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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水寨暴动旧址。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摄

安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民国十九年的正月，到请水寨“拜
年”的人特别多，一个个拎着糖和糕，喜
气洋洋的。那节日氛围，就特别浓郁。

浓郁到什么程度呢？两天时间，来
了一千多“拜年”。而且吧，这“拜年客”
来了，就住在寨子里不走了。

请水寨是地处山区的小寨子，本身
并不是什么热闹去处，本地人口也不多，
哪就来这么多“拜年客”呢？还有，一众

“拜年客”表面看起来只带着糖糕，可衣
服里鼓鼓的，有些还漏出点，都是刀啊、
枪啊什么的，谁拜年带这些啊？

问得好！谁拜年也不愿意带这些，
都是那个社会逼的。

在之前的“文物自介书”栏目中，
曾有文物就“农民协会处决了地主方廷
献，打响了请水寨暴动第一枪。”讲了
一个故事，我们今天，就讲一讲那个故
事之后的故事。

话说，得益于能说会道的乡镇级知
名黄梅戏演员方正先的卧底，农民协会

“摸瓜队”成功伏击地主方廷献，将其击
毙。这，可是捅了马蜂窝了。

从土豪劣绅的视角来看，这很好理
解，兔子死了，狐狸总是又悲又怕——当

“狐狸”还是“兔子”亲戚的时候，尤为如
此。所以，方廷献被镇压后，他的实在亲
戚、当地知名劣绅陈晓初再也坐不住了，
悲惧交加之下，便有了图谋报复的想法。

抛开道德水准不谈，能成为劣绅的，
特别是“劣一代”，大概率智商不低。不
过，“老狐狸”也有脚滑的时候，精于小算

计，看不清大形势的人，智商再高，依然
会生出这种“耗子找猫”的想法。

敌人就差将“打我啊！”写在脸上了，
我们能不回应一下吗？于是，党组织又
决定由王俊任指挥，方木鱼任副指挥，调
集响肠、沙村持枪小组负责行动。经过
精密安排，行动人员于1930年1月20日，
也就是方廷献被镇压十多天后，在无愁
处决了陈晓初及其子陈厚生。

故事总是一环套一环——因为方廷
献被镇压，我们“摸瓜队”又镇压了陈晓
初父子——而就在陈晓初父子被枪决的
第二天，陈晓初长孙陈述庸未及治丧就
跑到潜山县城，用重金贿赂县长崔树龙，
意图报复。

作为潜山县国民党反动派头子，又
收了人家钱，崔树龙能不上心吗？这反
动县长一肚子坏水，故意在1月29日，也
就是农历大年三十当天，趁农会会员回
家过年之际，派自卫队20余人由陈述庸
带领潜入无愁、响肠地区，逮捕了农会会
员陈志贤、崔南山、储翰平3人。

正是反动派的此次报复，彻底点燃
了革命群众胸中的怒火。

响肠、无愁两支部负责人闻讯后，一
面派人报告潜山县暴动总指挥王效亭，
一面组织持枪小组追击营救，奈何追至
水吼岭、吴西店一带，敌已远遁。

当时情形十分紧张，已经暴露身份
的人员，从1月31日起，开始三三两两去
响肠西冲黄毛窝大佛殿一带深山老林里
隐蔽。于是，王效亭与王俊、陈履谦、

储文朗、凌霄等人决定提前举行暴动，
通知各区把农会会员组织起来，把埋藏
的枪支统统挖出来，约定于3日内到请
水寨集中。

2月1日至3日，天堂地区的响肠、无
愁、湖响、浒槽、汤池、沙村、五河、菖蒲、
来榜、石关等地的农会会员和游击队队
员 1000多人齐集请水寨。这便是本文
开头的那一幕。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2月
4日，王效亭在请水寨群众大会上宣布
正式暴动，并把参加暴动的农民游击武
装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潜山独立师，王
效亭化名为洪朗光任师长，陈履谦任党
代表，凌霄任参谋长。

这之后还有一件事，并不那么广为
人知，我们有必要提一下——通过这件
事多少能看到当时打土豪的必要性。

享惯了太平的人，从小到大了不起
只被父母、老师、领导批评过几句，对于

“土豪劣绅”之类的历史名词并没有直观
的概念。于是，有些人会生出一种莫名
的同情心来，认为土豪劣绅罪不至死。
对于这部分朋友，有句话送上：“那是没
叫你遇见，你遇见了，那指定打得更狠。”

不相信？那我们就以陈晓初为
例，看看当时的群众是怎么看待土豪
劣绅的。

1930 年，在沙村、衙前街的大河滩
上，在金家祠堂，在请水寨的大白果树下
……岳西多地都演过反映当时斗争的新
型黄梅调。其中有一出戏叫《土劣自
叹》，每一次上演，都会吸引数以千计的
群众前来观看。这出戏唯一的主角，也
就是“土劣”，人物原型、剧中姓名都是

“陈晓初”。
这场戏的演职人员，那必须要说道

说道。
写戏的编剧，是陈履谦。首先，陈履

谦是陈晓初的同乡同族，对这个人物原
型了解程度非常高。再者，陈履谦不仅
是优秀的红军政工干部，还是一位十分
有才华的戏曲、民歌创作者。他对当时
被称为采茶戏的黄梅戏情有独钟，编的
小戏好唱、好学、好看、好记、好演。如果
他没有牺牲的话，待到全国解放，他有了
时间，一定能创作出更多的优秀文艺作
品……

演戏的演员，同样有“大咖”。这么
说吧，师长王效亭多次亲自参加演出，扮
演主角。其实，咱们这位师长“老演员”
了，早年间在潜山梅城秘密从事革命活
动时，其自编自演的文明戏《穷人恨》让

许多穷苦百姓感动得热泪盈眶。当然，
文明戏，那属于话剧，这番唱家乡戏，王
师长实际上算是跨界演出。

看着阵容就很明显了，这是为了宣
传土地革命而创作的主旋律题材的小
戏。咱们师长都上阵了，宣传效果怎么
样呢？那是非常好啊！

好到什么程度呢？
当戏中人唱到“每日里洋参燕窝端

在手上，又吃鱼又吃肉外带鸡汤……”
时，那个嘚瑟劲，台下一众人咬牙切齿，
恨不得生啖其肉。

当戏中人唱到“有谁知共产党二次革
命，打土豪和劣绅性命难存”时，台下的场
景大不相同——喝彩、哄笑、掌声，“打倒
土豪！打倒劣绅！”的呼声，此起彼伏。

王效亭、陈履谦等人并不是专业的
戏曲从业人员，他们主创的这出《土劣自
叹》，演出效果能如此的好，胜在情感，胜
在引发观众共鸣。

保护人说文物：

请水寨，位于今天的岳西县响肠镇
请水寨村。如今的请水寨，环境优雅、气
候宜人，已经成为岳西县重要的红色旅
游目的地。那棵曾见证王效亭等人戏里
戏外精彩表现的千年白果树（银杏），也
依然傲立不倒。

“当时整个请水寨几乎家家户户都
参加了这场农民暴动，一些重要的军事
机构，像政治部、宣传部、修械所、指挥部
等也都设立在农民协会会员家中，遍布
整个村子。”岳西县响肠镇文化中心主任
方武介绍。“请水寨暴动消灭了一大批反
动民团，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
治，创建了潜山红军和1500平方公里的
天堂革命根据地，使鄂豫皖苏区连成一
片；锻炼、发展了一大批共产党员，密切
了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引发了
周边地区一系列农民武装暴动，如潜山
五庙起义、头陀河暴动、黄尾河暴动。”

据介绍，1985 年 10 月，为纪念请水
寨暴动 50 周年，中共岳西县委、岳西县
人民政府在请水寨村中湾组松树岗上建
立“请水寨暴动纪念碑”。2012 年 6 月，
请水寨暴动旧址群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2018、2019 年岳西县利用省级
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及传统古村落保护资
金共 400 多万元实施了修缮，在内部进
行陈列布展。目前各旧址的保护状况均
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梁月升

一位红军师长是如何唱出“满堂彩”的？
——请水寨暴动旧址群

肩挑蔬菜的村头妇女、扛着榔头的
乡村汉子、赤足奔跑的农家孩童，在舞台
上唱起歌、跳起舞……5 月 20 日，一场
《“大地欢歌·美好安徽”全省乡村文化年
活动启动仪式暨“四季村晚”春季首场演
出》，在“戏曲之乡”怀宁县石牌镇普济村
精彩呈现。

黄梅戏、舞蹈、独唱……一个个由群
众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在舞台上轮
番上演，村民纷纷拿出各自的看家本领，
让观众笑声不断、掌声不绝。“热闹，好
看，过瘾，接地气。”村晚现场水泄不通，

一个个节目满溢着的农家风情、乡村记
忆，演出现场，不管是参演群众还是观看
群众，每个人的脸上都喜气洋洋。

前不久，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
务司公布了2023年“四季村晚”主会场
和示范展示点名单，怀宁县石牌镇成为
全国“四季村晚”示范点。

乡村振兴，文化先行。近年来，石牌
镇从产业振兴、文化振兴、人才振兴等
多方面诠释乡村振兴，或是以广场舞、
歌舞等表演形式，描绘农民群众富裕增
收的生活景象，展现农文旅融合发展的

崭新局面；或是以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
讲述村民致富好故事；或是邀请乡村

“网红”助阵，推介区域特色文旅资
源。普济村“村晚”自2014年起每年
举办延续至今，通过村民的传承坚守、
各级政府的培育扶植、文化部门的引领
推广、社会各界的聚焦关注，从一个村的
农民“狂欢”成为中国乡村文化典范，走
出乡村走向全国。

“村晚舞台实现了我的演员梦，我觉
得特别高兴。”村民邵进华高兴地说。“是
的，从村晚的创作彩排演出，到活动组织

现场策划保障，悄然拉近了村民之间的
距离，每一位村民都能够从村晚中获得
体验感与满足感。”普济村党总支书记产
校军接过话茬说。

“村晚”的精彩上演，不仅改变着乡
风民风，也带动了当地拓展全域旅游。
现场开展了非遗展示话民俗、地方美食
忆乡情，让群众了解地方民俗文化、品尝
地方美食文化。展示了当地农村的崭新
面貌和村民的幸福生活。

全媒体记者 许娟 通讯员 檀志
扬 潘庆谊

“戏曲之乡”唱响振兴大戏

刚刚过去的“六一”，不仅小
朋友们过了一个难忘的儿童节，
一些成年人也加入到过节队伍
中来，欢乐程度不亚于小朋友。

“成年人如何理直气壮地过‘六
一儿童节’？”“管他几十几，我要
过‘六一’”曾一度冲上热搜，还
有网友自我调侃：“‘214’‘520’
我都没好好过过，现在过个‘六
一’不过分吧！”

这个六一儿童节，一些家长
可以说是忙得不可开交：看孩子
们精彩的演出、有的父母甚至上
台亲自表演、带孩子出门“逛
吃”，除了一群“带娃”家长之外，
众多单身一族也加入到过节队
伍中来。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前
不久网络上关于“520”的一场热
烈讨论。

曾几何时，“520”也成为一
个“节日”，因其谐音“我爱你”成
为众多情侣之间的浪漫“节日”，
还有不少网友选择在这一天领
取结婚证，因 2023 年的“520”正
好处于星期六，原则上民政部门
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上班，有不少
网友在网络上留言，希望当地的
婚姻登记机关能够“加个班”，虽

然不作统一规定，但也有想当一
部分省市的民政部门在“520”当
天为情侣们开放了婚姻登记服
务。此举同样引起了网友的热
议，有的人认为“520”本身就不
是一个节日，不应该将其当作一
个节日来对待，有的人则认为不
伤大雅，只是找一个相聚的仪式
感罢了。

近年来，除了“520”之外，
“618”“双 11”也成为了重要节
点。这些“节日”之所以流行，一
方面是人们需要在平淡生活中
找点仪式感，另一方面也与商家
和网络平台的大肆宣传有关。

对于这些“节日”我们也应
该辩证地看待。首先只要无伤
大雅，不妨多一些包容。在当今
快节奏的工作生活当中，一些年
轻人交友意愿并不强烈，通过这
些他们比较认可的节日能够与
朋友相聚，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但也应该注意到，这些节日中的

“攀比之风”也越演越烈：鲜花、
晚餐、礼物成为“520”的标配，

“618”“双 11”就是要“买买买”，
凡事量力而行，理智“过节”。

全媒体记者 付玉

“节日”层出不穷，你怎么看？

本报讯 今年以来，岳西
县来榜镇枫树村多载体、多层
次、多形式地抓好农村基层干
部廉政教育，促进基层干部强
化廉政自律意识，提高拒腐防
变能力，打通基层廉政教育

“最后一公里”。
枫树村把打造“清廉班子”

作为第一要务，严格落实“三会
一课”制度，树立清廉讲堂，通过
村干部上廉政党课、谈心谈话、
观看廉政教育片等方式，将廉政
典型示范教育和腐败案例警示
教育结合起来，不断强化村“两
委”和党员干部的法纪意识和廉
洁意识。

该村严格执行“四议两公

开”制度，向村民公开惠民政策
落实、重大项目建设、村级财务
收支、党员发展等群众关心关注
事项，规范运行小微权力监督一
点通，进一步扩大群众知情权、
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

枫树村积极举办群众喜闻
乐见的廉洁文化宣传教育活
动。依托现有文化墙、路灯、
广场等资源，推进“廉”“景”
融合，着力打造辨识度高、特
色鲜明的清廉文化阵地，利用
新媒体平台、送戏下乡、送教
上门等方式广泛宣传，扩散“清
廉”影响力。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
讯员 汪娜）

岳西：廉洁清风沐人心

吸烟成瘾是一种慢性疾病，
戒烟失败不是你意志力不行，而
是没有采用正确的方法。专业
的戒烟帮助可以大幅提高戒烟
成功率。你可以前往戒烟门诊
咨询专业医生，接受正规戒烟行
为干预治疗，或拨打戒烟热线进
行戒烟咨询。全国戒烟热线电
话为400—888—5531，公共卫生
服务热线电话为12320。

除了专业的戒烟方法外，日
常生活中我们也有很多方法可
以使用：

1、控制吸烟欲望
改变与吸烟密切相关的生

活行为，如改变清晨的行为顺序
（先洗漱、吃饭，再上卫生间等）；
采取一些补偿行为，可借用一些
替代物，如吃坚果、咀嚼无糖口
香糖等。

2、转移注意力
在吸烟念头出现时选择去

做一些其他自己喜欢的事情，如
看书、听音乐、运动等。

3、营造无烟环境
打扫生活、学习和工作场

所，清除所有和吸烟有关的物
品，坚持不去吸烟场所。

4、制定戒烟计划
可以设置戒烟日，制定戒烟

计划，积极寻求家人、朋友、同事
等的理解和支持，分析戒烟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或困难并积极处
理应对。

5、充足的睡眠
在戒烟期间需要保持充足

的睡眠，减少机体的疲倦感。
6、深呼吸
常做深呼吸，适度放松身

体，可缓解戒烟过程中的紧张和
烦躁感。

7、合理膳食
多吃蔬菜、水果、多饮水，但

不要吃高热量的零食。
8、限酒
烟酒通常相互伴随，在戒烟

期间饮酒会降低戒烟成功率。
9、坚持适量运动
适量的运动可让机体保持

充沛的精力，有利于保持积极乐
观的心态应对戒烟。

10、戒烟要彻底
早戒烟会有早受益。戒烟

20分钟，心率就会下降，血压
也会轻微降低；戒烟 12 小时，
血液中的一氧化碳浓度降至正
常值；戒烟24小时，一氧化碳
将从肺部排出，呼吸功能得到
改善；戒烟2天，尼古丁所致的
不良反应消失；戒烟3个月，肺
功能改善；戒烟1年，冠心病发
病风险降低50%；戒烟5年，中
风的发病风险下降至不吸烟者
的水平；戒烟10年，肺癌的发
生率约为继续吸烟者的 50%；
戒烟 15年，冠心病的发病风险
与正常不吸烟者相似。

疾宣

科学戒烟 健康受益

5月30日，怀宁县马庙镇卫生院医
护人员来到马庙镇枫林中心学校，开
展“中医药文化进课堂”活动，医护
人员向学生讲解利用针灸、艾灸等中
医疗法治疗颈椎病以及颈部、眼部的
按摩保健方法，让学生们体会中医药
文化的博大精深。

通讯员 檀志扬 赵南松 摄

中医药文化

进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