发，一路南下、南下，在战
火中淬炼，在战斗中成长，千磨万击，百炼成钢。

山村，因英雄而青山有幸；英雄，因山村而青史
留名。烽烟散尽，山河不老，英雄名字永远镌刻在
红色的土地上，英雄的事迹永远铭记在他守护过的
人民心中。

昔日岁月峥嵘，今朝接续奋斗。昨天的吕辉，
用信仰用生命，诠释什么是淬炼；今天的吕辉人，用
勤劳用奋斗，赋予淬炼以崭新的含义。

大山淬炼的好茶，成为欣欣向荣的产业；岁月
淬炼的好景，引来四面八方的人气；红村“茶旅”淬
炼融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渐入佳境。

走过山路十八弯，我们因一位英雄而来。在英
雄战斗过的地方，总有一种力量催人奋进，总有一
种精神淬炼成钢。 （顾维林）

吕辉村原名塔泉村。1943年7月，
吕辉奉命在溪口镇塔泉、章家湾等山
区，开辟游击根据地，多次粉碎国民党
顽固派的军事“清剿”，恢复和发展了
泾旌宁宣游击根据地。1965 年，溪口
人民为了纪念吕辉烈士，将原塔泉行政

村命名为吕辉村。
今日吕辉，是宣州区优质无公害茶叶的生产基地，获评

“省级中心村示范村”“省级生态经济示范村”“国家农产品标
准化绿茶项目示范村”“宣城市第五届文明村”“第二届宣城市
十大美丽乡村”。

高山出好茶，吕辉处处是高山。
从历经血与火淬炼的游击战场，到

“茶旅融合”的主阵地，从“单打独斗”到
“互联互帮”，从“产区”到“景区”，从“到此
一游”到“深度体验”，吕辉村“茶旅融合”
渐入佳境……

■绿茶走出大山

塔泉尽源水，高峰云雾茶。
李白诗中所写，就是这里，吕辉村的高

山峡谷，丛丛茶树，如五线谱般延伸开来。
溪口镇镇长谢东海如数家珍：“吕辉

村海拔最高1096米，日照时间长、昼夜温
差大、常年云雾缭绕，特殊的小气候和优
越的生态环境，产出了塔泉云雾、古雪剑
芽、狮峰银钩等名茶。”

《宣城县志》记载，“塔泉云雾”在明、
清时期盛极一时，有着“离鼻三尺奇香来”
的美誉。上世纪八十年代还被评为安徽
十大名茶。

这里的茶吃香呢！这几年，有一半茶叶
还长在树上，就被外地卖家早早提前订购。

不过，十年前，茶好也怕巷子深。塔
泉村民组村民朱根水想起曾经“塔泉云
雾”的销售难，直摇头。

那时，茶农各自为战，一些村民自己
采摘了鲜叶进行制作，因为制茶技术不到
位，做出来的茶叶质量参差不齐，白白浪
费了好原料。单打独斗、小散弱的经营方
式，让“塔泉云雾”藏在深山人不识，好茶
叶没有打开好销路，更没有打开好品牌。

2008年，29岁的徐基峰从上海回到
塔泉，已事业有成的他，一直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把家乡的好茶带出大山。

万事开头难，他牵头组建塔泉茶叶专
业合作社，只有6户茶农加入，“大部分人
都在观望，所以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干出
个样来。”他带着茶农实行标准化采摘、提
升烘焙质量、统一销售价格，当年6户所产
的1500公斤干茶，在南京、上海等地销售
一空，算下来，每位农户增收了1万元。

这下，观望的农户有指望了，塔泉村
45户人家全部加入了合作社。

茶农张荣发感受很深，“在生产上彻
底改变了过去无序的状况，每年春季由合
作社统一安排务工、统一采摘、统一加工、
统一销售。”加入合作社后，他家收入翻了
2倍，现在每年茶叶收入有15万元。

在塔泉合作社的带动下，吕辉高山茶
合作社、丁丁茶叶合作社、狮峰茶叶合作

社也纷纷带动茶农抱团闯市场，让吕辉村
的茶叶一步步走出大山、品牌越叫越响。

“十年前，大家都想着打价格战，生怕
自家茶叶卖不出去。”茶农何燕芬说，现
在大家见面都是讨论加工技艺，比谁家的
茶叶质量最好、加工的茶型漂亮，只想在
改进技术，在茶叶品质和诚信经营上，争
个高下。

满目千山翠绿，层层茶山如波。吕辉
村茶叶种植面积已有9000多亩，年产干
茶12万斤，茶叶销售额超4000万元。

■红景引来人气

好茶走出大山，吕辉美景也亟待人识。
山多林密、层峦叠翠，水阳江最大支流

华阳河穿境而过，这里好山好水好风光。
更重要的是，吕辉村是一块红色的热

土，红色资源禀赋深厚。
想推出好风景，先要有好环境。
2016年，该村被列入省美丽乡村建设

试点。围绕“生态宜居村庄美，兴业富民
生活美，文明和谐乡风美”的目标，吕辉村
持续开展道路硬化美化亮化，农村厕所、
垃圾、污水专项整治，在村庄水体两岸、周
围种植红梅、银杏、青檀等苗木，建设了游
客集散中心、旅游公厕、文化广场、停车场
等配套设施。

2019年底，全村33个村民组全都通
上了水泥路，把阡陌坑大峡谷、高峰山自
然生态风景区、庄屋台游步道、九里十八
湾等景点“串珠成链”。

去年4月，溪口镇到宁国板桥的柏油
马路修建完工。这条路连上了皖南川藏
线环线，“我们村也是热门旅游线路上的
一个景点啦！”

“以前不少游客来这里买了茶叶，在
茶园拍两张照片就走，留不住人。”吕辉村
委委员程国威坦言，村里想方设法让游客
留下来、住下来。

程国威介绍，“近年来，村‘两委’确定
‘以茶促旅、以旅兴茶’的茶旅融合发展思
路，力求一亩土地，两种产值。”吕辉村制
定了《旅游总体规划》，按照“茶区景区一
体化”，建设特色茶叶交易中心、茶民宿酒
店、茶文化广场、手工采茶制茶等旅游服
务基础设施，打造集“吃、住、行、游、购、
娱”为一体的茶文化旅游路线。

游客李亚婷说，在吕辉村当了一回
“采茶姑娘”，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自
己采茶、制茶，深度体验茶园农事活动，
很有意思。”她有空时，会约上好友“故地
重游”住一晚，看得见山、望得见水、感受
得到乡愁。

写生的学生来了，摄影爱好者来了，
骑行游客来了，自驾游越野的年轻人来
了，爱喝茶品茶的茶友们也来了……

脱贫户胡程华说，不算不知道，一算
吓一跳，“不仅在茶园务工能挣钱，家里养
的鸡、鸭、蔬菜也不愁卖，游客来了点名
就要‘原生态’。”一年增加了1万块钱的
收入。

周全是吕辉村五语堂民宿的负责
人。他家的民宿，处处体现“茶”主题。“春
季和夏天，我家民宿天天爆满，想来得至
少提前三天预订。”

如今，在吕辉村共有9家以“茶”为主题
的民宿，直接解决当地村民近百人就业。

“茶旅融合”绿了山头，富了乡亲。去
年，该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7万元。今
年端午节，来这里游玩的游客突破2万人次。

■“红绿”深度融合

“茶旅融合”迈开大步，吕辉村又在推
进“红绿”深度融合。

谢东海认为，吕辉村是吕辉生前战斗
过的地方，要进一步深入挖掘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传播红色文化。

吕辉村的红，令人印象深刻。
吕辉烈士铜像矗立在村部的广场上，

年轻的英雄注视着巍巍青山，英姿飒爽。
设在吕辉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的吕

辉纪念馆，别具特色。36张水彩画，记录
了英雄短暂光辉的一生。

年轻的村干部徐美担任了纪念馆的
义务讲解员，“来接受红色教育的人越来
越多，今年每个月都要接待一两百位游
客！”最忙的一天，她曾给近100人次讲述
吕辉的故事。

《吕辉村志》也于去年6月出版，这是
宣州区第一部村志，设置红色篇目、吕辉
大事记、吕辉村革命年表、革命回忆录，近
4万字，80张历史资料照片，留下了一份
珍贵的红色记录。

据谢东海介绍，纪念馆还将加强信息
化建设，增加图文、视频资料和留言互动
板块，让游客更深入地了解红色故事。

吕辉村的绿，再添新景。
2019年，村里引进了客商投资的第一

个旅游项目“十八湾大峡谷”。总投资约
1.6亿元，项目分3期建设。近期，一期工
程将开门迎客。

峡谷以水秀、涛声、谷幽、峰奇为特
色，负责人张俊介绍说，既有山川的恢弘
气势，又有河流的蜿蜒柔美；既可登高享
清凉，又可在田园阡陌中闻鸟语花香。项
目建成后，预计每年给吕辉村带来游客
15万人次。

春满壶中留客醉，吕辉有茶待客来。
如今，集品茶、观景、休闲、娱乐为一体的
茶旅休闲胜地正悄然淬炼成型，“茶旅融
合”渐入佳境……

（本报记者 刘畅）

以英雄之名
命名的村庄，红色
的底色总是格外
厚重。

宣州区溪口
镇吕辉村正是这

样一个村庄。吕辉当年开辟根据地、坚持游击斗争的光辉历
史，深深地浸染了这片青山环抱的红土地。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火热的烈日下，我们走过山
路十八弯，走进大山深处，追寻一个关于淬炼的英雄故事。

■恰同学少年

吕辉村，原名塔泉村，是个山高林密的地方。
红色的种子，早在1929年便已播下。这里是中共宣城南

乡区委、中共宣南特区委、中共宣城第三区委的活动地，中共
宣城特委红军游击队、泾旌宁宣红军游击队、上浙皖特委红
军游击队曾在这里战斗。

抗战爆发后，1937年12月底，上浙皖特委红军游击队离
开溪口赴岩寺，编入新四军一支队二团三营，走上抗日前线。

同一时间，远在江苏扬州。一位14岁的少年，走出校门，
和大人们一道帮助抬担架、救助伤员。

那时的他，一定不会想到，日后会来到遥远的皖南，会在
这座大山里历经风雨、淬火成钢。

吕辉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设置了他的纪念馆，他的照片
在最醒目的地方。这张现存的唯一一张照片，是他在扬州中
学读书时留下的。年代久远的影像里，他理着当年学生常见
的平头，穿着对襟白布衫，眉目清秀，是南方少年的模样。

那时的他，还不叫吕辉，名为严晖，是扬州中学的学生，
据说写得一手好字，平时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对报纸上提到
的“朱毛红军”很崇敬。1938年春天，严晖和堂兄一起，投笔
从戎，参加新四军挺进纵队八团，改名严维。

3个月的集训中，因为表现突出，部队将他转到皖南新四
军军部，安排到三支队五团二营三连担任文化教员。

15岁，恰同学少年的他，已在革命熔炉中历练，在硝烟战
火中淬炼，练就发动群众、开展斗争的本领。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他在突围中被俘。被押往
上饶集中营的路上，趁夜色躲进路边草丛，成功脱险。

那时的他，18岁，脱险之后，只有一个念头，“我还要找我
的母亲”。这话是他后来对战友说的，“母亲”，在他心里，既
是还在扬州多年未见的妈妈，更是失去联系的党组织。

他辗转来到旌德县百箩园，暂时避在一农户家中，帮其
放牛打杂，等候机会。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半年多苦苦寻找，他终于在黄高
峰的山棚里，找到了开展敌后斗争的党组织。当他见到中共
泾旌太中心县委书记胡明，高兴得手舞足蹈，写了一个字条
托人带给帮工的人家：我终于找到母亲了，我走了。

胡明为他改名吕辉，派到中共泾旌太中心县委游击队担
任文化教员。

1943年7月，皖南山地中心县委决定开辟泾旌宁宣边
区，以便向苏南和新四军六师打通联系。吕辉奉命进入宣南
溪口塔泉、章家湾隐蔽穿插活动，发展党员。

20岁的他，走进溪口的大山里，踏上了新的风雨征途。

■经百炼成钢

村口的广场上，矗立着吕辉的铜像。
他一身戎装，雄姿英发，深深凝望着这座曾经踏遍的青山。
在吕辉村，这位皖南新四军游击队泾旌宁宣根据地创始

人和主要领导人的红色往事，人们耳熟能详，代代口口相传。
我们顺着山路十八弯，走了很久很久，大山深处有人家。
这是一户“光荣之家”。门口钉着省政府颁发的“光荣之

家”铜牌，客厅墙上是一张保存完好的烈士证明书——“桂柏
林，新四军宣、泾、宁分队，联络负责地方通讯工作，通讯员”。

烈士是吕辉的得力部下，也是亲密战友。1945年8月牺牲。
桂家是游击队的铁杆堡垒户。桂柏林是地下党员，大儿

子桂有根是吕辉亲自发展的党员，按照党组织的托咐，照看
过新四军将领的后代“小妹”。

我们见到了桂柏林的二儿子桂有苗、孙子桂冬宝。
桂有苗年事已高，但他还记得吕辉多次来过他家，“一来

就和我父亲、大哥说革命的事。”共产党、游击队、闹革命、为
穷人打天下……这样的字眼，刻在他心里。老人解放后也光
荣入伍，参加过抗美援朝。

桂冬宝从小听着吕辉的故事长大，他很健谈，“父亲桂有
根和吕辉同岁，一直说，吕辉真是个好小伙，会打仗，人长得
又精神。”

在他父亲口中，吕辉特别能吃苦。“我们家门口的这座山
有1000多米，就叫高峰山。”吕辉在这山上打游击，风餐露
宿，睡在玉米地的窝棚里。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1943年7月，吕辉第一次到泾旌宁宣边区开展活动。在

泾县鸟雀岭找到了傅秋涛的女儿“小妹”，将其秘密转移到溪

口，交给桂柏林家抚养。
10月，中共旌绩县委扩大为旌绩歙宁宣边县委，唐辉任

书记、吕辉任副书记。他率13名游击队员第二次进入边区，
选择板桥、涌溪、塔泉作为以后的根据地。

1944年4月，吕辉在塔泉、章家湾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塔
泉和章家湾党支部，并与陈洪、彭海泉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
地打通了联系。

百转千回，百炼成钢。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吕辉带领游击队，打了一个又一

个胜仗。
1944年12月，国民党开始大规模清剿，吕辉部队配合新四

军七师，把敌人赶到溪口，巩固了塔泉、章家湾一带的根据地。
这支生力军不仅活跃在高高的山岗上，还奔赴了抗日战

场。1945年3月，吕辉游击队与宣城抗日大队取得联系，在
叶家湾联合截击日军军车；在抗日大队攻打日军碉堡时，担
任战场警戒任务……

枪林弹雨中，年轻的吕辉也成长为军事斗争经验丰富、
有勇有谋的指挥员。

1945年9月，他赴苏浙军区司令部汇报皖南游击斗争情
况，粟裕司令员对游击队打通了苏皖联系非常高兴，亲自嘉
奖两挺轻机枪和一千发子弹。

此后，吕辉在涌溪、塔泉等地建立武工队、民兵、农会等
组织，创立中共板桥党支部，开辟了泾旌宁宣根据地，组建泾
旌宁宣游击大队。

1947年9月，皖南地委决定成立泾旌宁宣县委，吕辉任
副书记。10月，县委以游击大队为基础组建主力连，由他负
责抓主力连的工作。

在他的指挥下，打掉柏枧山土匪窝，在桐杭、水牛坑和宁国
方塘、济坞坑一带建立了红色区，取得了太平坑战斗的胜利。

■乃青山有幸

红村不老，青山有幸。
高峰山，镌刻下了英雄的行行足迹；塔泉村，到处传说着

英雄事迹。
在乡亲眼里，吕辉机智勇敢，多次机敏逃脱国民党反动

派特务的追捕。传说，他会乔装打扮，带着游击队神出鬼没
袭击乡公所，让敌人又恨又怕。

在战友心里，吕辉坚定顽强，无论是面对反动派的清剿，还
是遭遇队伍中出了叛徒的险情，他始终坚定革命理想大于天。
哪怕队伍只剩下他一人，他还是握紧手中的枪，战斗，继续战斗！

他有浩气丹心。
桂冬宝记得父亲说过，在吕辉住的山上窝棚里，放着毛

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那是多么艰险的环境，可见党在他
心里是怎样重要的位置！”在战友刘光国的回忆里，吕辉曾经
说过这样一段话：游击队战士都有母亲，所有的母亲都爱他
的子女。母爱是伟大的，但革命事业更伟大，我们要把爱母
亲的爱，扩大去爱广大的劳动人民。

他有侠骨柔情。
为了革命后代的安危，他殚精竭虑一路辗转把“小妹”安顿

好；桂柏林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他上门关切慰问烈士家人，送
去米和粮；桂家被国民党清剿烧了三次，他鼓励桂有根，“等革
命胜利了，你家的草房能换成瓦屋，好日子在后头。”

可是，他自己却没有等到胜利的那一天。
1948年2月15日，吕辉率主力连在旌德云乐宽岭与宁国

自卫队遭遇，在战斗胜利后打扫战场时，被叛徒冷枪击中，英
勇牺牲。

牺牲时，他的全部家当都在背包里。包里只有一封给地
委的信、一本备课笔记、一支破钢笔、一只旧表，还有一双“一
顺跑”的力士鞋。

人生无处不青山，25岁的吕辉，长眠在了他为之奋斗的
皖南红土地。

1965年，溪口镇将他战斗和居住过的塔泉村，更名为吕
辉村，以这样的方式，永远地留下他，永远地纪念他。

五十年后，2016年，村里利用美丽乡村建设契机，依托
“昔日根据地·今日新农村”项目建设资金，建起一座“红色纪
念馆”，将吕辉烈士和新四军战士们相关的历史资料收集整理
展示。“纪念馆”修建的时候，村民们踊跃捐款，70岁的老党员李
圣义身有残疾，平日省吃俭用，那一天，坐着轮椅来捐款1万元。

如今，吕辉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陈列着吕辉的事迹介
绍，吕辉部队使用的夜灯、军号……一件件文物，一幅幅图
片，穿过岁月，直抵人心，无言叙述着一个关于“淬炼”的英
雄故事。 （本报记者 张玉荣）

■一条灰裤

1945 年秋，在一次战斗中，
吕辉率领游击队缴获不少战利
品，除枪支弹药外，还有一些呢
子大衣、手表、单衣、薄裤。

吕辉把贵重物品全都上交，
仅留下一小部分单衣和薄裤发给同志们御凉。

等大家都领完了，最后还剩下一条旧灰单裤，裤子上
有五六个茶杯口那么大的破洞。吕辉站在院墙里的石墩
上，提着那条旧单裤，问大家，你们都不要，我就穿啦。

吕辉叫通讯员小宋拿去补补再穿。小宋很为难，
这么稀烂的，没法补。他就自己找房东大娘借来针线
缝补起来；补好以后，不但裤腿肥大得可以塞进两条
腿，而且破的地方补成了一个个大疙瘩。房东大娘看
不过去，让他脱下来重补一下。吕辉却笑着摆摆手，只
要能穿就行了，我们是在闹革命嘛，又不是当新郎官，
打扮得那么漂亮干啥？

整个秋天，吕辉一直都穿着自己缝补的那条灰裤。

■半斤瘦肉

1947年冬，由于国民党军六十三师的疯狂围剿，游
击队一直隐藏在深山丛林的茅棚里。山上严重缺粮，

他 们 一 天 只 能
勉 强 喝 两 顿 苞
谷野菜粥。

恰 在 这 个
时候，吕辉生病
了 。 警 卫 员 小
叶很着急，冒险
通 过 一 个 地 下
党 员 设 法 买 到
半 斤 瘦 肉 。 小
叶把肉烧好，装
在 一 个 陶 瓷 罐
里，满心欢喜地
给吕辉送去。

没 想 到 吕
辉却不吃，坚持
要把肉分给大家。小叶着急了，那怎么行，你的病还没
有全好，这是专门为你买的。吕辉说，同志们没有肉
吃，我哪吃得下！

同志们也坚决不要，捂着碗口跑到远处……吕辉
坚持把瘦肉一块一块夹给大家，分到后来，罐底仅剩下
薄薄的一层肉汁，这才往自己碗里一倒，津津有味地吃
了起来。 （据《吕辉村志》整理）

吕辉烈士铜像吕辉烈士铜像。。
高山采茶高山采茶。。特约记者特约记者 宋本金 摄宋本金 摄 吕辉村貌吕辉村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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