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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文化传真传真

1944年 12月 25日下午，一架盟军
飞机迫降安庆。飞行员名叫詹姆斯
（James）。

1944年？熟读二战史的您，一定
知道，此时的轴心国已经翻不起什么
浪了，基本属于秋后的蚂蚱：日军在
太平洋战场已失去战略主动权；德军
也已经开始全面溃败了……意大利？
人家 1943年就横跳到盟军这边，不跟
轴心国玩了。

不过，这时候日本鬼子依然想垂死
挣扎，企图通过发动豫湘桂战役扭转局
势。怎么才能让法西斯不再垂死挣扎？
当然是把它彻底锤死！为此，盟军的反
法西斯战士们，依然在不懈地战斗着。

您看，这12月25日不就是西方传
统节日圣诞节嘛，来自美国新墨西哥州
的飞行员詹姆斯依然在坚守着岗位，驾
驶轰炸机给赖在安庆的侵华日军送“温
暖”——让炸弹从天而降并在鬼子身边
爆炸的那种“温暖”。

不幸的是，他的飞机被日军防空火
力所击中，迫降在安庆城东郊。具体
在什么位置呢？在马家窝、鸭儿沟、

新河口、月莲寺之间。因为这几个地
方，都是有日军据点的。迫降在这个
地方，不能说是羊入虎口，只能说是
羊入狼群了……

在参与反法西斯这项伟大事业之
前，詹姆斯是一名电工。俗话说，不想
当飞行员的电工，不是好战士。电工詹
姆斯，能迫降后生还，应该驾驶技术不
赖。只是，身在沦陷区，无论是电工手
艺，还是飞行技能，都是用不上的，如
果没有外力帮助，他几无脱身可能。

跑？这人生地不熟的，四周又都是
鬼子据点，要是自己瞎跑，那就真成给
鬼子送温暖了。不跑？鬼子看见飞机迫
降，指定已经派人来搜捕了。安庆老城
到长风才多少路？要不了半天，鬼子大
部队就到了。

这时候，咱们安庆的吃瓜群众帮了
他大忙。

天上掉下这么大一玩意，少不了一
众人围观。“没有膏药旗，不是鬼子
机。”有识之士就认出来了，这是盟军
的飞机，是咱们这边的，咱们得帮忙。
可那时候也没九年义务教育，吃瓜群众

们别说讲英语了，就连认识汉字的都不
多，就是想帮盟军，也没法沟通啊。

巧了嘛不是，一位名叫王少武的青
年也来围观了。他不仅是志愿抗日的爱
国青年，还是学过英语的有识青年。眼
瞅着詹姆斯有危险，他不禁拿出毕生所
学，再加上手势各种比划，就和詹姆斯
沟通了起来。“到处都是Japanese，这
里很Dangerous。”不一定是原话，大概
就是这么个意思。“那还有啥说的，赶
紧Go吧。”

可是，身在沦陷区的他们，能往
哪走呢？

巧了嘛不是，这位王少武，不是一
般青年，而是一位深受红色思想影响
的进步青年。一心想着抗日救国的
他，长期与我党的抗日组织有联系，
比如帮着送个情报什么的。于是，他
熟门熟路地找到了地下交通站，在地
下党的帮助下把詹姆斯送到了位于江
南的中共贵桐县委。

“这身飞行员的打扮可不行，目标
太明显。”年纪轻轻的王少武，斗争
经验倒是很丰富，还将自己的棉衣和
帽子脱下给詹姆斯穿上，算是简单乔
装打扮了一番。一路上，两位年轻人
聊了不少，前面提到的“新墨西哥
州”“电工”这些信息，都是王少武
聊出来的。

12月的安庆已经很冷了，不知道没
穿棉服的王少武怎么挺过冷飕飕的江风
的。好在大家聊着聊着，很快就到
了。25日当晚，中共贵桐县委书记马
守一，就见到了这位一身上世纪四十
年代安庆人打扮的美国人。这第一印
象，绝对难忘。读过大学、英语不错
的马守一，也跟詹姆斯聊了不少。二
人相谈甚欢之时，詹姆斯还在马守一的
笔记本上留下了签名，一是自报家门，

二是战友一场，留个念想。
而本文物，就是那本笔记本了。高

清大图已经奉上，您可以自己看看，詹
姆斯这英文写得还算地道不。

后来，詹姆斯在新四军的保护下养
好了伤，在新四军的护送下回到部队。
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了家乡，见到了熟
悉的红岩峭壁、沙漠和仙人掌，以及心
爱的姑娘。

咱们安庆的那位进步青年王少武
呢？相信不用我说，大家也能猜到，没
有找到迫降的盟军飞行员，以日本鬼子
的凶残，气急败坏之下会干出什么样的
事情来。无法回安庆的王少武，干脆就
留在了江南，参加了当地的抗日组织，
直至抗战胜利。

专家说文物：

“1983 年，新四军老战士马守一来
到当时的安庆地委党史办公室，捐献出
他珍藏多年的两本笔记本。这两本是他
1944年担任中共贵桐县委书记时的工作
笔记，有会议记录、工作汇报和上级指
示等内容，是极为珍贵的文史资料。”
安庆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徐舒
媛介绍说，其中一本笔记上末页赫然写
着一串英文字母，这便是詹姆斯留下的
签名。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受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民兵武装
力量营救的美国飞行员在百人以上。中
国共产党将营救援华美军飞行员作为一
项重要任务，中共中央专门提出了“全
力营救失事盟军飞行员”的口号，还发
布各种命令、通知和布告等，甚至专门
绘制了敌后抗日武装军力布置图以供美
军飞行员逃生使用。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陈恒

1944年，一架盟军飞机迫降安庆
——见证我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救助盟军飞行员的笔记本

马守一捐赠的笔记本 陈恒 摄

8月14日桐城市青年志愿者在街头
为市民电动车上牌提供服务。

共青团桐城市委结合“我为群众办
实事”，持续开展“青力青为，助力上牌”
系列志愿服务，连日来，该市青年志愿者
协会，共组建15支志愿服务队，发动志愿
者1261人次，深入大街小巷为群众电动
车登记上牌帮助。

通讯员 叶笑涵 摄

电动车上牌点

“搬”到市民身边

初秋时节的傍晚时分，宽阔的公路
两旁产业基地错落有致；一盏盏孔雀形
状的路灯明亮照人；散步跳舞的村民们
一张张幸福笑脸灿烂绽放……这是“孔
雀东南飞”故事发生地——怀宁县小市
镇唱响乡村振兴曲的一个缩影。

倾力打造“爱情海”

行走在怀宁县小市镇，被“甜蜜爱
情”所包围，有“爱情双栖地”（焦刘
墓）、有孔雀造型的路灯、有粉黛迷人
的合欢花景观长廊、有爱情主题公园，
有爱情同心湖……目光所到之处“爱情
元素”爆棚。

小市镇大力弘扬诗乡文化，倾力做
好《孔雀东南飞》这篇千古绝唱的大文
章，以长诗、爱情为主题，以爱情典故
为元素，以山水田园为亮点，以乡村振
兴为抓手，以“文旅、农旅、研学”三
驾马车为驱动，建成集诗词创作、文学
交流、影视基地、研学旅行、智慧农业
为一体的独具魅力的诗乡小镇。同时还

以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为空
间形态目标，规划通过“复合核心引
领、生态绿廊提升、发展轴线带动、片
区高效联动”的空间模式，构筑皖水滨
水风光带、平小公路发展轴、小镇客厅
和“北部”田园诗词片区、“南部”爱
情诗歌片区“的“一带一路一核两区”
总体空间格局。

产业发展“富口袋”

“2020年，社区将紫薯基地收益按
照每股 12.155元分红的标准进行分配，
总分红 2.2 万元，还带动了 30 余人就
业。2021年基地紫薯亩产能达到4000
斤，按市场价2元每斤算，收入约为80
万元，我们还进行了种植技术社会化服
务，将极大带动基地创收。”平坦社区
党支部书记夏国庆扳着手指头向笔者算
着一笔笔“致富账”。

小市镇牢牢抓住“产业”这个乡村
振兴“牛鼻子”，不断推进村级集体经
济产业提质增效，培育实施了“一村一

品”紫薯种植，白茶种植、葡萄樱桃采
摘、水产养殖等一批优质高效村级集体
经济产业项目，如今7村1居村级集体
经济年收入年年攀升，村集体有钱为民
办事的能力极大提升，产业引领乡村振
兴越走越扎实。

富口袋更要“富脑袋”。小市镇设
立“小吏港”乡村振兴大讲堂，聚焦产
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
兴、组织振兴等重点任务，通过专家讲
座、外出考察、交流研讨等方式，不断
打牢镇村干部理论功底，开阔镇村干部
视野。同时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和机关学
习会，把最权威的政策理论、最前沿的
产业指导送到基层干部群众身边。

乡风文明“人更美”

在求雨村红白理事会副理事长夏医
所家里，20 余名群众围坐在一起商
议，以“民约+评比”方式倡导婚事新
办、丧事简办的节约好风尚。“现在大
家积极遵守村规民约，自觉摒弃陈规陋

习，不仅是生态环境好，社会风气也文
明向上。”求雨村党支部书记胡团结高
兴地说。

小市镇持续深化乡村文明建设，不
断夯实美丽乡村“里子”工程。今年以
来该镇组织广大党员志愿者、青年志愿
者，参与卫生环境整治、道路交通秩序
维护、防疫知识宣传、无偿献血等文明
实践活动共计40余场。积极开展各类
道德模范评选活动，上半年全镇共上报
各类道德模范评选候选人60余人次，1
人被评为“怀宁好人”，镇内评选出

“好婆婆”、“好媳妇”8人、优秀党员
17人、文明户160余户。小市镇还通过
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加速人居环境
整治，不断提升旅游名镇品味，投入
290万元开展集镇区整治、投入400余
万元开展318国道“规建管”，投入460
余万元对平小路亮化绿化。2021年污水
处理厂启动运营，环卫一体化快速实
施，生活垃圾污水妥善处理。新建占地
面积90余亩的绿色主题公园。

通讯员 檀志扬 张冰

“诗乡小镇”唱响乡村振兴曲

在 宜 秀 区 水 产 大 市 场 附
近，有一条新建的双向8车道沥
青道路，名为张四墩路，道路
总长 1760 米。关于这条道路，

“张四墩”的命名由何而来？此
处又有什么故事与传说？

8月13日上午，记者从张四
墩路进入宜秀区大桥街道办事
处三义社区。在社居委北方约
100米处，有一个占地约500平
方米的广场。广场东侧建有一
座石山，上面刻有“张四墩遗
址”几个字，西侧建有两间房
屋，房屋上方尖尖如斗笠，下
方柱形如笔筒，远远望去，十
分具有原始特色。

“这里就是 张 四 墩 遗 址 ，
是长江中下游皖西南境内一处
重要的史前遗址。”三义社区
工作人员江帆手指广场北方一
片空旷荒地。江帆介绍，该遗
址总面积2.1万平方米，由4个
土墩以及土墩环绕的中部低地
组成。

张 四 墩 遗 址 于 1976 年 发
现，1978年由安庆市文管所试
掘，1980年安徽省文物考古工
作队正式发掘。遗址堆积两个
文化层，一层大约从公元前
7000—5000年的母系氏族公社
后期，另一层从公元前16世纪
至公元前 11世纪的商代，出土
器物主要有石器和陶器。

从1号墩的试掘看出，文化
堆积最厚达2.7米，第1至4层为
商周文化堆积，第4层以下至第
8层为新石器时代堆积。新石器
时代文化的性质比较单一，其
鼎、甑、罐、豆、杯等构成了
张四墩文化因素的主体，可称
为张四墩下层文化，均属张四
墩类型。该类型为继薛家岗文
化之后，分布在皖西南一带的
又一支原始文化。专家分析，
张四墩类型大体相当于淮北地
区的大汶口文化晚期、良渚文
化晚期和石家河文化早期，晚
于本地的薛家岗文化。由于
在张四墩类型中暂时还未发
现石家河文化晚期的遗物，所
以它的下限可能早于石家河文
化的最晚期。按照上述几支周

边文化的绝对年代框架，张四
墩类型的起始年代大约在公
元前 2600 年，结束时间还难
以确定。

作为新石器时代文 化 遗
址，它见证了安庆人的祖先自
古就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
繁衍生息。2013 年 3 月，张四
墩遗址被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今年75岁的何学顺从小生
活在三义村。他回忆，当年遗
址地距离他家不过200米，“那
时候走在路上常会发现各式各
样的‘宝贝’，如棱角分明的石
箭头，碎瓦片、瓦罐等，这些
物品做工精致，难以想象是原
始人制作出来的。”

对 于 “ 张 四 墩 ” 地 名 由
来，当地还流传着一段美丽动
人的传说。传说玉皇大帝的四
女儿张四姐偷偷来到人间，下
凡在今天的张四墩。

这 位 张 四 姐 来 到 张 四 墩
后，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
登，百业兴旺，大家都非常喜
欢她，也非常敬重她。邻里有
个矛盾纠纷，只要四姐一到，
就能化干戈为玉帛。哪家有个
红白喜事，总得请四姐为座上
宾。大家都说，是四姐让这里
成了一方宝地。就连这里的山
也会长了，而且长得非常快，
没多久，这山峰就高耸入云，
直抵天庭。这件事很快就传到
玉皇大帝的耳朵里。玉皇大帝
龙颜大怒，命雷公将山峰劈
去。雷公抡起双锤，只听得

“轰”的一声巨响，山峰被拦腰
折断，形成四座土台，张四墩
也因此而得名。

对于张四墩遗址现状，江
帆告诉记者，该遗址保护区的
建设工作仍在继续，社区也成
立了遗址保护工作理事会，安
排专人负责在遗址巡视，防止
遗址遭到破坏。

全媒体记者 唐飞

张四墩：这个遗址
见证了安庆的历史根脉

本报讯 一个平凡的名字，
一位普通的农民，却有着不平凡
的人生。俗话说“久病床前无
孝子”、“孝义难两全”。但桐城
市青草镇徐漕村却有这样一位
儿媳，她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
整个家；她二十年如一日照顾
眼睛失明的婆婆和生活不能自
理的兄弟，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
人间大爱。

任劳任怨
悉心照料失明婆母

华友年 1971 年出生，1993
年与丈夫徐四九结为夫妻，组
成了幸福的家庭，婚后育有一儿
一女。在生活中，华友年几乎每
天都忙得停不下来，空闲时跟随
丈夫工地做工，在家既要照顾两
个年幼的孩子，又要照顾眼睛失
明的婆婆。晚上收工回家第一时
间做好饭菜送到婆婆面前，因婆
婆年事以高，加上眼睛失明，吃
饭时米饭抖落一地，华友年从不
抱怨，一口一口地喂，家中最后
一个吃饭的永远是她。“我早已
把婆婆当成亲妈一样对待，只要
家人和睦，自己能做的都会努力
做好。”华友年这样说，也是这
样做的。

手足情深
用心照顾残障弟兄

华友年不仅对婆婆孝顺，

还无微不至的关心着因病而生
活不能自理的丈夫的弟兄。平
时，家里做了好吃的，她都会
让弟兄先尝一尝，除了操心饭
食，华友年还包揽了弟兄所有
的衣服、被褥的清洗，每逢换
季的时候，她都会提前给他准
备好新鞋子、新衣服、新被
单。他闷了，她就推着他在村
边逛一逛；他不舒服了，她就
和丈夫一起带去医院看一看。
这一切的付出，她从来没有怨
言，丈夫很心疼，劝她休息休
息，她总是笑眯眯的说：“你的
兄弟也是我们的家人，为家人
付出点不算什么，只要我们这
个家平安就好。”

人们常说的床前没有百日
孝，但在婆婆和弟兄生活不能
自理的多少个日日夜夜里，他
们的床铺总是干干净净，屋内
没有任何异味。在华友年的悉
心照料下，八十多岁的婆婆身
体逐渐康复，弟兄的心情也越
来越好。

她的故事 在 村 里 广 为 流
传，在照顾好家庭的同时，她
还出色的把孩子培养成人、成
才，儿子毕 业 于 武 汉 大 学 ，
现已就职于上海一家知名企
业，她也成为了村里人羡慕
的对象。都说知亲恩，善待
儿 女 ， 求 子 顺 ， 孝 奉 双 亲 ，
温 馨 的 家 庭 才 是 动 力 的 源
泉，家和万事兴。

（通讯员 汪黎 张凌鹤）

华友年：
儿媳似闺女 孝义两相全

地名故事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