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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游击斗争巾帼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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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梧川日月换新天为有奋斗多壮志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 年 主 题 报 道（十五）

红色大会
山，镌刻着一
段战火与硝烟
交织、汗水和
心血铸就的奋
斗史。

革命战争年代，胡明率领新四军游击队，披荆斩棘，浴血
奋斗，开辟游击根据地，留下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壮歌。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浩寨公社干部群众，愚公移山，艰苦
卓绝，建成金岭洞，写下了一段“皖南红旗渠”的传奇。

梧川村的奋斗故事，激扬岁月，荡气回肠。

■战火中的奋斗

梧川，以“昔日根据地”而自豪，更为“老杨”曾经在这里
战斗了九年而骄傲。

“老杨”，是皖南革命史上赫赫有名的胡明同志的化名。
胡明，原是一位缅甸富商之子。1930年，16岁的他回国

读书，开始投身革命。1936年底“西安事变”后赴延安，加入
中国共产党，并进入抗大学习；毕业后任新四军政治部战地
服务团民运科长。1938年8月，新四军军部移驻云岭，胡明
随部队第一次来到皖南。

1940年底，国民党顽固派磨刀霍霍，新四军军部奉命撤
离皖南。撤离前夕，胡明接到军部的紧急通知。

在胡明撰写的回忆文章《皖南山区九年游击战争的
开端》里，有一段记叙：“我和洪林接到军部紧急通知，
要我们立即赶回军部接受新的任务。鉴于紧张形势，军
部有可能北撤，军部北撤后，要我们留在皖南坚持斗
争，开展敌后秘密工作，保存和发展党的力量。我们二
话没说，欣然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临危受命的胡
明，担任中共皖南特委副书记、泾旌太中心县委书记兼
旌德县委书记。

这一年，他26岁。也是这个时期，他为自己取了一个化
名“老杨”。

留下来的“老杨”，按照上级“皖南山区必须发动游击战
争，坚决以武装斗争回击敌人”的指示，以大会山为中心，隐

蔽开展党和群众工作，建立革命武装，开辟游击根据地。
在大会山，“老杨”早已打下革命基础。此前的1940年

春天，他就派旌德江村的共产党员江福喜到旌德的王家庄，
绩溪的社屋坑、梧川等地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

梧川的红色历史由此翻开第一页。
当时，江福喜之所以来到梧川村，是因为他的姐夫汪老

四在这个村子里。江福喜首先发展汪老四入了党，接着汪老
四又把同村好友汪天泰发展为党员。汪老四、汪天泰因此成
为梧川村最铁杆的两个堡垒户。

汪老四、汪天泰的后人现在还生活在绩溪。
在绩溪县党史地方志室副主任邵本武的引荐下，我们

首先见到了汪天泰的孙子汪飞忠。汪飞忠说，他没有见过
爷爷，但从小就知道，爷爷是个老革命。爷爷的任务是给

“老杨”传消息、送物资，保护“老杨”。“老杨”在爷爷家住的
时间最久。

那是一段白色恐怖的岁月。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反动派对皖南山区进行清剿。

胡明率领游击队在大会山的密林中，与敌人周旋、斗争。
汪天泰家就是一个堡垒。汪天泰的责任重大，他既要负

责运送生活物资和传递消息，又要负责胡明下山后的隐蔽。

汪飞忠记得，家里的长辈说起过，“明里楼下开了小店作掩

护，暗里楼上藏着最让敌人头疼的老杨。”

汪飞忠小心翼翼地珍藏着爷爷的烈士证书，这张已泛黄

的证书上写着：“汪天泰，戴家坦地下交通站交通员，1941年
5月12日，因叛徒出卖被敌捕，枪杀于泾县。”

汪天泰牺牲后，这一条线没有断。
他的好友汪老四，继续做起了“交通员”，成为“老杨”新

的堡垒户。
在梧川的戴家坦村民组，汪老四的儿子——85岁的汪顺

成接着说起“老杨”的故事。
“老杨带着部队在山上经常断粮，靠父亲送上去。为了

不被敌人发现有炊烟，父亲就想办法，点几根蜡烛架一口小
锅，藏在菜缸里偷偷煮饭，再冒着危险送上山。”

他觉得父亲很勇敢，但“老杨”他们更厉害，“条件这么艰
苦，还在坚持打仗哩！父亲一直说，老杨从老远的地方来，是
为我们过上好日子才吃这个苦哩！”

巍巍大会山，红色根据地。正是有汪天泰、汪老四这样
的堡垒户的支持，胡明领导的游击战斗在皖南山区整整坚持
了九年。

战火中的奋斗，战果累累。九年中，游击队进行了鸡公
关伏击战、黄石岩突围战、分界山伏击战、陈村战斗等大小战
斗100余次。

九年中，根据地从旌绩边拓展到苏皖浙赣边区40个县，
从13人的游击队发展到9000余人的苏皖浙赣总队，成功配
合了渡江战役，解放了皖南全境。

期间的1946年2月，中共皖南地委在大会山成立，胡明
任书记。自此，坚持皖南解放战争的各个游击部队组成一个
统一的战斗整体，为皖南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解放后，胡明专程回到戴家坦，看着挂在老屋墙上的汪
老四照片，深情地说：老四，老杨来看你了。

■建设中的接续

梧川村的奋斗史，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翻开了新篇章。
在新的红色篇章里，“皖南红旗渠”——金岭洞，是最有

分量的一笔。
金秋时节，金岭洞别有一番风景。洞口两侧，“愚公移

山”“改造中国”八个红色大字十分醒目。
金岭洞本来没有洞，它是一条人工开凿的隧道。这是一

个浩大的工程：全长1104米，高2.8米，宽2.5米，于1971年
动工，至1975年正式凿通，前后历时五年。

每一个走进这里的人，都会感叹，这样一个大工程，在当
时的条件下是怎么完成的？

县里的同志介绍，这个工程，当年的浩寨公社党委书记
王时钟最清楚。

几经辗转，我们找到了今年已88岁的王老。
老书记说话慢条斯理，思路十分清晰。“修金岭洞，是为

了当地的老百姓。”山里和山外路不通，里面2个村的村民必
须翻山越岭才能出来，路难走。“还有一点，打通隧道能引来
山那边的水，浇灌岭下的万亩农田。”

那时条件艰苦，没有大型钻洞设备，没有先进的测量技
术，“靠什么？靠大伙一锤一锤敲，一锹一锹挖。”

王老记得，那会儿干劲真足，日夜施工三班倒，放炮声、
民工的号子声响成一片，夜也如白昼，场面壮观，“那时就憋
着一股劲，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非得把这个洞打通。”

王书记说，最艰险的一次是遇到了塌方。那一次，我们
在资料中查到，王书记与民工举着探照灯，进入洞里，冒着
再次发生塌方的危险，架支架木棚顶住，取碴、混凝土顶拱
固洞。用了10个月，才千辛万苦克服了塌方的难题，继续
推进工程。

曾参与工程建设的冯金鹏老人，今年75岁，说起那一段
奋斗史，更是激动不已。

他是炮工班班长，技术活儿，“先用小锤在石头上打出炮
眼，然后塞入炸药进行爆破。”他说，每前进一点，都特别高
兴，“像是打了胜仗。”

他和大伙都住在工棚里，吃住都在工地上，轮好久才能
回一次家。他印象最深的是，县里的技术员、公社的干部有

危险冲在前，有苦活抢着干，“现在想来那时是真艰苦，可当

时不觉得，只想着一定要完成任务。”

因为表现优秀，冯金鹏还受到了“六好民工”的表彰。

1975年6月27日上午10点半，历时五年建设的金岭洞

终于凿通。

一组数据记录下了工程的艰辛：人工开凿424米，机械

开凿680米，石方14300方，土方1062方，危险处混凝土卷

拱112米297方，五个大队共投101797个工……
今天，金岭洞依然造福村民，引来了山上的水，连接着山

里和山外。
“秋老虎”的酷热里，洞里清风习习，显得格外凉爽。正

值丰收季，山里的人开着三轮车，穿过金岭洞，运出了一车车
油茶果、葡萄……

在我们采访结束时，王老突然说起，“每次在电视里看到
红旗渠的报道，我就想起金岭洞，我们当年就是靠着双手和
汗水，建成了这座皖南红旗渠。”

为有奋斗多壮志，奋斗的精神，在红色梧川薪火相传，日
益光大。

（本报记者 顾维林）

战地山花分外红。梧川村村
委会正对面，是皖南游击斗争巾帼
馆，展示了一位位女战士的风采。

胡明的妻子洪琪，就是其中
杰出的代表。她历任中共旌泾
太中心县委、旌泾绩太中心县
委、皖南山地中心县委委员，皖

南地委委员、组织部长，第一届皖南区妇联主席。
1940年12月，洪琪接到中共皖南特委通知，与胡明

一起留守皖南，坚持革命游击斗争。
在皖南山区，她化名“老孟”，独当一面，留下了许

多红色故事。
1941年6月28日，旌泾太中心县委领导下的游击

队成立仪式上，洪琪亲手缝制了一面党旗。
1942年8月下旬，胡明等领导人奉命赴江北参加皖江

区县区负责人集训。洪琪留在根据地主持中心县委工作。
1945年10月，旌泾太游击队领导人洪林在战斗中受伤，洪
琪又奉命担任以樵山为中心的旌泾太根据地代理指挥。

在洪琪的革命生涯中，最为传奇的故事是，她曾两
次深入虎口获取电台。

在黄石岩突围战中，地委机关的电台丢失，洪琪主
动请缨，冒着生命危险，潜入南京，同国民党特务斗智
斗勇，终于在虎穴中提到电台和翻译密码，安全运抵地
委机关驻地。1947年初，因电台功率不够，洪琪再次赴
上海找到地下党负责人，购置了一部大功率电台。

巾帼馆里，还介绍了交通员项红梅的英勇事迹。
她经常为游击队送粮食，在怀孕期间也不中断。她利
用身孕作掩护，把锅巴藏在衣服里带上山。多次行动
后被叛徒盯上，最后壮烈牺牲。

还有曹云霞，她是洪琪的警卫员，还是一位双枪好
手，多次保护了洪琪的安全；交通员李玉兰，翻山越岭
30里传递消息，一双脚走得血肉模糊也不叫苦；好母亲
江钦月，每年除夕给游击队送来八宝饭，让战士们感受
到家的温暖……

在战火的考验中，皖南巾帼不让须眉，为梧川的红
增添了一抹醒目的亮色。 （本报记者 徐静雅）

巍巍大会山，深深金岭洞。
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斗争，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的创业，再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征途，奋斗，成为点亮这
个红村最夺目的主题词。

梧川村的红，是奋斗的红。
昨天的奋斗，为有牺牲多壮志。
胡明领导的皖南山区游击队，面对白色恐怖，坚守

大山深处，披荆斩棘——以流血的奋斗，保存红色力量，
发展革命武装，迎来大军渡江，皖南得解放。

在梧川，我们见到烈士的孙辈，他小心翼翼珍藏着爷
爷的“烈士证明书”，自豪地说：“为革命作贡献，是我们家
族的光荣。”我们找到胡明战友的后代，在徽派风格的老屋
里，听他用地道的乡音诉说，“老杨”和“老四”的那些往事。

昨天的奋斗，敢叫日月换新天。
翻身后的浩寨公社的干部群众，面对拦路的大山，

立下愚公志，战天斗地——用汗水的奋斗，建成金岭洞，
引山泉灌溉农田，让天险成为通途。

在88岁的老公社书记的回忆里，在老炮工班班长
的讲述里，那一个个火热的建设场景，那一段段艰苦卓
绝的奋斗岁月，生动诠释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
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

今天的梧川村，接续奋斗谱新篇。
梧川的红色品牌响了。村革命纪念馆引人入胜，皖南

游击斗争巾帼馆绽放异彩，皖南黄高峰青年学习学院声名
日隆……成为党史学习教育的课堂、红色培训的基地。

梧川的绿色资源活了。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推行农
村“三变”改革、大会山农特产品有限公司探索“公司+合
作社+农户”新路、大会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发掘旅游资
源……厚了村集体家底，鼓了村民荷包。

为有奋斗多壮志，梧川日月换新天。
（顾维林）

昔日梧川，是旌绩边游击根据地，胡
明率领游击队在这里坚持九年游击战
争。1946年，中共皖南地委在此成立。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建成了金岭洞，被誉
为“皖南红旗渠”。

今日梧川，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积极
壮大集体经济。2019年入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被授予“省级
乡村旅游示范村”“宣城市林地股份制经营示范村”称号。

征途漫漫，惟
有奋斗。我们通过
奋斗，披荆斩棘，走
过了万水千山。我
们还要继续奋斗，
勇往直前，创造更
加灿烂的辉煌！

——习近平

初秋的梧川，真是红火火的美。
红火火的是大会山的景色，红火火的

是梧川人的日子。
当奋斗的接力棒传递到新时代，梧川

“摘穷帽、拔穷根”，一步步向集体经济百
万强村迈进，成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昔日根据地，今日新农村。梧川村在
丰收的季节，接续书写着奋斗的新篇章。

■开启新程

翻开梧川村新的奋斗篇章，第一位带
头人是洪建荣。

洪建荣是本地人，2011年，担任村党
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在洪建荣的记忆里，梧川以前就是个
小山沟，进村只有一条小路，除了传统农
业，产业发展一片空白。

19岁外出经商，时隔多年回到家乡，
村庄破败的样子让他十分触动。

拆除倒塌的房屋、清理垃圾、浇筑道
路……在他的带领下，梧川启程美丽乡村
建设。村“两委”积极向县里争取农业综
合开发项目，全村总动员、全民齐上阵，实
施农村清洁工程。

洪建荣有眼光，“梳洗一新”的梧川，
是一片待开发的“宝藏”——

大山深处生态佳，油茶、山核桃、竹笋
质量上乘，加上农户自种的各类蔬菜，特
色农产品种类丰富，市场销售前景广阔；

作为红色根据地，黄高峰、百坑、社屋
坑、枫树坞、戴川拥有待挖掘的红色资源；

大会山的“大会晴峰”为古华阳十景
之一，每年春天，岭上开遍映山红，又是一
片红色盛景……

怎么让大会山走出深山？洪建荣有
办法。

第一步，把村民组织起来，把土地流
转起来，把农产品推销出去。

2014年3月，洪建荣牵头成立大会山
农特产品有限公司，流转村民土地，建起
120亩蔬菜基地、500亩油茶基地及农产
品深加工车间，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
的模式，提供40个就业岗位吸引农户就近
务工，同时上门收购农产品解决“外销
难”，带动了200余户农户增收。

第二步，把红色大会山推介出去。
2015年7月，大会山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成立，先后投资480万元，建成梧川村革
命纪念馆、百坑烈士陵园、百坑会议旧址，
开发了金岭洞、金岭古道、七磡岭古道、牛
栏坪、黄高峰古道等景区，打造了百坑、社
屋坑、枫树坞、戴川等红色人文景观。

为打响红色旅游品牌，村“两委”在
春季策划举办“寻革命足迹，赏黄高峰映
山红”，秋季“观枫树坞枫叶、走金岭古

道”等活动。
景观小品、标识路牌一一竖立，“驴

友”纷至沓来，梧川的红色旅游初为人识。
2016年，梧川村成为省级美丽乡村建

设示范点，颜值焕新，美丽加分。

■接力赛跑

2018年，梧川村奋斗的接力棒，传到
了24岁的洪海飞手里。

这个大学刚毕业的小伙子，一肩挑村
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顿时感到了肩
上沉甸甸的担子。他说，“脱贫摘帽、全面
小康、乡村振兴，我们这一届村‘两委’，一
步步走过来，真不容易！”

洪海飞是老书记洪建荣的儿子，但他
并不想啃父亲的老本。年纪虽轻的他，魄
力不小。在洪海飞的带领下，这一年，梧
川村启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立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全村1693人一人一
股，总资产 1532.3 万元，可经营性资产
1260.6万元。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
民”。“三变”改革，激活“一池春水”，村里
基础设施和旅游资源找到“变现”的平台。

合作社与大会山旅游公司签订梧川
村基础设施入股协议，获得每年5万元的
分红收益。洪海飞说，这是梧川村集体的

“第一桶金”。
2018年底，依托红色资源，村里与团

市委合作在原百坑小学旧址，创办了皖南
黄高峰青年学习学院。

这里已吸引市内外众多机关企事业
单位、学校、团队前来办班，一批又一批学
员在黄高峰下听党课、学党史、受教育。
2021年，学院被确定为宣城市第二届爱国
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小洪书记算账快，

“年接待学员超过万余人次，已为村集体
创收10余万元。”

今年，通过申报项目资金，又投入近
90万元，继续建设新四军文化教育基地、
军旅体验基地，丰富红色旅游内容。

发掘红色资源的同时，梧川村还找到
特色农业发展之路。

经过考察学习，村里决定建设草莓采摘
园和黄蜀葵花种植基地，先后流转村民土地
100余亩，将此前投资整合的村集体资金
26万元，用于投资建设草莓采摘园一期。

村支委洪培国介绍，草莓基地的效果
很好。线上、线下齐头并进，2020年共销
售草莓1.2万斤，收益29万元。他说在村
里几十年，没有看过这么火爆的场面。

在草莓采摘园的基础上，今年又拓展
建设蔬菜种植基地。辣椒、四季豆、小香
薯……各种农产品一茬接一茬轮番上场，
第一季就收入3.5万元。

村“两委”打开了路子，村集体的家底
一天天地厚了。45万元扶贫资金入股徽
来菜公司，并整合村集体所有林地150亩，
挂网委托经营。2021年，在入股经营主体
的基础上，与新德力中药材、马道悠然、徽
来菜3家电商企业合作，签订菊花、黄蜀葵

花和小香薯等农产品产销意向协议书。
洪海飞一笔笔数给我们听：村集体通

过公益林补偿收益权质押贷款，获得资金
40万元；特色农业仅种植采摘收入，就约
40万元……村里还计划在传统产业油茶
基地的基础上，建设油茶加工厂，向二产
延伸。“村集体经济突破百万元大关，乡村
振兴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同心奔梦

梧川村的奋斗篇章里，还有许多奋斗
者的身影。

村委洪微就是其中一位。
她1989年出生，已是两个孩子的妈

妈。一头利落的短发，很飒爽的模样。
“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的小香薯生长

在环境优美的梧川村，纯天然无污染，是名
副其实的生态好产品……”小香薯上市的
季节，每天晚上7点，洪微准时来到马道悠
然公司，立起手机支架，换上特色服装，从村
委变身主播，给本村农产品直播带货。

她说，这是新技能，边干边学，既推销
村里的特色农产品，又为以后培训村民直
播卖货做准备。

村委冯凤海，这几天也很辛苦。
9月8日凌晨1点，满载11000株红颜

草莓苗的小货车缓缓驶进村，他早早地等
候在基地门口，和大伙一起卸货、分拣、浇
水，抢在太阳升起之前将草莓苗种下。

经过大半夜的忙碌，1万余株草莓苗
种植结束，但是冯凤海来不及休息，就要
开车转战戴家坦、百坑、枫石片——作为
山区村，山核桃多年来一直是这片的主要
经济来源，村里有500多亩山核桃待收购。

进山、搬运、去皮、称重……忙到了晚
上9点。一周下来，全村近一半的山核桃
悉数收购完毕。9月10日，15位种植户卖
出6.5万斤山核桃，分领了8万多元现金。

对于山核桃大户汪继托而言，有奋
斗，就有收获。

今年着实是个丰收年。
68岁的老汪，有十多亩山核桃。从9月

2日开杆到12日，共打下山核桃一万多
斤。“合作社收购价高了近一倍，再加上村
里让利2毛钱一斤，今年比去年足足多挣
了2万多元！”

这是村里想的新法子——以村股份合
作社为平台，代购代销农户农产品。跟其他
收购商不同的是，中间差价全部让利于民。

梧川村新时代的奋斗新篇，精彩得很。
“村合作社+大会山公司+农户”的模

式，不仅让村民多了“股民”“土地出租户”
“产业工人”等各种新身份，也鼓起了他们
的钱袋子，更鼓起了他们继续奋斗的精气
神。用老汪的话说：“有村‘两委’带着我
们干，村里的明天一定会更好，我们的生
活一定会更好！”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奋斗，走过了
昨天的千山万水；奋斗，正在创造今天的
灿烂辉煌。

（本报记者 谭艺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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