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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文化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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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自介书文物自介书””系列报道系列报道

前不久，在河南卫视《2024
中秋奇妙游》晚会上，刚刚在巴
黎奥运会获得金牌的国家艺术
体操队再现中国传统文化之美，
特别节目《凤鸣凌霄》中，体操姑
娘们身着汉唐服装，以月下嫦娥
为引，运用身体和红绸模拟造
型，通过月之灵气的视角表现
古筝、琵琶等中国民族乐器的
独特韵味，诗意与奇幻、体育
与艺术完美融合。

河南卫视中秋晚会与艺术
体操的联动是一种创新的艺术
表现形式，它结合了电视媒体
的传播优势与体育美学的独特
魅力，展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
审美的完美融合。这一联动不
仅在视觉效果上给人以震撼，
更重要的是它传递了一种文化
自信和艺术创新的理念。

河南卫视中秋晚会一直以来
都致力于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通过现代化的手法将其重新
演绎给当代观众，尤其是年轻一
代。艺术体操作为一种集美感与

技巧于一体的体育项目，其优雅
的动作和高难度的技巧本身就富
含艺术气息。将艺术体操融入到
中秋晚会节目中，既展示了我国
传统节日的文化底蕴，又赋予了
古老节日以新的生命力。

艺术体操与中秋晚会的联
动体现了跨界融合的艺术创作
思路。这种跨界不仅仅局限于
艺术领域内部的不同门类之间，
而是跨越了体育与娱乐两个看
似界限分明的领域。这种大胆
的创意打破了传统的艺术边界，
拓宽了艺术的表现形式，使节目
更具观赏性和新颖感。

在 艺 术 体 操 表 演 的 基 础
上，晚会采用了先进的拍摄技
术 和 后 期 特 效 ， 如 无 人 机 航
拍、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
(AR)等，创造出令人惊叹的视觉
效果。这种高科技手段的应用，
不仅提升了节目的视听享受，也
展现了中国在文化艺术和技术
应用领域的进步与发展。

全媒体记者 付玉

又美又飒 当体育与传统文化融合

1934年 12月5日，望江县城大北门
城门外，四位满身伤痕的年轻人，步履蹒
跚地走向生命的终点。他们之中最年长
的是35岁的童报林，最年轻的是26岁的
徐红秀，另外两位是34岁的檀九保和30
岁的李秀松。也就是说，他们之中，有一
位出生在19世纪90年代，是“90后”，有
三位出生在20世纪00年代，是“00后”。

这些年轻人，又是为了什么心甘情
愿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呢？这个问题，
相信大多数读者朋友们已经有答案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第75个生
日的特别日子里，我们一起看看在整整
90年前，这四位“90后”“00后”年轻人是
如何为了理想和信念而牺牲的。

李秀松出生于 1904 年，字东林，
别号老向，望江人。他的家乡，在
2024年属于雷池镇雷港村，一个典型
的长江之滨的鱼米之乡；1904 年的
雷港，就不那么宜居了，经常遭遇
旱涝灾害的打击。生存环境不好，
家庭条件又差，不知道是家人安排，还
是自己做主，李秀松选择了一条技术脱
贫之路——做泥瓦匠。

旧社会学徒之辛苦自不必说，出师
后又因为没赶上好时候，李秀松一身的
泥瓦匠技艺也不过是能勉强糊口，至于
脱贫致富，那是完全看不到希望。不过，
在各地为生计奔波的日子里，他虽没有
收获富裕，却收获了理想和信念——
1933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久，李秀松参加在兆吉沟开办的
干部训练班学习深造。兆吉沟，位于江
西省彭泽县境东北部，大浩山山脉西南
向，枫树岭东侧山垄，与安徽省东至县毗
邻。如今兆吉沟之所以有“赣北小井冈
山”之称，正是因为在这里活跃过的党组
织和红军曾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所作出的
重要贡献，其中就包括在战火中成立的
中共赣皖七县中心县委。

1933年 9月底，蒋介石集中一百万
兵力，自任总司令，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
五次大规模“围剿”。对此，中共闽浙赣
省委、省苏维埃政府作出“保卫基本苏
区，创造新的苏区”的战略方针和积极发
展红军的决议。1934年3月，闽浙赣省
委派柳真吾、周成龙等率领红军游击大
队，创立中共赣北特委。4月，赣北特委
组织和领导武装暴动并取得胜利，成功
开辟皖赣边新苏区。6月上旬，赣北特
委决定成立彭泽、东流、鄱阳、都昌、湖
口、秋浦、望江七县中心县委，直接领导
赣皖边区的革命斗争。

在兆吉沟的干部训练班学习深造结
业后，李秀松利用做工之便利，往来于彭
泽县浩山乡和东至县香隅乡之间，在贫
苦农民中秘密宣传革命思想，播撒革命
火种。赣皖七县中心县委成立不久，李
秀松又得到新的任务：回望江，参与恢复
重建望江地方党组织。

李秀松和同志们很快地完成了任
务，中共望江特区委在井泉（今属太慈镇
九龙村）徐家井头秘密建立。特区委将
全县划分为5个活动区域：第一区辖雷
港、华阳一带，李秀松负责；第二区辖茶
安、太慈、沈冲（今均属太慈镇）一带，徐
国华负责；第三区辖凉泉、长岭一带，徐
发林负责；第四区辖泉塘、鸦滩（今均属
鸦滩）一带，徐翰平负责；第五区辖高士、
赛口一带，陈子勇负责。

在赣皖七县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望
江特区委迅速投入工作。为贯彻执行上
级党组织关于积极扩大红军和准备秋收

暴动的指示精神，作为特区委第一区负
责人的李秀松牵头负责发展组织、扩充
红军。

扩充红军工作，难度很大。一方面，
时间紧、任务重，望江特区委又刚成立，
在组织工作上存在不足之处，部分同志
也缺乏斗争经验；另一方面，当地的土豪
劣绅等反动分子散布消极言论，既暗中
破坏也公开作对。

为了解决“第二个难点”，保障扩充
红军任务按期完成，李秀松公开向阻碍
我党工作的反动势力发出口号：“谁阻止
就杀谁”。这话听着挺残酷，在那个时代
其实很正常。毕竟，“谁”会阻止我们扩
充红军呢？只会是反动势力嘛！可不要
小瞧这种简单的口号，对于那些养尊处
优、贪生怕死的反动分子来说，威慑力可
是相当强的。就这六个字，消灭了不少
阻力，“上名字”的望江人也越来越多。

所谓上名字，就是在一张红纸上签
名画押表明自愿参加红军。当时，东阁
冲（今华阳镇陶寓村）一次就有25人上
了名字，清庆村（今太慈镇清平村）的84
户中就有86人报名入册（其中有两对夫
妇），重点活动区上名字的人数达300余
人，为苏区革命根据地输送了许多红军
战士。在兆吉沟、东至县木塔乡的红军
烈士名单上都有望江人。

完成输送苏区红军任务后，组建中
国工农红军望江地方武装工作也紧锣密
鼓地进行。1934年8月底，报名参加红
军地方武装人数已经达到100多人，筹
集猎枪、土铳也有50多支，于是，望江特
区委在雷港闸附近江堤坝脚下一片茂密
的树林里，正式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雷港
独立团成立。正是雷港独立团让四位烈
士聚在了一起，当时，李秀松为团长，童
报林为副团长，徐红秀为交通员，檀九保
为侦察兵。

雷港独立团成立不久，按照赣皖七
县中心县委指示，李秀松等人在雷港闸
江外滩建立秘密交通渡口，负责把从安
庆、望江江北一带筹集的物资转运到江
南红军根据地去。可惜，渡口建立不久
便遭国民党破坏。

1934年望江大旱，百日滴雨未落，塘
堰干涸、水田龟裂、禾苗枯死、饥民流浪、
饿殍遍野，穷苦百姓食草根、树皮、观音
土维持生命。对此，国民党当局不仅不
积极救灾，反而在当年8月3日向进城乞
食灾民开枪，致灾民3死1伤。对此，望
江特区委在群众中迅速开展诉穷苦、挖
穷根、鼓情绪、聚力量活动，策划乘势组
织雷港独立团择机攻打县城，开仓放粮、
救济灾民、夺敌枪支、壮大队伍，尔后转
移到江南与红军会师。

作为雷港独立团团长，李秀松就此
做了精心准备：一方面策反了县自卫团
常备大队二分队队长周贵山作攻城内
应，另一方面准备了二十条木船，打算暴
动成功，就连夜乘船渡过长江。

11月25日，望江特区委在余团庙召
开紧急会议。经商讨、综合各方意见后，
决定宜早不宜迟，暴动时间定在 11月
28日 （农历十月廿二） 夜间，行动方
案如下：暴动人员分成三路，李秀松率
领雷港独立团作为主力，负责攻打东
门；徐国华率领茶安、太慈方面的人员
攻打小北门；徐法林率领凉泉方面的人
员攻打大北门。暴动采取里应外合的方
式，在东门外奎文塔上设置信号，用红
布裹着手电闪亮三下，以此与城内作内
应的国民党常备二分队联络，然后由二
分队打开东门，迎接攻东门人员入城，
再接应攻北门人员。

11 月 28 日黄昏，各路暴动队用芦
苇、麻秆等包藏着土枪、土铳和刀矛等武
器，按预定时间全部埋伏到指定地点。
夜间，李秀松等登上奎文塔，按约定用红
布裹着手电闪亮三下，城内毫无反应，稍
后又重复了一遍，城内仍毫无动静。正
在疑惑之际，奉命白天就潜伏在城内的
檀九保，翻越城墙送来确切消息：攻城部
署已经泄露，二分队已换防，队长下落不
明。特区委领导察觉情况有变，即令各
路暴动队迅速撤离。

此次计划泄露的罪魁祸首是混进党
内的投机分子金玉堂（小名金狗伢），他
将全部情况密告雷港联保主任倪正欧。
倪旋即飞马进城向县长洪鼎和盘托出。

洪鼎即令驻城自卫团一、二分队相互换
防，并解除了二分队士兵的武装，分队长
周贵山被免职关禁闭。与此同时，加强
了护城守备。

一个叛徒，就让精心准备的“十月暴
动”功亏一篑，令人不禁扼腕叹息。然
而，此次泄密事件造成的后果，远不止如
此——暴动夭折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加
紧白色恐怖。第二天夜里开始，县长洪
鼎率领常备队50余人，到雷港、茶安等
地残酷进行清剿，逮捕了李秀松、童报
林、徐红秀、檀九保。

穷凶极恶的敌人把他们绑在木柱子
上，用皮鞭上下抽打，直打得皮开肉绽、
鲜血淋漓，逼问中共党员和独立团成员
下落。四人不愧为钢铁战士，大义凛然、
宁死不屈、决不吐露半字。敌人一无所
获、无计可施之下，于12月5日，将四人
残忍杀害。为了终会燎原的星火，四位
英雄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专家说文物：

四位英雄壮烈牺牲后，其家人连夜
运回遗体安葬：李秀松葬于望江县太慈
镇红庙村小南山；童报林葬于太慈镇清
平村东风组；徐红秀葬于太慈镇群星村
汪屋自然村；檀九保葬于望江县雷阳街
道翠湖村檀屋自然村。

“中国工农红军雷港独立团，是土地
革命后期中共领导的工农武装，存在时
间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却在唤醒民众
阶级觉悟、发展壮大红军队伍、支援中央
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武装反抗国
民党的反动统治上作出了积极贡献，留
下了不可磨灭的红色印记。”望江县退役
军人事务局副局长谢晖介绍，1988年，经
望江县人民政府申报，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政部追认李秀松、童报林、徐红秀、檀
九保为革命烈士。“去年，四位烈士的名
字已经刻入升级改造的望江渡江烈士陵
园内的烈士英名墙上。中国工农红军雷
港独立团成立地旧址，也已列入望江红
色革命遗址名录。”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吴小平

90年前，他们将青春燃成“星火”
——中国工农红军雷港独立团成立地旧址

2023年，四位烈士的名字已经刻入升级改造后的望江渡江烈士陵园内的烈士英名墙上。 通讯员 邾孟金 摄

本报讯 近年来，宿松县华亭镇通
过传承红色基因、推进文明创建与深化
联勤管理，全面推动乡村文明建设。

乡贤助力文化引领，红色
文化提升乡风文明

华亭镇以红色文化为鲜明的精神纽
带、传承历史的桥梁，构筑起坚实精神
支柱。熊群弟，这位在对越自卫还击保
卫边疆作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老兵，以
其亲身经历和生动宣讲，成为了传承红
色基因的典范。他不仅走进机关、学
校，用公益宣讲的形式讲述历史故事，
更积极参与各类公益活动，身体力行地
弘扬时代精神。同时，华亭镇汇聚各界
乡贤力量，以五老群体定纷止争，发挥
村规民约正向激励作用，润物细无声地

助力民风转实转好，引导群众安居乐
业，邻里和睦相处，共同构建充满正能
量的文化氛围，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的
精神动力。

深化法治文化建设，法治
文明浸润人心助力乡村振兴

华亭镇以校园周边文化市场为重
点，组织多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检查行
动，有效打击非法、盗版、暴力恐怖、
低俗出版物等违法行为，为青少年健康
成长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此
外，该镇还积极推进美丽乡村建设，通
过培养“法律明白人”等方式，提升居
民的法治意识。非遗传承人汪永松用大
鼓书传唱党的方针政策及法律知识，宣
传婚丧嫁娶简办、孝老爱亲构建幸福家

园，以文明新风助力乡风文明，让传统
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得益彰，进一步
增强了乡村法治文明建设的实效性，群
众的法治文明观念日益增强。

做实联勤管理，提升集镇
治理效能

华亭镇志愿者与民警、交警常态化
深入集镇各商铺、农贸市场、餐饮店等
开展联勤管理宣传，提高群众对集镇环
境综合治理工作的知晓率和参与率。同
时，依托党员代表群、商户微信群、业
主群等广泛线上宣传，倡导广大群众积
极参与，争做文明新风的引领者，呼吁
集镇居民对违法停车、私占车位等不文
明行为进行互相监督，形成“群管群
治、群策群力”的齐抓共管大格局。该

镇通过逐片、逐路、逐段排查，梳理统
计可利用区域，集中在主要路段周边对
停车、垃圾储放资源进行优化扩容，今
年来，共计新增施划非机动车位线超
200米，新增施划机动车车位9个，修
补陈旧模糊车位10个，新增大型垃圾
桶10个。依托“城警联动”机制，华
亭集镇常态化开展机动车违停联勤巡查
工作，重点针对集镇主干道、农贸市
场、学校等重点区域织密巡查网络，通
过“机动巡查+定点点位”的方式，对
违规出店经营的店铺实行“警告谈话+
下达整改通知书”相结合方式处理，对
各类违停车辆实行边普法边劝导，坚持
教育劝导与罚款扣分相结合。今年来共
计劝导违规出店经营店铺20余家，劝
导错停、违停车辆90余辆次。
（通讯员 朱梦涛 全媒体记者 许娟）

文化点亮和美乡村

本报讯 “我这次推荐的是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我很喜欢
里面一句话‘即使没有月亮，心
中也是一片皎洁’。我认为，作
为一名党员干部，在困境中要坚
强勇敢，即使周围环境存在困
难，也要保持内心的明亮和纯
洁，初心不变……”9月 19日，在
岳西县古坊乡召开的“徜徉书海
阅享人生”为主题的“新时代乡
村阅读季”读书分享会上，年轻
干部朱显军分享道。

会上，《平凡的世界》《朝花夕
拾》《老人与海》《骆驼祥子》等立
意独特、内容丰富的书籍被一一
分享，大家诵读经典片段、畅谈各
自的阅读体会，共同探讨读书对
于工作和生活的重要意义，促进
大家思想的碰撞和情感的交流。

这个秋天，在古坊乡，沐浴
在书香文韵之中的不只是党员
干部，还有校园里的少年儿童
——为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引
导他们从书中汲取力量，感受阅
读的快乐，培养他们养成“爱读

书、会读书、读好书”的良好习
惯，古坊乡特意开展“书香润童
心”儿童阅读活动。

活动中，孩子们来到前进村
农家书屋，选择自己喜爱的红色
书籍、经典著作等进行阅读，汲
取知识的智慧和力量。随后，大
家互相分享精彩语句及片段，同
时由领读人袁梅为孩子们解疑
释惑，现场学习氛围十分活跃。

“我很喜欢这里，下次我还要
来这里读书。”“我要把这本书借
回家和爸爸妈妈一起看。”“我要
像这本书里面的主人公一样努
力，勇敢做自己。”孩子们纷纷表
示通过阅读受益匪浅，意义非凡。

“近些年，我们乡持续利用
农家书屋、图书室等载体，开展
形式丰富的乡村阅读季活动，取
得了良好效果。”据古坊乡文化
中心负责人罗林介绍，目前该乡
共有村级农家书屋4个，藏书有
万余册。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
员 王静怡）

书香文韵润古坊

本报讯 9月18日，宿松法
院凉亭法庭联合团县委共同开
展“九一八”爱国主义教育主
题活动，为同学们献上了严肃
活泼的“开学第一课”。

活动伊始，大家共同观看了
“九一八事变”纪录片，县青年讲
师团老师许焕娟以纪录片中的
英雄人物为切入点，精心准备了

“缅怀革命先烈，赓续红色血脉”
主题课程，讲述抗日英雄事迹，
引导同学们铭记历史，弘扬革命
先烈们的爱国精神。同时，凉亭
法庭的法官从侵害英雄烈士的

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出发，详细地
向同学们阐释了国家法律是如
何保护英烈形象及其所代表的
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爱国精神。

随后，法官们带领师生参
观法庭，深入了解法徽、法
槌、法袍等法院元素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 等法律法规，
并沉浸式体验“小法官”的角
色，在孩子们纯真的心灵里，
种下了法治的种子。

（通讯员 朱旗）

法护“松苗”心 厚植爱国情

9月20日，在望江县高士镇毛安村，青年志愿者们和留守儿童以
漆为笔、以水作画，品味穿越千年而来的文化盛宴。

近年来，高士镇深入开展“非遗进村组 文化润童心”主题活动，
滴入漆料、搅拌调制、放入团扇、旋转扇柄……一把把有着斑斓色彩的

“东方美学”漆扇作品便为之“绽放”，带领留守儿童深度体验和感悟传
统文化的深刻魅力，让传统文化在一颦一笑、一呼一吸中沁润心田。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讯员 黄佩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