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小的革命文物展览馆很快在村子里
“轰动”了起来。大伙儿纷纷来到张喜红的
家中，参观这些从全国各地搜集来的“宝
贝”。看到村民们热情高涨，张喜红再次萌
生了个新想法——当起革命文物展览馆的
义务讲解员。

每一个锈迹斑斑、陈旧腐蚀的物件背
后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故事，或惊心动魄或
英勇壮烈。为了给参观的人讲好革命文物
背后的故事，张喜红可没少下功夫。虽然
仅有初中文化水平，但她硬是凭借着一股
韧劲，四处查阅文本资料，到处向专家学者
和村里的老人请教，终于弄清了一件件革
命文物背后的故事。

担心自己给大家介绍时会紧张，张喜
红就关起门来一遍遍地练习，直到对每个
故事如数家珍才开口向大家讲述。“这是新
四军从国民党手中缴来的水壶”“这是日本
鬼子用过的饭盒”“这是新四军游击队用过
的锅”“这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炸弹残

片，是老人家在山上挖笋时发现的”……听
着张喜红的讲述，很多前来参观的人直称
赞他“水平很高”。这些称赞张喜红记在心
里，更为他当好义务讲解员增添了信心。

今年，借着党史学习教育的东风，张喜
红的革命文物展览馆逐渐在当地及周边地
区“出圈”，不少团体专程前来参观学习、开
展活动，张喜红就一遍遍跟他们讲述革命
文物的故事。虽然辛苦，但他不仅毫无怨
言，反而觉得非常充实。

事实上，这些年来对张喜红的质疑从
来没断过。曾有人这样说他：你把这些东
西放在这穷山疙瘩里有什么用，没有谁会
来看，也没法赚钱。

张喜红的回答坚定而有力，他说：“我
希望自己收集来的这些物件陈列出来能有
更多人看到，让大家了解文物背后波澜壮
阔的抗战历史，能真正感觉到现如今幸福
生活多么地来之不易，让这段红色记忆永
远有人传播下去。”

A 自建文物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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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很多人都喜欢关
注自己每天走的步数，以及自己
在朋友圈里的走路名次，但你知
道吗？你的步数不光能排名次，
还能兑大奖！

记者从市数据资源管理局
了解到，10月19日，我省数据资
源管理局和省体育局联合开展
的“减碳出行·绿满江淮”主题公
益活动在“皖事通”APP上线。
活动旨在倡导绿色出行方式，让
更多的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加入
节能减排、绿色出行的行列中，
实现减碳出行、全民健身与公益
事业的有机融合。

活动期间，“皖事通”用户可
以通过每日步数兑换和虚拟骑
行闯关两种方式，获得碳能量，

通过累积碳能量，则可获得抽取
体彩兑换券的机会。活动结束
后，碳能量累积排名前100名用
户还能够获得“低碳达人”的线
上勋章及智能运动手环、蓝牙耳
机等实体奖品。

记者点开“皖事通”APP，首
页即有“减碳出行·绿满江淮”弹
窗。点击进入后，就可看到活动
首页左下角为“骑行攒碳能量”，
右下角为“步数兑碳能量”。其
中“步数兑碳能量”需要绑定的
支付宝运动步数，即可将每日步
数兑换为相应碳能量。

你走过的路，每一步都算
数！积极响应全民健身号召，做
绿色环保“低碳达人”吧！

（本报记者 张玉荣）

把时间拉回到上个世纪60年代。
张喜红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户家中，由于家里

兄弟姐妹众多，他读书读到初一便辍学外出打工
了。也正是短短几年的求学时光，让他对中国的抗
战历史有了深刻了解。

上学期间，每年清明节时，老师都会带着张喜
红和同学们给烈士扫墓，现场聆听烈士的故事，加
上经常听到村里老人讲述八路军、游击队的故事。
很快，他的心底就埋下了一个想法：通过自己的努
力，让更多人了解革命故事。

外出打工期间，张喜红在打工之余，开始留心
收集一些革命抗战文物。一开始只是自己生活之
余的小小兴趣，但慢慢地，兴趣仿佛变成了心中的
使命。“我想像村里的老人一样，把抗战的历史保存
下来、宣传出去。”张喜红笃定了想法。

想法化为现实的过程，总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
的艰辛。想要搜集抗战文物充满着重重困难。没
有信息渠道，张喜红就靠四处打听。得知某地方保
存下来了革命文物，他不惜千里跋涉登门拜访，为
此可没少吃闭门羹。

有一次，他专程前往宁国，看望一位90多岁的
老游击队员。起初，老人家见到生面孔时，对他有
极强的戒备心。但看到张喜红一次次不厌其烦地
登门，老人这才慢慢打开了心扉，和他渐渐熟络地
攀谈了起来。

张喜红几近“疯狂”的举动，得到了身边不少人
的反对。他的妻子也不认同，甚至指责他不务正
业，但张喜红依然执着地把平时打工时的收入，几
乎全部花在了搜集革命文物上。

2014年，张喜红在打工的时候从工友那里听
到一些消息，他二话不说便揣着卖茶叶的五千块
钱，踏上了开往云南的火车。经过几十个小时的长
途跋涉，他终于到达了中缅边界的腾冲市。下车
后，他先去了当地的抗战博物馆，对他来说，每一件
文物背后的抗战历史都是他最关心的。

在抗战博物馆参观期间，他与博物馆的一名保
安闲聊起来，保安告诉他“自己是当地人，家里有一
些抗战留下的老物件”。张喜红一听就来了精神，
立刻同保安去了他的家里，在几番讨价还价之后将
这些文物买了下来。

养老院和光荣院也是张喜红常去的地方，他喜
欢和老人们接触攀谈，听他们讲述抗战的那些故
事，这也往往让他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在养老院有
一位97岁的老人，性格孤僻，总是独来独往，张喜
红经常找机会和他聊天，主动接触他、关心他，逐渐
熟悉起来后，老人将自己保存的一个抗战文物送给
了他。张喜红清晰地记得，老人紧紧抓住张喜红的
手，告诉他：无论你再苦再难，你的这些东西都不能
随随便便给卖了。

多年来，张喜红行程达数千公里、自费数万元，
从全国各地搜集整理300多件革命文物。他把这
些革命文物陈列在自家不足十几平米的厢房里，办
起了小型革命文物展览馆。

走进郎溪县毕桥镇灯塔中
心村蒋顾村，一条条宽阔平整的
水泥路延伸进村组、一排排朴素
雅致的房子窗明几净，道路两旁
绿树成阴，花团锦簇，孩子们在
农家书屋专心阅读，村民们在雨
初广场上休闲运动，一幅幸福祥
和的美好乡村画卷徐徐展开。

“以前村里环境不好，一到
下雨天路上就很泥泞，出去一趟
深一脚浅一脚地又脏又不方便，
而现在，村里不仅铺设了水泥
路，安装了路灯，还修建了雨初
广场、农家书屋，各种基础设置
一应俱全，每天傍晚，我都会带
着小孙子在广场上玩一玩。”村
民刘如英笑着说。这些让蒋顾
村村民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的变
化，得益于毕桥镇党委政府立足
于生态文明建设，以农村环境综

合整治为抓手，以蒋顾村夏雨初
烈士墓园日常管护为亮点，深入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持续提升村
庄建设水平，推动村庄从干净整
洁向美丽宜居提档升级。

村民柳德华对记者说：“之
前我们家用的是旱厕，夏天臭气
熏天，蚊蝇乱飞。现在政府提供
资金补贴为我们改造卫生间，修
建水冲式厕所，真是又方便又干
净。”目前，蒋顾村157户居民中
已有149户改建了卫生厕所，其
余8户由于不在村里居住未实
施改建工作，村里建有一座水冲
式公厕，并已投入使用，有专人
打扫、定时维护。

农忙之余，蒋顾村的村民早
上会在广场上锻炼身体，晚上逛
超市、拿快递、跳广场舞，日子过
得很是惬意。放眼整个毕桥镇，
各村的村道宽阔平整、农家院落
错落有致，门庭花香四溢、房前屋
后绿树掩映，产业发展如火如荼，
不断迸发着新的生机与希望。

结合正在深入推进的党史学习教育，近日，安
庆师范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团来到泾县，开展“传承
红色基因，弘扬新四军精神”主题系列实践活动。
期间，他们先后走访了三位抗战老兵，面对面聆听
那些壮怀激烈的抗战故事。

队员们的首站看望了一位叫陈门看的老
兵。老人家今年已是93岁的高龄，当年曾是黄
山区一支游击队的警卫员。由于年事已高，陈老
如今的身体状况不佳，常年卧病在床，但听说有
学生来访，陈老来了精神，硬撑着直起了身子。
队员们围坐在陈老的床前，静静聆听着他参加抗
战的故事。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经历是被国民党封锁
在山区，物资匮乏，山里能找到的食物都被吃完
了，好在我们终于等来了村民的支援，他们赶来了
十多头耕牛。”陈门看老人说，就这样，自己和战友
们靠着吃牛肉熬过了二十多天。说起这段经历，

他感慨万千。“刚开始还挺高兴的，因为有肉吃，但
几天一过就吃不消了，从那以后我基本都不吃牛
肉了，是真得吃怕了。”临走前，陈门看老人嘱咐队
员们一定要珍惜现在的和平年代，好好学习、报效
祖国。

今年95岁高龄的吴开现是队员们拜访的第
二位老兵。他于1944年在家乡五河县参军，在
部队里任职号手。吴开现老人面容清癯，听力较
差，一了解才知道，这和他当年在战场上吹号分
不开。“行军作战时，号手一般都冲在最前方，主
要是吹冲锋号和撤退号，当时我的听力就受到了
损伤。”吴开现老人说。问及当兵的感受时，他严
肃地说：“我们那个时候当兵的都是不怕死的，怕
死打什么仗嘛！”话语中充满着视死如归的爱国
情怀。

在泾县泾川镇潘石村，队员们见到了第三位老
兵——陈福森。1942年初夏，陈福森刚满20岁，

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他带着满腔热血来到宁国
山门洞参军报国，并且顺利地考取了无线电情报
员。在谈到军旅生涯的时候，陈福森老人的神情
里涌现出一种怀念之情。队员们通过交谈还了
解到，陈福森老人先后参加了浙赣会战、遂赣战
役和赣江流域战役等多场战役，是名副其实的

“老兵”。
此外，陈福森老人一生求学十二载，饱读诗

书。临别前，他还亲笔题了一幅字赠与安庆师范
大学数理学院的全体师生。在访谈的最后，陈福
森老人语重心长地鼓励队员们：你们要努力学习，
将来为国家的建设贡献力量。

通过与老兵面对面交流，队员们深刻了解到
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感受到了他们为了革命理
想而艰苦奋斗的精神品质。“我们会从先辈们的身
上汲取继续前行的力量，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
到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队员朱一凡表示。

本报讯 近日，宣州区人
民法院一审宣判了一起电信网
络诈骗案。涉案的被告人均构
成诈骗罪，首要分子被告人汤
某庆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三
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一百
万元。其他被告人分别被判处
不等刑期，并处相应的财产
刑。令人咋舌的是，这起直播
间虚假销售翡翠玉石诈骗案
件，涉案859万余元。

事情得从 2019 年 8 月说
起，汤某庆、黎某、舒某、陈某、
汤某礼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
自治州瑞丽市，共同经营瑞丽
市诚远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诚远珠宝公司），从事网络直播
销售翡翠玉石。2020年1月，汤
某庆等人通过网络直播虚假销
售翡翠玉石方式骗取被害人
钱财。同年 2 月，被告人邓
某、兰某、伍某、汤某水成为公
司股东，并参与实施网络直播
虚假销售翡翠玉石的诈骗行
为，全部股东根据占股比例获
取非法利益。

被告人汤某庆总负责网络
直播虚假销售翡翠玉石，并与

“塘塘公司”联系销售推广等；其
他被告人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其中，古貌及、内米吞、表芳敏
（均系缅甸人，均另案处理）在该

公司直播间冒充缅甸籍翡翠玉
石所有人出售翡翠玉石，按场次
获利。

在网络直播虚假销售翡翠
玉石中，诚远珠宝公司在网络直
播平台开设直播间；“塘塘公司”
为该公司网络直播虚假销售翡
翠玉石进行推广、提供翡翠玉石
爱好者的微信等联系方式；客服
人员使用公司规定的话术，通过
微信、电话等方式联系翡翠玉石
爱好者，添加微信号、推送网络
直播链接，引诱被害人进该公司
网络直播间购买高价或虚假销
售的翡翠玉石。客服人员在网
络直播间当“托”认购翡翠玉石
份额，制造抢购翡翠玉石的假
象。最终引诱被害人购买翡翠
玉石并付款。诈骗人员再谎称
销售的翡翠玉石“切涨”，让被害
人获利，引诱被害人继续购买更
多、更高价的翡翠玉石，然后适
时谎称销售的翡翠玉石“切跌”，
让被害人相信其购买翡翠玉石

“切跌”遭受的损失系正常商业
行为所致，从而达到非法占有被
害人财物的目的。

2020年 1月至 5月 12日，
被告人汤某庆等人在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中骗取侯某等47名被
害人财物共计859万余元。

（李雯 本报记者 余健）

宣州法院宣判一起
涉外电信网络诈骗案
直播间虚假销售翡翠玉石 涉案859万余元

每天走路还能兑大奖

“减碳出行·绿满江淮”
公益活动等你参与

蒋顾村：美丽乡村展新颜
◇张丽萍 本报记者 戴丹丹

广德五旬村民自建文物展览馆
行程达数千公里、搜集整理各地革命文物300多件，并当起义务讲解员

“我们与老兵面对面”
——安庆师范大学学子赴泾县开展社会实践小记

◇刘莹 本报记者 顾维林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在广德市杨滩镇五合村，提到张喜红，几乎无人不知。“张馆长啊，可是我们村里
的红人哎！”村民们都这样说。

53岁的张喜红“变身”张馆长，源于他的家国情怀，更少不了他的常年执着。
从1998年起，多年来，他奔波在全国各地，到处寻找抗战时期的各式军刀、红缨

枪、钢盔、水壶等革命文物，在家里建起了小型革命文物展览馆，义务向村民们宣传革
命历史。

▲张喜红在
院子里给村民们
讲述抗战故事。

◀张喜红向
村民们介绍展览
馆里的文物。

◇窦颖 本报记者 顾维林
特约记者 陈政 文/图

B 当起义务讲解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