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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西，一片红土地，上海，一座大都市，一
线高铁相连。国庆假期，探亲3天，心心念念，在

拥挤的旅途中，撇开烦扰，来到上海市区黄陂南路374

号———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会址。

深秋，日暮时分，踏着翩翩飞舞坠地的梧桐叶，进入
纪念馆里瞻仰，仿佛有一种心归的感觉。

这是一座石库门式楼房。此时站在夕阳下，红红的暖
暖的阳光落在灰色墙壁上，历史的底色，与旁边现代的高
楼大厦形成比对，时代飞轮，驶过沧海桑田。

“一大”的会议室是楼下的客厅，约18平方米，室内
陈设均按原样仿制。雪白的墙壁，朱红的地板，窗明几
净。中间放置着一张铺着白色台布的长方形会议桌，桌上
放着茶杯与火柴盒架，桌周围有12只圆木凳，东、西两侧
靠墙各摆着一只茶几和两把椅子，整个会场十分庄严。

据史料记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

年7月23日至30日在这里秘密召开，各地的7个共产主义小
组派出了 12名代表出席，他们代表了全国的53名共产党
员。

“一大”在上海的集会，受到法租界当局的监视，7月
30日会场遭到法国巡捕搜查，会议被迫中止。停会期间，
代表们在李达的寓所商定，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
继续举行。大会通过了党纲，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成立
了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会址按纪念馆原貌修复，室内布置维
持当年的原样，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纪念馆内辟
有三个陈列室展出我党创立时期的史迹和文物。1996年6

月，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实施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扩建
工程。新建筑的外貌与中共“一大”会址建筑相仿，占地
面积715平方米。地上一层设有门厅、多功能学术报告厅和
贵宾厅。二层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文物陈列》展览
厅。1999年5月27日，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扩建工程在
庆祝上海解放50周年纪念日竣工并正式对外开放。中共
“一大”会址纪念馆1952年建馆以来，征集、收藏的文物
3 . 8万余件，累计接待国内外观众近1000万人次。1997年6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公布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为全国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1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游客川流不息，却没有喧嚣，
大家静静地浏览，默默地瞻仰，也许心中波澜起伏，也许热
泪盈眶。

13位代表的展位以籍贯为单位陈列:上海的李达、李汉
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
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
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柔和的灯光

下，
陈旧模糊的
历史照 片 和 文 物
史料，透过历史的尘
埃，却是愈发鲜亮，
把人们带回那段峥嵘
岁月、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犹如一片闪
烁着革命光芒的园地，帮助国人走进中
国共产党先驱生活的风起潮涌的时代，走进
他们追寻光明、为劳苦大众寻求解放的心灵世
界；纪念馆理所当然也是传播红色文化的基地，
必然建设和守护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这里饭菜可口，和家的感觉一样。”近
日，在金寨县全军乡滨友老年综合服务中
心，卢炳华老人的话得到周围十多位老人的
掌声。

养老中心一楼食堂的小黑板上写着三
餐的搭配：早晚稀饭、包子或馒头、花卷、鸡
蛋，中午为三菜一汤。

养老院面向龙津溪地，山清水秀，空气
清新，院子里有一块空地，老人们还自己动
手，开了几块菜地，种上了青菜、莴笋等蔬
菜，既锻炼了身体，又能吃到新鲜的放心
菜。

今年87岁的卢炳华在滨友养老院生活
了5年，他思维清晰，精神矍铄地告诉记者：

“长时间的养老院生活，让自己有了规律的
作息时间，早起、散步、下棋……生活得非
常健康。”“平时大家在一起下下棋、聊聊
天、晒晒太阳，身体不舒服了可以就在门口
的医疗室看病，住在这的感觉比家都好。”
说起住进养老院带来的好处，作为“老住
户”的卢炳华感触最深。

在这里，老人都有自己独立的卧室，房
间内配有独立卫生间、空调、电视，有专门
的炊事员每天变着花样给老人们做饭。老人
们平时的生活起居、卫生清扫等都由专人负
责，周百琴夫妇俩就和老人们一起吃住，负
责24小时照顾老人，“这一层的老人都是我

们负责，照顾老人不像其他工作，白天
夜里，都要随叫随到。”慢慢地，滨友养
老院不仅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气，入住
老人的地域范围也越来越广。“一开始，
我们只有20多个老人，现在入住50

多个老人。有滋有味的老年生
活不仅让他们过得舒心，
也让家里人更加放心。”
滨友老年综合服务中
心 负责人叶长 茂 说
道。

在叶长茂看来，
养老产业是朝阳产
业，养老不像其他事
业，要敬业，有爱心
和耐心，还要有责任
心。他带着记者参观了
养老院，养老院是公寓
式住房，主体楼两栋、附属
楼房两栋，五层一部电梯，室
内长廊，全景监控，独立食堂。占地
面积13 . 16亩，总建筑面积11635平方米，可
同时容纳300位老人入住。“我们公寓内包
括标准间、单人间、夫妻间，房间宽敞，光线
充足，配套设施齐全，空调、电视、冷热水、
独立的卫生洗浴设施。公寓里还有老年活动
室、阅览室、麻将室、洗衣房，还有景观塘及

占地1000多平米的小广
场，让老人老有所养，老
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
所居。”
记者了解到，滨友老

年 综 合 服 务 中 心 中 心 于
2011年11月立项获批，坐落在

金寨县全军乡梁山村，公寓项目
已在2014年纳入民生工程，得到了金

寨县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及肯定。中心利用
当地龙津溪地、梁山休闲小镇良好的自然景
观和生态资源，综合住宿餐饮、健身休闲和
医疗卫生保健服务，创造修身养性、愉悦身
心的良好环境，努力打造金寨县乃至六安市
有特色、高水平的综合性老年休闲、居住和

娱乐场所，让更多的老年人在这里颐养天
年，享受夕阳无限好的幸福人生。

“不出我们养老院，就有村卫生室，医务
人员经常为老人们及工作管理人员讲解老
年人保健知识，发放老年人中医保健知识、
慢性病防治知识宣传单，让老人们养成良好
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合理安排膳食，进
行适量运动，受到五保老人的热烈欢迎。”叶
长茂告诉记者，养老院严格按照国家民政部
门的管理规定，做好服务，保障老年人的合
法权益，形成敬老、养老、助老以及代际和谐
的良好社会风尚，努力做到既有星级的硬件
设施，又有星级的软件服务质量，特别是24

小时的贴心服务方式，服务人员成为老人的
好儿女，让老人享受大家庭的温馨人生。

养养老老院院里里的的幸幸福福时时光光
本报记者 宋金婷/文 王丽/图

汤家汇镇是金寨县新民主主义摇篮、第一个中
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诞生地，也是商南立夏节起
义区域、各级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核心区、红四方

面军的发源地之一。在漫长艰难的革命战争
岁月，汤家汇无数英勇不屈的人民群众，抛
头颅、洒热血，全镇1万多人献身革命，为
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王明玉，无数红军先烈中的一个代
表，她是一位年轻的红军女战士，为
了革命事业，献出了年仅 19岁的生
命。

王明玉，1 9 1 3年出生在河南
省商城县汤家汇(今属安徽省金
寨县)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她16

岁参加红军后，在鄂豫皖红四
军十二师某团当护士。王明玉
心灵手巧，热情似火，平时为
伤病员打针送药，端茶倒水，
战时上火线救护伤员，总是
抢在男同志前面，深受大家
喜爱。1932年10月，由于鄂
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
剿”失利，红四方面军主力
从大别山区向西转移。王明
玉留下坚持斗争，参加了赤
南县委高开文领导的一路
游击师，仍担任护士。

这年冬天，大雪封山，
一路游击师在抱儿山一带
活动。一天中午，突遭几倍于
我的敌人袭击，师长高开文
命令部队迅速上山。这时，战
士们已两天没有吃饭，加之都
是单衣破衫，连冻带饿，腰都直
不起来。大家还是以惊人的毅
力，踏着一尺多深的冰雪，边打
边走，终于在天黑时登上了抱儿
山顶。100多人只剩下60多人。

寒风呜呜地刮过山顶，鹅毛大
雪漫天飞舞。部队在山上又冻又饿，

呆不下去。师长决定下山去找群众。大
家艰难地向山下摸着走，天亮时才赶到
一个村子里。但放眼一看，大家都抽了一

口冷气，到处是断墙残壁。饭是弄不到了，
只好拣点干菜等填填肚子。值得庆幸的是，村

里还残留不少柴禾，同志们燃起一堆堆火来暖
暖身子。谁知这么一烤，却招来了一场大祸——— 冻

僵冻肿了的手脚，再烤也感觉不到暖和，挨着火烤也
不觉得痛，结果有20多个战士的手指、脚趾竟烤伤或烤

掉了，加之过度饥饿疲劳，其中有几个战士瘫在地上，怎
么也站不起来。王明玉逐个察看伤势，一时毫无办法，急得直

跺脚。正当大家心急火燎的时候，一个更为险恶的情况出现了：
敌人一个团正向这里包抄过来。部队必须马上转移。但这20多个伤
员暂时无法带走，唯一的办法是在附近分散隐蔽。这时，王明玉站出
来，向师长恳求说：“你们快转移，我留下来照顾他们。”

让一个年轻的女护士留下来，高师长实在不放心。王明玉态度十
分坚决，不再恳求，而此时枪声一阵紧似一阵，再迟疑，部队就很难走
得脱了。于是，师长同意了王明玉的意见，带领40多位同志火速转

移。
枪声越来越近。王明玉背起一个伤员，向

村外的山林走去，藏好后返回来再背。就这样，
一个又一个，已有15个伤员藏好了。王明玉脸
上、腿上、手上被树枝划出道道血印，她顾不得
这些，又气喘吁吁地背起伤员蒋本兴就走。没
走几步，扑通一声，她摔倒在一块石头上，膝盖
上顿时渗出鲜血。蒋本兴坐在地上，使劲推着
王明玉的手，说：“小王，不要管我，你快走吧，
跑出一个是一个。”王明玉脸都急红了，说道：

“师长把你们交给了我，就得听我的。现在谁也
不许乱动，我马上就回来接大家。”这个身材纤
细、平时十分文静的姑娘，不知哪来一股力气，
一下子就把他背起来，向前奔去。

伤病员终于藏好了。王明玉松了一口气，
准备找个地方隐蔽起来。一摸身后，糟糕，刚才
只顾背伤员，把药包丢在村里了。现在药包比
自己的生命还重要，治疗这些伤病员全靠这个
药包了。敌人如果发现了药包，就会到处搜寻
伤员。想到这里，王明玉一咬牙，又向村里跑
去。

拿到了药包，王明玉拚命地往山上跑，可
是晚了，敌人已围住了村子，王明玉落入敌人
的魔掌。

“你们的伤员呢？赶快讲出来没你的事，不
讲，就活剥了你！”敌人恶狠狠地问道。

“你们不是搜了吗?他们早走了！”王明玉
镇静地回答。

敌军官一巴掌打在王明玉的脸上，鲜血从
她嘴角流了出来。“早走了？你胡扯。你怎么没
有走掉？他们藏到哪里去了？快说！”

“我说过了，人都走了，有本事，你们找
去！”王明玉怒视敌人。

敌人将王明玉推到雪地里，两个敌兵用皮
鞭狠狠抽打。不管敌人如何逼问，王明玉仍是
一字不吐。

那个匪军官再次威胁王明玉：“你这么个
黄毛丫头，我不信制服不了你，再不交出伤员，
我就活埋你！”一边嚎叫，一边命令敌兵挖坑。

王明玉扭过脸怒斥敌人：“不要张牙舞爪
的，要埋就快埋吧。我们干革命，天天和你们打
仗，还能怕死?!”

一会儿，匪团长出来了。他假仁假义地对
王明玉说：“姑娘，你这么坚强，我很佩服。你又
是医生，也是本团用得着的。只要你交待出红
军去向，我马上提升你为上尉医官，每月20块
大洋。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国军，你只要好好干，
保证前途无量！”

面对敌人的利诱，王明玉义愤填膺，冲过去
狠狠地打了匪团长一记耳光。匪团长没提防王
明玉这一手，气得大喊：“快给我活埋，活埋！”

几个匪兵凶神恶煞般地上去拉王明玉。王
明玉大义凛然：“不准碰我，我自己走！”

一阵狂风，卷着飞雪，夹杂着枯枝、烂叶，
搅得天昏地暗。我们的女护士——— 党的好女
儿，红军的好战士王明玉，高喊着“共产党万
岁!红军万岁！”纵身跳下坑去，为革命、为人
民，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红军女战士王明玉
廖鹏程

红红 土土 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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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举
行。7月30日晚，因突遭法国巡捕搜查，会议被
迫休会。8月2日上午，“一大”代表毛泽东、
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
张国焘、刘仁静、周佛海、包惠僧等，由
李达夫人王会悟作向导，从上海乘火
车转移到嘉兴，在南湖的一艘丝
网船上完成了大会议程，宣
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位于浙江省嘉兴
市的南湖历来是
江 南 著 名
的 游

览胜地，以前湖中多画舫、精舫、唱曲船、丝
网船、网船、挡板船、赤壁(膊)船、小洋船、公
渡船数种，以供载游客游湖。
为了纪念中共“一大”在南湖游船上胜利

闭幕这一历史事件，在中央和省委指示下，
1959年仿制了一条当年“一大”开会的游船(当
年南湖的游船已经在抗战时期绝迹)，作为“一
大”会议纪念船，停泊在烟雨楼前水面上。
1964年4月5日，一大代表董必武视察南湖，仔
细察看纪念船后题诗“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
共党庆工农。重来正值清
明 节 ， 烟 雨 迷 蒙 访 旧
踪。”彭真1991年3月18
日登临纪念船说：“这船
不大，但前途远大，有了
这艘船，才诞生了社会主
义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条“一大”纪

念船被称为“南湖红船”。
2005年6月21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

近平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弘扬红船精
神，走在时代前列”的署名文章，系统阐述
了“红船精神”的历史及现实意义，将
“红船精神”概括为“开天辟地、敢为人
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
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
精神。”

相 关 延 伸

今年国庆70周年期间，在六安
城区梅山南路、皖西大道、八公山
路、解放南路、佛子岭路等5条道路，
增摆特色菊花组合花器 ;在皋城广
场、市民广场设置菊花色块与花塔；
中央公园、水上公园等主要是艺菊、
菊花柱景、菊花花篮、菊花动物造型
搭配应时花卉进行布置。

六安市林业总站副站长、高级工
程师柏承文告诉我：开花较早的是
早菊系列，大朵菊系的菊花或墨菊
到寒露后陆续开放。菊花，以它的艳
丽清雅的风姿、暗暗浮动的幽香，格
外吸引游客，受到人们赞赏。菊花千
姿百态的花朵，傲霜斗雪、独立寒
秋、不畏严寒的品格使人倍加喜爱。
历代都有赏菊活动，南宋时期每年
在宫廷中举行菊花赛会，晚上点燃
菊花灯。宋代民间花市就有“扎菊”，
在一年一度的菊花会上，展览名菊、
饮酒赏菊、写诗颂菊。

菊花属菊科，原产于我国，中国
是世界菊花的起源中心，分布有较
多的野生菊花。中国有3000多年的
菊花栽培历史，早在古籍《礼记》中
就有“季秋之月，菊有黄花”的记载。
公元前900年由我国经朝鲜传入日
本，后进入英国，逐步遍及欧洲，12世纪传到东南亚，19世纪传入
美洲。现已成为世界著名的观赏花卉。我国现有菊花品种已近
3000种。

追溯我国菊花的历史演变过程，是由野生过渡到家养；由田
园种植供饮食药用，过渡到田园栽培展览观赏，发展到现代变幻
无穷的许多园艺品种。菊花在秋风萧瑟、百花凋谢的深秋季节开
放，有战西风而不怯、经严霜而愈妍的佳姿丽质，每至深秋我市、
各县区都有菊展，以飨游人。千百盆各具姿色的菊花怒放，色彩
斑斓，目不暇接，置身于花的海洋，总使人心旷神怡，乐而忘返。

菊花，一次次在无数文人墨客的心中笔下，幸福而忧伤，美
丽而绝望地绽放成为飘逸的诗行，似乎阅尽了人间的沧桑。菊花
的品格具有高风静雅、高风亮节、耐寒凌霜、高尚坚强的古代文
人品格。菊花的代表诗人是陶渊明，而陶渊明具有高洁、不求钱
财的高尚精神，所以菊花也被赋予这样的精神。

品评菊花，以花轮丰满巨大，花色艳丽，花姿优美而富神韵；
叶形舒展，疏密有致，株型匀整，花叶相称为佳品。更有由文人、
园艺工作者丰富的想象，精心品题，冠以富有诗意的名字，彰显
美、雅的形象。如若舞若飞的“玉蝶”、飞瀑倒悬的“十丈珠帘”等
等，形态万千，风姿飘逸，引起人们丰富的联想。

在战国时期屈原就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夕餐秋菊之落英”
的诗句，《礼记》也有“九月，菊有黄华”的记载。历代歌颂菊花诗
很多，如唐代元稹《菊花》诗：“秋丛绕舍是陶家，遍绕篱边日渐
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象陶渊明的“采菊东篱
下，悠然见南山。”宋代李清照的“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
花瘦。”都是脍炙人口的名句。

被誉为四君子(梅、兰、竹、菊)之一的菊花，为我国十大名花之
一。每年深秋，不少地方都要举办菊花展览会，供人们欣赏。它可配
置在园林的花坛、花境或假山上，还可以制作盆花、盆景、花篮、花
圈、大立菊、悬崖菊、塔菊、树菊、扎菊等，并可作插瓶切花。近年来，
开始发展地被菊，它
被作为“开花地被”
等乡村振兴绿化工
程之用。菊花还有较
高的药用价值。

菊 花 品 种 丰
富，花色绚丽，给金
风送爽的秋季增添
了不少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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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梅生，网名叫春回大地，不
少人都以为是男性影友。在六安市
老年大学摄影班众多学员和当地
摄影圈里，年过花甲的她以心直口
快，热情好学，摄影、绘画与表演皆
佳而引起笔者关注。

新时代，百姓对精神文化追求
越来越高，许多中老年朋友选择摄
影，作为高雅的休闲生活方式，而
要在较短时间拍出精彩照片实属
不易。不过，祝梅生进步提高快，因
为她学习积极性特别高，各种题
材、技巧都努力尝试，不放过任何
一个学习提高和创作的机会。

2017年，我们组织六安浙商风
采专题摄影采风，她踊跃报名，集
合时却不见踪影。为何姗姗来迟？
她说送孙子上学耽误了。近年来，

她有多幅作品在市
里区里的摄影展上
亮相并有获奖和发
表，真是可喜可贺。

令人惊叹的是，
祝梅生还是老年大学
各种活动中的“主角”，
美声唱法相当娴熟，在一
些 晚会上演 唱 的《闪闪的 红
星》、《我爱你中国》等歌曲博得满
堂喝彩。据说，她从小就能歌善舞，
8岁那年若不是家人反对就被省
歌舞团选去了。去年三月，一位叫
鲁京徽的老年朋友带着她组建起
新皋艺剧社。如今，除了摄影创作，
在乡村、社区、街道和一些庆典活
动现场，经常能看到祝梅生和同伴
们声情并茂的精彩表演。

退休前祝梅生在农业科技单
位工作，所以网名叫春回大地。退
休后，她大展才艺，以充满正能量
的生活态度，寄情于摄影、绘画和
表演艺术，既陶冶了自己，又感染
了别人，用优美的歌舞，把春天般
的欢乐带给观众。从祝梅生身上，
笔者看到了中老年影友们热爱生
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新风貌。

影友的快乐生活
郑金强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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