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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赛汗乌素村：黄河岸边的“红酒小镇”
文/《内蒙古日报》见习记者 郝 飚

弘扬民族精神 奋斗精神

交错纵横的水泥公路，
干净整洁的农家庭院，别具
异域风情的崭新民居……
金秋时节，记者走进乌海市
海南区西桌子山办事处赛
汗乌素村。在和煦阳光的照
耀下，这座位于黄河岸边的
美丽村落像一幅田园画卷
铺展在大地上。

赛汗乌素村西临黄河，
所辖7个自然村，全村2300
多口人，葡萄种植和休闲采
摘是村里的主导产业。近年
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
入推进，赛汗乌素村按照生
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
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
要求，完善基础设施，发展

乡村经济，打造乡村旅游，
使村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说起村里的巨变，在这
里居住了半辈子的村民胡
秀英最有发言权。她告诉记
者，如今村里不仅整体面貌
发生了改变，而且村民收入
增加了，文化生活也丰富起
来。前些年，这里的每一条
街巷都是土路，每逢阴天下
雨泥泞不堪，村民住房也大
多是砖土房，村民文化生活
匮乏。“通过新农区建设，这
些都成为了历史，现在生活
在村里和城里没有什么差
别。”胡秀英说。2017年，赛
汗乌素村荣膺第五届全国

文明村镇称号。
村庄的长远发展离不

开产业支撑。从2014年开
始，赛汗乌素村携手阳光田
宇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开展村企合作共建，以
土地流转、科技指导服务和
订单模式发展起葡萄种植
和葡萄酒酿造产业。在这家
自治区农牧业龙头企业的
带动下，赛汗乌素村的发展
有了十足的动力。为实现发
展同频共振，阳光田宇公司
和农户建立了利益联结机
制，与赛汗乌素村300余户
农户签订合同，带动农户种
植葡萄一万亩。一些农户除
每年应收的土地流转费外，

还能进入企业工作，成为有
了稳定收入的上班一族。

立足靓丽的田园风光、
整洁的村容村貌以及便捷
的交通，赛汗乌素村积极与
毗邻的阳光田宇国际酒庄
联合发展乡村旅游，打造集
绿色美食、住宿、采摘、健身
为一体的乡村旅游乐园。几
年下来，赛汗乌素村成为远
近闻名的“红酒小镇”，并被

乌海市评为乡村旅游驿站。
每到节假日来这里的游客
络绎不绝。看到来村里的游
客越来越多，一些村民开起
了农家乐，增加了致富途径。

“游客在体验田园风光的同
时，还能吃到地道的农家菜。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我的
农家乐天天爆满。”开农家
乐的村民李双喜高兴地说。

曾任赛汗乌素村第一

书记的刘占林告诉记者，
通过村企合作，如今赛汗
乌素村已经与阳光田宇农
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规划发展建设融为一体。
2016年，阳光田宇国际酒
庄获批国家4A级景区，这
里的乡村旅游有了更大的
吸引力，每年来旅游的游
客已达2万多人，村民的日
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
蒙磅礴走泥丸。”毛泽东主
席诗中“五岭”之一的骑田
岭，大部分位于湖南省南
端的宜章县，县城北面的
五岭镇也因此而得名。在
五岭镇，有一个小村庄叫
邓家湾，这里就是中国工
人运动的著名领导人邓中
夏的家乡。

来到邓家湾村，循着一
段青石阶向里，就到了邓中
夏故居前。这是一栋湘南民
居格调的青砖瓦房，故居大
门正上方悬挂着“邓中夏故
居”牌匾，进入大厅，关于邓
中夏生平的图文介绍，很容
易就将参观者的思绪拉回
到那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

邓中夏，1894年10月
生，湖南宜章人。1914年考
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1917
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

转入哲学系学习。1919年参
加五四运动，任北京学生联
合会总务干事，参与火烧赵
家楼的行动。1920年3月，在
李大钊领导下，邓中夏、高
君宇等人发起组织北京大
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
10月，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的成员为骨干，发起组织了
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李
大钊为书记，邓中夏成为中

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从1920年4月起，邓中

夏长期在北京长辛店从事
工人运动，主办工人劳动补
习学校，建立工会，为北方
工人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
力量。1922年5月1日，他作
为长辛店工人的代表，出席
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
劳动大会，当选为中国劳动
组合书记部主任。同年7月，
他出席党的二大，参与二大
宣言和党的民主革命纲领
的制定，被选为中央委员。
不久，他又先后当选为中国
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
委员会委员、委员长，参与
创办《中国青年》杂志。1923
年他受李大钊推荐参加创
办国民党和共产党合办的
上海大学，任总务长。1925
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
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留在

广州工作，不久参与组织和
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

在大革命失败的紧急
关头，他坚决主张在南昌举
行武装起义，并受中央派遣
到九江，与李立三、谭平山、
叶挺、聂荣臻等开会，分析
形势，提出建议。随后，参加
党的八七会议，坚决拥护会
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
武装起义的方针，被选为中
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8年3月赴莫斯科，出席
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
大会，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
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1930年7月，邓中夏从
莫斯科回到上海。不久，中
央任命他为中央代表赴湘
鄂西根据地，任湘鄂西特

委书记、红二军团（后改为
红三军）政委、前敌委员会
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
会委员，与贺龙、周逸群一
起领导湘鄂西的武装斗
争。1932年调回上海坚持
秘密斗争，任全国赤色互
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

1933年5月，邓中夏在
上海工作时被捕，随即被叛
徒供出身份。蒋介石闻讯后
亲自过问，并令立即将邓中
夏押往南京国民党宪兵司
令部监狱。在狱中，他以共
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钢铁
意志，挺住了敌人金钱厚禄
的利诱和严刑拷打的摧残。
他对狱中地下党支部负责
人说：“请告诉大家，就是把
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邓中

夏还是共产党员。”
1933年9月21日，在南

京雨花台刑场，邓中夏高呼
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万岁！”“全世
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口
号英勇就义，时年39岁。

邓中夏烈士虽然远去，
但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如
今，在位于宜章县城的中夏
公园里，邓中夏铜像伫立其
中，目视远方，而距离铜像
十多公里外的邓家湾更是
面貌一新，宽敞的公路，干
净的巷道，还有闪亮的太阳
能路灯……慕名前来瞻仰
的游客，不仅为邓中夏的革
命事迹所深深感动，也为邓
中夏故乡的发展变化交口
称赞。 （据新华社报道）

伴着秋天的细雨走进
吉林省通化县兴林镇，首
先映入眼帘的是主干道旁
一枚印章的放大版雕塑。
这枚巨大的印章似落非
落，仿佛在等待自己的主
人做出最后的决定。印章
上的名字是东北抗日联军
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

兴林镇地处抗战时期
的金川、柳河、临江、通化四
县交界，这里山岭高峻、森
林茂密，是杨靖宇建立的

“河里根据地”的中心地带。
1936年7月，著名的“河里会
议”在兴林镇孟家村召开，

会议决定将东北抗日联军
第一军和第二军合并为东
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杨靖
宇任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抗
联有力打击了侵略者的嚣
张气焰，被侵略者视为“满
洲治安之癌”。

1967年，兴林镇曲柳川
村村民在铲地时发现一个
铜物件，洗干净后发现上面
赫然刻着“杨靖宇印”。杨靖
宇的印章现今一共发现两
枚，这一枚收藏在中国人民
革命军事博物馆，另一枚收
藏在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
馆。发现这枚印章，几乎是

曲柳川村村民的“最高荣誉”。
距离印章雕塑的不远

处，是由个人投资千万元
修建的河里抗日根据地纪
念馆，它向来访者详细诉
说着峥嵘岁月。

纪念馆的创办人刘福
是不折不扣的“抗联后代”，
他的爷爷刘义是抗联的秘
密交通员，曾亲手给杨靖宇
传递过情报。“不忘抗联战
士，传递抗联历史”是他的
爷爷刘义、父亲刘天祥共同
给他留下的嘱托。

2013年，在外营商有道
的刘福回到故乡，几乎将自

己的全部精力和财力用于
建设纪念馆。当地群众听说
他在建馆，都自发前来帮
忙，不仅不要钱，还各自捐
出了家中留存的抗战时期
老物件，刘义做情报工作时
用的铁匣子也被摆了进去。

河里会议遗址、白家
堡子惨案遗址、河里抗日
根据地纪念馆……兴林镇
丰富的抗战遗迹资源串起
了历史，也让这座“红色小
镇”扛起了传承抗战精神

的大旗。据统计，现在每年
到这里体验红色之旅的游
客数以万计。

在纪念馆的基础上，刘
福又投资建设了红色产业
园区，添加了“根据地炊事
班”“抗联人家”等元素，让
访客在缅怀先烈的同时，感
受当地别具特色的餐饮、住
宿和生态风光。

兴林镇百姓的日子一
天天变好，不变的是兴林
人对瞻仰抗联遗址的访客

的热情。兴林镇政府机关
的干部们在工作之余也加
入了抗联精神宣讲团，还
有人在全国红色旅游故事
演讲大赛中获了奖，成为

“金牌讲解员”。
“抗联的精神财富，是

我们前进的巨大动力。”兴
林镇党委书记韩继忠表
示，兴林镇将继续充分开
发利用红色资源，让抗联
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据新华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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