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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高峰上杜鹃红黄高峰上杜鹃红
□陈虎山

皖南有座山，是黄山却又不是黄
山。不是井冈山，却被当地热心研究党
史的人们赞为“皖南井冈山”。

更为奇特的是，自从山脚下建起了
一处“皖南革命历史纪念馆”后，这座山
上的杜鹃花就疯狂热烈地生长起来，开
得一年比一年旺盛。每年春夏之交，热
烈奔放、鲜艳欲滴的红杜鹃，仿佛是一
夜之间从天而降，远远望去，整座山都
像裹了一层厚厚的红毯。四面八方慕
名而来的游客，带着兴奋与好奇，兴味
盎然地沿着各条蜿蜒的山道向海拔
1140多米高的山顶奔去。一路上，游人
们置身在杜鹃花的红色海洋中，不时发
出响彻山谷的呼喊，那阵势有如当年活
跃在这座山上的游击战士们在打了一场
胜仗之后的狂欢。

真是一座神奇的山啊，它的名字叫
“黄高峰”，位于旌德和绩溪两县交界之
处。对于这座山，旌德县志有这样的记
载：“环旌皆山也。其西南嶙峋而耸出
者，曰黄高峰。”又说“宣歙之山，黄为大，
若天都，若莲华，峰峦叠起，山脉一折而
东，结成是峰。蓋巍巍然，高与黄山并
也。”至于“峰何以名黄高”，宁国府志解
释说：“黄高公隐此山”也。即是说，黄高
峰为著名的黄山“一折而东，结成是峰”，
且“巍巍然，高与黄山并也”，当地人称

“黄山第七十二峰”，也为旌德县境内山
脉之最高峰。登上黄高峰千米之高的山
顶，放眼望去，只见重峦叠嶂，群峰连绵，
一条条山脊犹如起伏飞奔的巨龙一般，
显得格外壮观，周围数县的景物尽收眼
底，真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啊。

然而今天这黄高峰脚下的百姓，更
喜欢它的另外一个别名——“皖南井
冈”。山下的村民几乎无人不晓这座山
与中国革命历史间的那段深切的关联，
当党史研究者把这座山称为“皖南井冈”
的时候，他们欣然接受，不仅感到十分亲
切，也觉得十分贴切，便不约而同地把这
个别名当成了向外推介自己家乡的一个

自豪的“品牌”。
那么，这黄高峰是如何获得“皖南井

冈”的别称呢？与这座山最有情缘，在最
艰险的环境中整整坚持了八年游击战争
的“模范共产党人”胡明，曾是这样定义
的：“黄高峰地势险要，是可战可守的不
败之地，对发起革命，指挥革命，保存自
己实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皖南
山地中心县委和皖南地委坚强可靠的老
游击根据地，是皖南事变后党在皖南山
区恢复力量的新的战斗指挥部。”由胡明
给出的定义，可见黄高峰在皖南革命史
上的重要性。

皖南，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
是中国革命发生的一方重地，恽代英、萧
楚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相继在皖南
宣城安徽省立第四师范传播马克思主
义，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一代皖南青
年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不顾
身。他们的学生，黄高峰下的旌德青年
谭梓生，参加秋收起义，成为跟随毛泽东
开辟井冈山根据地的16位大学生之一，
后来在上海被捕，在雨花台壮烈牺牲。
他们的学生梅大栋，同样是旌德青年，
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安源路矿学
习工人运动，担任过刘少奇的秘书，近距
离聆听过毛泽东的教诲，1925年回家乡
旌德创建了皖南第一个中共党组织，并
在1927年5月16日发起了“旌德暴动”，
这是皖南最早的农民武装暴动，这是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在安徽省打响的武
装反抗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第一枪”。后
来，方志敏、寻淮洲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
北上抗日先遣队也在皖南一路转战，播
下了无数革命的火种。

最让黄高峰脚下百姓不能忘怀的
是，当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在皖南
掀起血雨腥风，疯狂逮捕和屠杀共产党
人和革命群众的危难之时，上级党组织
致电胡明：“皖南在战略上有极重要意
义，我党我军在这些地区有三年以上的
工作历史，必须恢复和坚持皖南阵地，创

立根据地，决不能轻言放弃。”“皖南不仅
本身有黄山山脉的依靠，且有闽浙赣、赣
东北山地，东有苏南广大平原，北有大别
山……又扼长江交通线两侧，有广大发
展前途，有配合正面战场重大作用。”“是
开辟第二战场的重要地带。”于是胡明由
当初“三个月后便可撤离”的留守皖南，
变成了战斗到底的坚守皖南，他和战友
们遵照上级指示，坚持斗争，直到皖南解
放，尽显共产党人的忠诚与担当。

为了坚守皖南这块重要的战略基
地，胡明在黄高峰下毗邻旌德绩溪两县的
山村王家庄，建立了秘密的党组织——中
共泾旌太中心县委，并担任书记，最初的
任务是负责整顿党的地方组织，掩护新
四军军部撤离后革命军烈属，保护人民
的利益不受国民党顽固派的伤害。和胡
明同来黄高峰山区隐蔽坚持的，还有胡
明的爱人洪琪。这两个年轻人，来到黄
高峰后，把自己完全融入于周围的群众
中，很快就成了黄高峰人的“儿女”，在
黄高峰周围的十几个村庄发展了一百
多名党员，建立了党的坚强组织。在随
之而来的皖南事变后的白色恐怖中，胡
明夫妇不仅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保
护，还在群众的支持下，掩护收容了皖
南事变突围出来的70多位新四军指战
员，如谢忠良、陈仁洪、马长炎、罗湘涛
等人，并把他们安全护送到江北新四军
根据地，为革命队伍保护了一批重要骨
干力量。随后，胡明领导的皖南党组
织，以黄高峰为基本阵地，历经千辛万
苦、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开展了长达
八年的皖南游击战争。在这八年里，胡
明和他的指挥机关累计转移过99个村
庄，牵制了国民党十几万大军。因为有
人民的支持，无论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怎
样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围剿”，皖南党
组织始终安然无恙。洪琪曾感慨：“中
国共产党皖南地方组织，在40年代坚
持皖南游击战争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
模范支部，其中如五百坦支部长期和敌

人进行着英勇斗争，数年如一日，一直到
大军渡江、皖南解放。在黄高峰山脚下
的六七个村子中，王家庄、百坑两个村子
全被敌人烧光了，但是，敌人对于这个革
命堡垒地区，始终没有办法摧毁。”正如
一首皖南民谣所唱：“瓜儿和叶一条秧，
果儿和枝一根长。红花绿叶一树生，人
民心连共产党。”

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在
皖南人民的支持下，中共泾旌太中心县
委先后发展为皖南山地中心县委、中共
皖南地委，党员从十几人发展到数千人，
皖南游击队从区区13人发展到渡江战役
前夕的九千多人，游击区从黄高峰下的
弹丸之地发展为连接苏皖浙赣四省边界
四十多个县的重要战略区，成为配合中
原决战的“第二战场”和策应渡江战役的

“重要基地”。胡明晚年在回忆起这段惊
心动魄的历史时，曾自豪地说：“江南敌
后游击战争遍及苏浙皖赣边广大地区，
有力地配合了全国解放战争和渡江战
役。”第三野战军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在渡
江之后给予江南游击队的评价更是非同
凡响：“坚守皖南，策应渡江，作战有功，
很好！很好！很好！”可见胡明的自豪是
有充分理由的，这是他的光荣，也是他的
战友们的光荣，更是皖南人民的光荣，是
黄高峰注定要载入史册的一段光荣历
史。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是
这样评价这一段历史的：“1949年4月21日，
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
军的命令。由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统一指
挥的第二、第三野战军在中原军区部队
配合下，得到江北人民的支援和江南游
击队的策应，发起渡江战役，在西起湖
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百万雄师分
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三个半
月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

黄高峰，一座不平凡的山，一座英雄
的山，一座皖南的“井冈山”！山上年年
盛开的杜鹃红，光彩夺目，其所象征的，
不正是先烈的一腔碧血么！

“戛戛秋蝉响似筝，听蝉闲傍柳
边行。小溪清水平如镜，一叶飞来
浪细生。”这首诗是宋代徐玑在他的
《秋行》诗中描绘作者在小溪旁柳树
边散步，令人陶醉的蝉鸣似古筝之音
的优雅环境，诗意深远，妙趣横生。

夏末初秋，蝉开始夺枝高歌。
田畴郊野，绿叶翠蔓，蝉鸣从绿树丛
中跑出来，夏末的耳廊，蝉声如沸，
清越嘹亮，起初只有三两声，其声丝
丝缕缕，清浅细滑；一转身，无数只
蝉纷纷牵起手，奏响宏大的合唱。
正如唐代诗人刘禹锡在《答白刑部
闻新蝉》诗中云“蝉声未发前，已自
感流年。一入凄凉耳，如闻断续
弦。”描写了蝉的歌声如鼓筝齐鸣，
如浪潮进涌，悦耳动听，恰似一曲美
妙的天籁之音。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
霜。初秋季节，一缕蝉鸣是一朵朵红
荷，缕缕蝉鸣捧亮了季夏的眸子，捧
亮了碧绿的湖面。在夏末初秋中行

走，走出了盛大的热烈，收藏了浓浓
的记忆。正如南唐诗人李中在《海上
从事秋日书怀》诗中云“千里梦随残
月断，一声蝉送早秋来。”描写蝉鸣声
声，秋风阵阵的美妙景象。

金蝉鸣响是蝉鸣声中最动听的
一种，我特喜欢金蝉歌唱，因其声音
独特，在十几种蝉鸣声中，我能辨别
金蝉的叫声。孩提时，我和小伙伴们
一道，一根杆，一张网，专门捕捉金蝉，
它不仅声音好听，而且通身金灿灿，
惹人喜爱。记得南北朝萧子范《后堂
听蝉》诗中云：“试逐微风远，聊随夏
叶繁。轻飞避楚雀，饮露入吴园。”全
诗紧紧扣住了聆听蝉鸣，笔调清新，
立意鲜明，细细品读似乎可以听到蝉
鸣悦耳的歌声。唐代诗人卢仝《新
蝉》诗中云：“泉溜潜幽咽，琴鸣乍往
还。长风翦不断，还在树枝间。”宋
代诗人朱熹在《南安道中》云：“高蝉
多远韵，茂树有余音”，其诗寓意深
刻，将蝉鸣描写得栩栩如生。

“日夕凉风至，闻蝉但益悲”，唐
代诗人孟浩然《秦中感秋寄远上人》
道出了蝉的一生十分悲伤。它在夏
季还未送走的炎热伏天中鸣叫，不
仅是生命的歌唱，更重要的是对生
命的一种留念和期盼，当它在地下
忍受难熬的黑暗后，钻出地面爬上
树梢，为的是换取不足二十天的欢
歌，这是蝉生命中最华丽壮美的时
刻，也是它生命最后的时刻。它以
热烈的鸣唱，来昭示它短暂生命的
灿烂，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
快乐之中。它珍惜生命最好的方
式，就是纵情歌唱，它没有把有限的
生命消磨在忧郁和无为之中，而是
用歌声唱出了自己的心声，体现了
生命的无限价值。宋代诗人杨万里
在《初秋行圃》中云：“落日无情最有
情，偏催万树暮蝉鸣。听来咫尺无
寻处，寻到旁边却不声。”诗中描写
落日催暮蝉，蝉鸣声此起彼伏的情
景，称赞了蝉的坚强。

仲秋南漪湖畔
□张晓华

夕阳湖畔带微寒，秋势横眸入酒酣。
黄绿玑颗禾秆仄，白红玉粒枣枝弯。
晚津舟返渔菱拢，暮渚芦遮雁鹜钻。
鲜货挑抬归岸挤，波光月色伴宵烟。

党是灯塔
□潘义虎

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新时代，
中华民族，
振兴的巨轮缓缓开来！
青山绿水两岸，
多少梦想被承载！
有一束光，
从前方传来，
将迷雾冲开！

那是灯塔，
党是灯塔！
百年的风吹和雨打，
洗尽了铅华，
英姿而勃发。
苦难的洗礼，
显得更加伟大。
扬帆起航，
将所有的赞歌都谱写在鲜红的旗帜上！
不忘初心，
风雨同舟把未来开创！

这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新时代，
中华民族，
沉睡的巨人慢慢醒来！
一带一路，
奔跑出中国速度，
握着自信的火把，
面对远方喊出我们的豪迈！

那是灯塔，
党是灯塔！
明亮的光芒，
指引着人民方向，
坚定我们崇高的信仰！
放声地歌唱，
去迎接更大的辉煌！
中国梦在不远的地方，
牢记使命，
让复兴的红船乘风破浪！

在上海工作的孙女很有孝心，她与夫婿
在宛陵湖附近购买了一套住房，让我与老伴
两个耄耋老人，与她的父母住到了一起，以便照
应。我们从此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暮年生活。

这套住房阳台比较大，我每天必做的一
件事，就是坐在阳台上看风景。目光聚焦之
处，就是宛陵湖的最南端。由于前面有两幢
楼房挡住了视线，我只能从它们中间的空隙
处，才能看到湖水。这样一来，我所看到的宛
陵湖，就仿佛成了一幅竖着的吊屏。在这幅
吊屏上，上面是高远的天空，中间是宛陵湖。
湖的彼岸，是朦朦胧胧的绿树村舍。湖的此
岸，层次就比较丰富了：稍远处，是湖滨公园，
是沙滩；稍近处，是终日里汽车川流不息的鸿
越大道；最近处，就是小区里大片的绿地了。

每次看到这幅吊屏，我的心情都明亮起
来。可惜的是，在阳台上看不到宛陵湖的全
貌，只能看到它的一小部分，白花花的一小片
水域，还有湖心的一座小岛。

我们这座千年古城，北边有敬亭山，中间
有穿城而过的宛溪河，南边有宛陵湖，城在山
水中，山水在城中。宛陵湖畔也成了宣城的
一景。每天清晨、中午、夜晚，都有许多市民
来此休闲。他们或跑步，或垂钓，或唱歌跳舞，或
三三两两结伴，有的缓步而行，有的坐在草地上
谈笑，有的带着孩子在沙滩上玩耍。宛陵湖
畔，俨然一幅市民游乐图。

以上这些，都是我平时所看到的。在阳
台上，是根本看不到这些的。

在阳台的“吊屏”中，天天看湖，日日看水，
日子一长，我不禁有些审美疲劳。宛陵湖静静
地躺在那里，鱼不跳水不动的，它太安静了。
看着看着，我忽生遐想：有什么法子，让这一
湖清水动起来呢？它动起来时，是什么模样
呢？我努力想像着：在宽阔的湖面上，端阳佳
节时，有龙舟竞渡；平常时节，湖面上荡漾着
三三两两的游船。大人们带着孩子，坐在游
船上，一边游玩，一边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船儿推开波浪”……那最南端的湖心岛也开
发出来了，建起了一座小型的儿童乐园。有渡
船来来往往，接送着孩子们上岛下岛，处处是一
派欢乐而忙碌的景象。湖面上，洋溢着歌声、笑
声、话语声，与湖岸上热闹的情景，交相辉映。

我想，所有这些，都是对水资源的进一步
利用。它将使宛陵湖不但有环保价值，而且
有经济价值、文化价值以及精神价值。

我就是这样，一边观赏着宛陵湖，一边尽情
地遐想着。这些遐想，会不会变成现实呢？

我期待着。期待着宛陵湖，静湖变动湖。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从上世纪80年代
初，撤销“人民公社”，建立乡政府，实行一级
政府、一级财政预算管理开始，我就是一名乡
镇财政干事，在聚财理财发展财政事业的路
上，一干就是40年。如今59岁的我，仍为财
政事业站好最后一班岗，用实际行动践行伟
大建党精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财政实行
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分税制管理，乡镇财
政所基本职能是征收农业四税，搞好财政资
源配置，实现财政收入合理分配。我们乡镇
财政人员既管收又管支，所以我既是税收征
管员，又是财务管理会计。从核实农业税数
额，确定农民向国家缴纳粮食订购数量，到给
农民减灾核灾，征收“两费”等工作，我踏遍了
千山万水，走遍了千家万户，为了日清月结的
财务核算管理，奋斗在乡镇第一线。

我们“60后”出生、“80后”工作的一代，虽
然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没有经历过抗日
战争的战火，但我们明白了邓小平同志所说
的“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是硬道理”。更加
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念。1995年，我光荣地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时光飞逝，转眼我由青年步入中年。我
们的国家在发展壮大，这期间，我参与了全国
取消农业“四税”的全过程，亲身体验了8亿农
民欢乐喜悦。随后，我转变为一名政府出纳，
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靠一把算盘算账报
账，给人民当家理财是我的主要工作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后，在习近平总书记为核
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全面进入信息化时
代，财务人员彻底告别了算盘，年轻一代财
政干部接过了我们的接力棒，实现了电算化
财务管理。如今，即将退休的我，工作任务又
有了新的转变，成了一名基层财政工作的巡
查员，以自己40年的财务工作经验，对基层
财务管理进行政治“体检”，为基层财务工作
找问题、找差距，为提高乡镇财务管理水平献
计献策。

党的光辉光芒万丈，照耀着神州大地，更
照亮了我的心。尽管我在基层财政战线工作
的成绩有限，但我对党、对人民、对事业的热
爱是无限的。在这40年工作的日子里，我一
直紧跟着共产党，为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
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党的第二个100年里，
我嘱咐后辈：跟共产党走，为人民服务，让党
的光辉照得更远更远……

宛陵湖遐想
□王晓枫

老骥伏枥献余热
□李笑春

致敬劳动者致敬劳动者（（水彩画水彩画）） □□茆吉邦茆吉邦 作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