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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一周文化热点

1989年 5月，秦基伟与向守志一起
乘船前往南京。当船行至长江望江段时，
两岸熟悉的景致将两人的思绪同时带回
到40年前——那是1949年4月，他们曾
一起在这里渡江，一个是先遣军军长，一
个是第一梯队队长。

在中国古代，常常会有一些地方割
据势力。这些势力，大多数都不敢建国称
帝，但是会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搞自
己的一套。中央政权也就无法直接有效
地管理到它。论实力，地方割据势力当然
不足以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他们之所
以能实现割据，很多时候依仗的不过是
地理环境方面的优势而已，也就是所谓

“天险”，如长江。
有过九年义务教育经历的，历史课

上没有全程睡觉的同学都知道：无论经
历过怎样的纷乱，中国最后都会统一。也
就是说，地方割据势力都逃不过灭亡的
命运。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孟子说得好：“天时不如地利，地利
不如人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人民
群众渴望统一，搞分裂必然是死路一条。
在这种局面下，天险，实际上很不牢靠。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上一个想依靠长江
天险阻拦正义之师“解放全中国”的是
谁？结果又是怎样？

1949年 3月，当人民解放军进入望
江县时，各地群众欢声雷动、情绪高涨。
当然，我们的望江老乡们，对解放军的拥
护，不会只表现在口头上。在之后的渡江
战役中，他们捐献了大批粮食、柴草、猪
肉、军鞋、担架、雨具等物资支援部队。青
少年踊跃参军参战，船工民工积极报名
参加渡江支前。

而我们今天关注的是一个具体地点
——檀树塘——当年3月27日，人民解
放军二野四兵团十五军四十四师向守志
率部进驻这里。

向守志和四十四师指战员，在檀树
塘一共住了20多天。

这20多天里，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
无犯，淋着绵绵春雨手抱钢枪在树林席
地而坐，神情庄严，不私闯民宅，不拿群
众一针一线，自己捡拾柴草生火做饭
……彻底颠覆了檀树塘老百姓固有的观
念。自打民国乱世以来，他们见过兵痞，
见过兵匪，人民的军队还真是头一次见。

“这是神兵吧？天下苍生有救了！”村
里的族长徐明岩，算是见多识广的场面
人了，也被这样的队伍给震撼到了。于是，
他将自家最好的房子给师部作指挥部。顺
便提一句：本文物就是这座房子，渡江战役
二野四兵团十五军四十四师指挥部旧址。

徐明岩的妻子王玉萍，还义务为指
挥部指战员烧火做饭。徐明岩家里开有
酒坊和染坊，经济条件较好，又是德高望
重的族长。在他的率先垂范下，村里30
多户人家纷纷腾出房子主动邀请解放军
入住。当得知解放军急需渡江船只时，有
人拆下自家的房门、有人捐出木板床板、
有人打捞起怕被国民党军抢走已沉入湖
底的木船。这20多天里，泊湖到处可见
支前群众忙碌的身影和“军爱民，民拥
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的场景。实际上，
和平时期也能见到——泊湖每次经历大
汛时，都有类似场景。

那可是3月，最低气温常常还在个位
数的3月，泊湖的湖水仍然冰冷刺骨。当岸
上的人们都还穿着棉衣时，解放军战士们
已经着短裤，日日苦练游泳、升帆、划船。

2011年，向守志将军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曾对渡江战役的胜利原因进行分
析：“第一，坚信不移、不折不扣地坚决执
行党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的命令，当年
的口号就是党指挥到哪里部队就打到哪
里，打到哪里就一定要打胜；第二，兵民是
胜利之本，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渡江
所用的船只都是老百姓的船，这些船是沿
江沿湖渔民的生产、生活资料，他们就靠
这个吃饭。我们部队在檀树塘驻扎、在泊
湖水上练兵20多天，望江老百姓送粮送
菜，民工船工踊跃支前，他们的奉献是无
私的；第三，战士们不怕牺牲、英勇善战、
不怕一切艰难险阻，只要上面有命令，刀
山敢上、火海敢下，这样一种英雄气概在
精神上压住了敌人；第四，团结就是力量，
渡江战役是集体的胜利，作战中，各部队
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互相配合。”

我们有这样的人民，有这样的人民
军队，什么天险，什么固若金汤防线，都
不过是反动派灭亡前的“自嗨”罢了。

2022年了，除了少数“脑回路清奇”
者，很少有人提及所谓“天险”了。毕竟，
我们还有14亿多人民的意志，是任何人
都无法忽视的无比强大的力量。再者，我
们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水平，也早已今
非昔比，别的不说，再厉害的“天险”，能
挡得住“东风快递”不？

说到“东风快递”，也就是咱们的火
箭军，和本文物也是有联系的，联系就在
向守志将军。1960年，这位曾经鏖战沙场
的铁血战将，接受组织安排到军校当校
长，为国防现代化奋斗。这个军校当时叫
炮兵高级专科学校，现在已经改名了，叫
做火箭军工程大学。他与火箭军的缘分
还不止如此。1966年7月， 解放军第二
炮兵部队成立，向守志任第一任司令员。
众所周知，“二炮”就是火箭军的前身。在
这些岗位上，向守志为火箭军的建设和
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保护人讲文物：

檀树塘，今属望江县凉泉乡太华村。
这里有一棵老树，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枫
树。当年，指战员在树下召开誓师大会，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呼喊声在
泊湖上空回荡着，久久不息。这棵树已经
被望江县林业局挂牌为保护树木。老树
的边上，就是这座老屋——现为望江县
文物保护单位的渡江战役二野四兵团十
五军四十四师指挥部旧址。

“这是一座民国初年青砖小瓦建筑，
一进三幢、中间有天井，总面积200多平方
米。现旧址仅存65平方米，向守志所住东
厢房仍存。1949年4月21日上午，就是在
这里，在檀树塘，十五军召开誓师大会。大
会由军政委谷景生主持。会上，军长秦基
伟代表军党委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
国’两面红旗授予担任渡江突击作战的四
十四师130、131团。”7月29日，望江县委
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马薛毅介绍，
该文物见证了望江人民为支援大军渡江
所做的无私奉献，在传承“渡江精神”，凝
聚奋进力量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吴小平

1949年，“火箭军老司令”在望江
——渡江战役二野四兵团十五军四十四师指挥部旧址

上周，又有考古新发现公
布——通过对宁夏灵武水洞沟
遗址第 12 地点 （距今约 1.07 万
年—1.02万年）出土的鸟类骨骼
进行研究，中科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张乐
等人找到了史前古人类系统利
用鸟类资源的证据，并首次在
中国发现万年以前人类利用羽
毛作为装饰品的证据。

众所周知，鸟类，一般是
会飞的。“走地鸡”之类的“鸟
类之耻”，属于非主流，就不说
了。而人又是不会飞的，起码
依靠自身身体构造，是飞不起
来的。所以，人捕猎鸟，难度
是很大的。

而且，鸟类通常不怎么肥
硕。“胖鸟”之类的，毕竟也
属 于 非 主 流 。 吃 不 到 几 两
肉 ， 费 那 个 老 劲 干 嘛 呢 ？ 直
到 某 一 天 ， 某 些 原 始 人 脑 洞
大 开 ， 发 明 了 捕 鸟 工 具 ： 捕
鸟 网 和 弓 箭 。 哎 ， 可 怜 飞 鸟
们 ， 终 究 逃 不 过 “恐怖直立
人”的降维打击。

我们知道，一旦什么考古
发现西方有，我们没有，就会
有西方学者借题发挥：有一部
分侧重于搞“西方中心论”，更
恶 心 的 那 种 会 搞 “ 人 种 优 劣
论”。可惜的是，有关鸟类与史
前人类关系的研究成果，在我
们国家并不多。

这不禁让人陷入深深的怀
疑：是俺们这嘎达的原始人不
爱吃鸟么？显然不是，这不是
有考古发现了嘛！实际上，生
活在中国的史前人类也爱吃鸟
……水洞沟遗址第 12 地点出土
有414件鸟类骨骼，可见当地原
始人没少捕鸟。

研究人员通过对鸟类骨骼
进行了埋藏学研究发现，这些
鸟类以环颈雉、石鸡和山鹑等
鸡形目为主，胡兀鹫、大鵟、
普通鵟等鹰形目和雕鸮等鸮形
目等肉食性鸟类次之。古人类
在鸟类骨骼表面造成的切割、
敲砸、烧烤与劈裂等痕迹，主
要分布于鸡形目的多肉部位以
及猛禽类前肢的肢端部分。

这是什么意思呢？相关专
家认为，这表明水洞沟先民可
能对前者进行了较为彻底的营
养性利用，而对后者则进行了
获取羽毛的处理。

“营养性利用”翻译一下，
就是吃。也就是说，各种“鸡”
是用来吃的，各种“鹰”则是用
来拔毛的。

原来，在一万多年前，人
们已经意识到：吃鸡，多是一
件美事啊。更重要的是，他们
还意识到：真的勇士，要敢于
拔雄鹰的羽毛，把它们戴在自
己身上，不仅美美的，还能显
得勇敢……当然，这种事原始
人可以干，现代人就不要想了
——在我们国家，鹰、隼、鸮
这类猛禽，基本上就没有不是
保 护 动 物 的 ， 也 就 是 所 谓 的

“牢底坐穿鸟”。
以动物毛皮彰显能力和地

位，是一种习俗。在靠捕猎生
存的部落，这种习俗很常见。
有习俗，当然就有文化。也就
是说，当时的史前人类，已经
是有文化的人了。用相关专家
的话来说就是：“水洞沟先民以
鸟类羽毛作为装饰品的科学发
现 则 为 ‘ 我 国 一 万 年 的 文 化
史’又增加了新的研究视角与
内涵。” 全媒体记者 何飞

史前古人类系统利用鸟类资源

出门步行15分钟内，就有一处阅读
空间。这里不仅是一个阅读场所，还可以
参加各类公益活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今年，“15分钟阅读圈”新增为我市19项
民生实事之一。我市将在“十四五”期间，
通过逐年新建、改扩建一批城市阅读空
间，让阅读之美散落在宜城各个角落。

温馨舒适的阅读长廊、琳琅满目的
书籍、聚精会神的读者……8月6日，走
进宜秀区芭茅巷社区城市阅读空间，不
大的空间内早已坐满了前来看书、学习
的人。“刚看完两本小说，再来借两本。”
驻足在书架前，居民马卫华说，自己几乎
每周都会过来“淘淘书”。

“别看我们这个阅读空间才百来平
方米，书籍报刊可不少呢！”负责管理该
空间的社区干部林亮介绍，该阅读空间
由区文旅局牵头建成后，交由社区负责

后续管养工作，目前有藏书5000多册，
涉及文学、哲学、儿童读物等二十余种类
型，通过图书馆专业管理系统，实现书籍
智能化管理。

“这阅读空间就在家门口，可给我们
这些‘书虫’提供了休闲的好去处！ ”退
休居民郑立柱说，市图书馆离家较远，以
前想去借书还得换乘好几趟公交，来回
很不方便。如今他下个楼就可以徜徉在
书海间，还能结识一些邻里间的“书友”，
让休闲生活丰富不少。“目前社区已有
100多位居民办理了借阅卡，借阅人次达
800余次。”林亮说。

今年，安庆市拟建设28个城市阅读
空间，以市区、县城为基本单位，初步形
成15分钟阅读圈，构建全民阅读服务体
系。截至6月底，已建成14个阅读空间。

与此同时，依托农家书屋、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等，图书从城里“走”到乡村，
“走”进农民生活日常。流淌在田野上的
这缕书香，让阅读成为了各个乡村的一
道新风景。

8月5日上午，在桐城市新渡镇新安
渡村“农家书屋”，两位回乡的大学生正
在辅导孩子们玩科普器材与绘画，还有
三五位村民在全神贯注地看书。“没想到
我家旁边有这么一个好地方，我要常带
孩子来看书。”久居外地的徐娟第一次带
孩子来到农家书屋时感慨地说。

该镇今年全面完善20个农家书屋
阅读空间建设，在提升农家书屋服务功
能上，引入志愿服务力量，定期开展理论
领读、经典传诵、文化传习、技能推介、亲
子教育等活动，以灵活多样的模式播撒
书香，丰盈群众“文化粮仓”。

在岳西县来榜镇枫树村，农家书屋

还被“搬进”了村民们的手机里。该村实
施“农家书屋”数字化建设，村民们只需
下载“数字书屋”APP，就能在APP内看
书、听戏、浏览新闻等。APP内的图书涵
盖了党政法规、农业生产、农林牧渔、科
普知识、寻医问药、文化文艺等各类与农
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资源。

“以前没有书看，种瓜蒌遇到问题得
去求人。后来农家书屋建立了，可以去书
中寻找解决办法。现在有了‘数字书屋’
这个平台，在手机里就能读书学习，可真
方便。”该村瓜蒌种植户汪以仁说。

为打通农村文化需求“最后一公
里”，怀宁县图书馆每年还会为全县20
个乡镇综合文化站配送500套图书，不
断丰富乡镇文化站的图书种类，满足农
村居民的阅读需求。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书香满城润人心

8月6日，在桐城市龙眠街道碧桂园
社区文化活动室，书法老师正在指导社区
留守儿童练习书法。

当天，该社区党组织依托“党建+信
用”志愿服务平台，邀请社区信用户和留
守儿童开展“翰墨培雅趣，书香沁社区”暑
期国学文化进社区活动，让社区里的留守
儿童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讯员 乔乐 摄

国学进社区

安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一）口腔健康是指牙齿清
洁、无龋洞、无痛感，牙龈颜
色正常、无出血现象。

（二）每天早晨起床后、晚
上睡觉前分别刷牙1次。睡前刷
牙更重要，养成刷后不再进食
的好习惯。

（三）普通成年人每年至少
进行一次口腔检查，及时发现
口腔疾病并进行早期治疗。

（四） 家长应帮助或监督6
岁以下儿童刷牙，帮助其养成
每天早晚刷牙的好习惯。

（五） 使用含氟牙膏是安
全、有效的防龋措施，提倡使

用含氟牙膏刷牙。（高氟地区除
外）

（六）餐后、食用零食、饮
用碳酸饮料后，应及时用清水
漱口，清除食物残渣，或咀嚼
无糖口香糖，可降低龋齿产生
的风险。

（七）减少吃糖次数，少喝
碳酸饮料。饼干、冰激凌、蛋
糕、巧克力等含糖量高或粘度
大食物容易引起龋病，应减少
这部分食物的摄入频率。

（八）儿童易患龋齿且进展较
快，应每半年进行一次口腔检查。

疾宣

健康口腔核心信息

本报讯 7月31日，望江县
黄梅戏剧团走进内蒙古达茂旗
的套马沟，为当地广大群众呈
现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

演出现场，《春江月》黄梅
戏古装剧等受到观众的热烈欢
迎。同时，该场演出的线上直
接观看观众达千余人，直播间
点击率达30万人次。

据悉，今年进军塞上应邀
参加内蒙古套马沟首届消夏文

化艺术节开幕式，已是望江县
黄梅戏剧团与内蒙古达茂旗开
展的第4次合作，12场传统黄梅
戏演出结束后，望江县黄梅戏
剧团还将参加达茂旗第32届那
达慕大会。与此同时，每场演
出还将通过公众号和抖音平台
进行直播，实现线上与线下同
步呈现。

（通讯员 虞歌 全媒体记
者 付玉）

望江：南北文化促交流
四上内蒙唱黄梅

文化传真

渡江战役二野四兵团十五军四十四师指挥部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