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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 在在 旅旅 途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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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凌银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
中央宣传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建党百年红
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我市皖西烈士
陵园等入选三条精品线路。

“初心如磐·不屈军魂”精品线路。
安 徽 省 黄 山 市 北 上 抗 日 先 遣 队 纪 念
馆 — —— 黄 山 市 岩 寺 新 四 军 军 部 旧
址——— 宣城市泾县皖南事变烈士陵园
及新四军军部旧址——— 六安市皖西烈

士 陵 园 — —— 裕 安 区 独 山 革 命 旧 址
群 — —— 舒 城 县 新 四 军 第 四 支 队 纪 念
馆——— 合肥市庐江县新四军江北指挥
部旧址——— 滁州市来安县新四军二师
师部旧址；“革命大别山·红色鄂豫皖”
精品线路。河南省信阳市息县刘邓大军
渡淮纪念馆——— 信阳市新县鄂豫皖苏
区首府革命博物馆——— 信阳市浉河区
四望山新四军第五师师部旧址——— 信
阳市王大湾会议会址纪念馆——— 信阳

市商城县金刚台红军洞群——— 安徽省
六安市金寨县红二十五军军政机构旧
址 — —— 六 安 市 金 寨 县 革 命 烈 士 陵
园——— 六安市金寨县革命博物馆——— 湖
北省黄冈市麻城烈士陵园——— 黄冈市红
安 县 黄 麻 起 义 和 鄂 豫 皖 苏 区 烈 士 陵
园——— 黄冈市麻城市乘马会馆；“古徽
州·新农村”精品线路。安徽省六安市金
寨县花石乡大湾村——— 黄山市翡翠新
村——— 黄山市黟县宏村——— 黄山市黟县

西递村——— 黄山市歙县雄村——— 江西省
上饶市婺源县晓起村——— 上饶市婺源县
江湾景区——— 上饶市婺源县篁岭。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红
色资源保护和开发工作，通过红绿融合
发展，延长红色旅游产业链，带动了革
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增收。金寨
县“坚持保护利用并重，助力老区脱贫
攻坚”红色旅游发展案例入选全国“红
色旅游发展典型案例”。

我市多地入选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

“我就是一个地道的‘泥腿子’，近
年来建设美丽乡村，我就走遍全区美丽
乡村示范村，去描绘乡村美景，让农民
亲眼看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对于
绘画这门艺术，可别小瞧“大老粗”陈福
道 ，这 个 只 有 初 中 文 化 底子的“ 泥 腿
子”，谈起绘画艺术无论是理论还是实
践，他都说的有理有据头头是道。

年逾七旬的陈福道老人，是叶集区
姚李镇大顾店街道一位普通居民，多年
来，他靠一双布满老茧的双手，为全区
企业、学校等绘就了一幅幅崭新的美丽
乡村画卷，是一位受人们敬重的“农民
画家”。

“我的画里都是咱老百姓自己的生
活场所，画的就是我身边的人、身边的
事。”这句朴实无华的话语，诠释了陈福
道 这 位 地 道 的 农 民 热 爱 社会、热 爱 农
村、热爱家乡的情愫。2 0 多年来，陈福
道孜孜不倦地追求艺术上的完美，为农

民作画力争做到锦上添花。他画出了许
多反映农村生活体裁的绘画作品，描绘
山水田园风光、湖光山色、鸟飞蝶舞、花
红柳绿、美丽乡村，人们都亲切地称他
是“农民画家”。

1 9 6 5年，陈福道初中毕业后，做了
1 5年的农村老师，上世纪八十年代，他
还干过公社电影放映员，走村串户地放
电影，一直到现在，他依然兼任该镇农
村 电 影 放 映 员 。陈 福 道 从 小就喜欢美
术，一直喜欢写写画画，尽管当时生活
条件艰苦，他也没忘记画画。即使在艰
苦的环境中，他依然没有放弃手中的画
笔。为了省钱，有时甚至用笔蘸着水，在
地面和石头上练习画画。1 9 8 4年，陈福
道参加了省艺校两个月绘画培训，之后
就再也没进过学校的门，两个月的学习
与深造，对于一向渴求绘画艺术的陈福
道更是争分夺秒，书本上的理论与自己
实践结合，对于他的绘画艺术更是如虎

添翼。他平时主要靠自己留心观察事物
特征、形体、颜色等，凭着创作灵感即兴
发挥。

“我是农村人，难舍农村情，如今六
安、叶集大发展，农村的变化也很大，新
农村建设如火如荼日新月异，做好这方
面 的 宣 传 ，我 有 义 不 容 辞 的 责 任 和 义
务。”陈福道说，“农民就是我的老师，
农村广袤的田野就是我的创作素材，很
多乡亲并不识字，我就把党的方针政策
用笔画出来，如民生工程、党和政府的
惠民政策、美丽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等
等，通俗易懂，大家看到俺的绘画，也就
自然而然地明白其中的意思
了”。眼下，姚李镇合兴、大顾
店、看花楼等村，先后被列为
省级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为
展示建设美丽乡村、村特色产
业发展成果，陈福道在农民文
化墙上，勾勒出一幅幅种植户
们采摘小南瓜、火龙果的大幅
水彩壁画，忙得不亦乐乎。在
临近 1 0 5国道边居民墙壁上，
他绘就笔直宽阔的村组沥青
路、养殖户在田间捕获小龙虾
的场景，清清的水面，火红的
龙虾，捕获者的甜甜的笑容，
在作品《乡村水韵》中活灵活
现。由于陈福道的绘画直观性
强、很接地气，深受农民朋友
喜欢。他的画不仅仅是在纸张
上，更是在壁画创作上闻名于
周边县区。

20多年的绘画生涯，他不

知用坏多少支画笔，画过多少幅画。无
论是在叶集区各乡镇街道社区，还是周
边霍邱县的乡镇、企业、学校，都有他的
画作。人 们还经常 看 到 陈 福 道 戴着草
帽、蹲在田间地头、爬在搭建在墙壁脚
手架上高空作画。无论是寒冬酷暑，他
都老当益壮，持之以恒，完全是一位不
服老的“老小孩”。“只要老百姓喜欢我
画的画，我就会继续画下去，生命不息，
画无止境。”采访结束时，陈福道最后表
示。朴素的言语，真实的情感，展示了他
对书画艺术生涯的永无止境的酷爱和
追求。

本报讯(汪春)6月1日下午，霍山县文旅局联合县应急管理局、
落儿岭镇政府等相关单位到大峡谷漂流景区开展漂流营业前安全规
范专项检查。

通过对漂流河道实地检查，检查组要求大峡谷漂流景区细化汛
期应急预案及处理方案，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从业人员岗
位责任制，完善安全生产相关制度；及时更新完善游客分流预案及
客流预报预警制度，提高对旅游安全事故的快速反应能力；强化工
作人员安全知识教育培训，定期做好河道清理、皮划艇、运输车辆
的安全检测，保持安全状况；增加安全设施设备、设置醒目警示标
志，印制游客漂流安全须知，利用景区广播循环播放；提升景区环
境卫生及服务品质，增强文明旅游、安全旅游宣传氛围等。

6月4日下午，县文旅局、落儿岭镇政府再次到大峡谷漂流景
区，针对前次检查中存在的问题，查看景区整改落实情况，要求随
时关注流量监控，做好游客分流措施及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张正武 记者 徐有亭)为进一步提升形象，展示深厚
的历史文化底蕴，丰富居民的文化生活，近日，霍邱县向社会各界
广泛征集博物馆展品和史料，充实和丰富博物馆展品，使散存全国
各地、各单位及个人手中的历史展品得到有效保护和利用。

据了解，此次征集范围有文化习俗、历史沿革、生产工具、生
活用品、非遗艺术品、历代名人等9大类1000多种展品和史料，能
充分反映霍邱社会变革和风土人情的物品、老照片、资料、影像资
料，建立和完善征集展品档
案。同时，以无偿捐赠、借
用与代管、移交为主，对提
供展品的单位和个人，该县
博物馆向捐赠者颁发《捐赠
证书》或《收藏证书》，并
将展品登记造册，永久收
藏。

霍山县

开展漂流营业前专项安全检查

霍邱县

征 集 博 物 馆 展 品

描绘家乡美景的
“农民画家”
程度厚 文/图

文旅资讯

夏夏 游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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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夏天天到到，，清清凉凉避避暑暑游游渐渐
渐渐成成为为游游客客的的首首选选，，我我市市一一
些些乡乡村村景景点点也也适适时时以以体体验验乡乡
味味、、亲亲近近自自然然、、放放飞飞身身心心为为
主主题题，，吸吸引引市市民民前前来来清清凉凉避避
暑暑，，乐乐享享乡乡村村旅旅游游慢慢生生活活。。
图图为为日日前前，，游游人人在在裕裕安安区区省省
级级特特色色小小镇镇——徐徐集集镇镇紫紫荆荆
花花怡怡养养小小镇镇里里赏赏景景游游玩玩。。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田田凯凯平平 摄摄

图为陈福道在绘制文化墙

古都南京，有着众多的人文景观，也有着秀美的湖光山
色，每天都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人。但是，这里还有一处不
太显眼的地方，然而它却使人敬仰，催人奋进，这里就是中
国共产党代表团办公原址——— 梅园新村纪念馆。

走进纪念馆，露天庭院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尊位于正
面墙前的周恩来铜像，铜像高3 . 2米、重900公斤，表现出周
恩来坚定、沉稳、机智、从容的革命家形象，气度非凡，凡采
卓著。回顾周恩来一生为中国革命所作的贡献，不禁使人感
到，唯有古铜的质朴和永恒，才配得上周恩来的光辉业绩和
伟大人格，使参观者倍感亲切熟悉，仿佛看见周恩来在龙潭
虎穴中，谈笑风生出入梅园、紧张工作的情景。

步入陈列厅，迎面是一座高6 . 5米、宽3 . 3米的大型汉
白玉浮雕，是整个展厅的中心，通过这个浮雕将一代伟人的
形象，铭刻在质地坚硬、洁白无瑕的汉白玉石上。展厅是座
二层建筑，展厅的大空间与四周的小空间，交融怀抱，视野
开阔延伸，仿佛向人们宣告：中国革命的道路虽然曲折，但
前景光明，前程远大。展厅的陈列由重庆谈判、国共南京谈
判、支持和发展爱国运动、为中国统一不懈努力、梅园风范
万古长青五部分组成。展览采用全封闭陈列形式，形象地再
现了当年中共代表团驻地的险恶环境，和当年代表团使用
过的部分文物，让每个身临其境的参观者感受到振奋。

中共代表团办公原址坐落在原国民党“总统府”东面不
远的梅园街道上，随着讲解员的引导，我们走进了梅园新村
30号、35号和17号3个院落。30号是周恩来、邓颖超当年工
作和居住的地方。院内，一幢灰墙红瓦小楼，楼下左边房间
是会客室，会客室中间的圆桌上放着一碗雨花石，红的殷
红，绿的碧绿。会客室对面是周思来、邓颖超的办公室及卧
室。周恩来经常在这里召集会议，研究情况，布置工作。35

号这里曾是董必武、李维汉、廖承志等工作和居住的地方。与梅园新村30号隔街相
望的17号，是中共代表团办事机构的驻地，院内两幢二层楼，北面一幢是代表团驻
京办事处办公的地方，南面是一幢代表团工作人员的宿舍，楼下是饭厅，也是中共
代表团举行大型记者招待会的会场。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召开了一党
包办的国民大会。第二天，周恩来在梅园新村举行了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在会
上，他严正指出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罪行，并满怀信心地宣告：我们总有一天会
回来的。星移斗转，光阴荏苒。历史跨过了半个多世纪。为了充分展示中共代表团
在梅园新村的斗争生活，以及有关历史文献和文物，1990年在中共代表团办公原
址附近兴建了国共南京谈判史料陈列馆。

国共南京谈判，周恩来是中共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可他总是处处严格要求
自己，生活上从不特殊，坚持和大家一样，过着供给制的生活，由于国民党统治区
的物价不断飞涨，规定以实物为伙食标准，每人每天二两肉，二钱油，一斤蔬菜，为
保证领导同志的健康，周恩来、董必武等可在小食堂就餐，并加一个炒鸡蛋之类的
菜。但周恩来经常在大食堂打饭吃，不让另做。周恩来经常教育身边工作人员：党
的经费来之不易，解放区人民的生活还很苦，我们在这里，生活条件已经很不错
了，要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和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他自己是这么说的，也是
这样做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迫于全国人民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强烈呼声，国民党不得
不接受中国共产党举行国共和平谈判的主张，因此，从中共代表团来到这里的第
一天起，就和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公开的、半公开的和秘密的各种形式的艰苦斗争。
其激烈、复杂程度并不亚于血与火的战场。当时，就在代表团三处院落周围，国民
党警察厅以及中统、军统等特务机关设置了多处固定监视站，还派遣特务随时跟
踪，监视代表团成员和来访的各界人士，四处布满了狼犬一样的眼睛。就是在这种
险要的环境下，周恩来在国共南京谈判期间工作的繁忙和他生活的俭朴，给人们
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令人景仰，其人格魅力光华四射。国统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从周
恩来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伟大，感受到了延安新风。

凡是去梅园新村参观的人，都不会忘记30号院内那两棵高大的松柏，1946年
中共代表团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曾在此树下摄影留念。他俩站在苍劲挺拔的松
树下，神情坚定而安祥，谁曾想象的出，在他们的周围正瞪着国民党狼犬似的眼
睛。

今天，来这里瞻仰的人几乎都要
站在这两棵松柏下留影，他们心中充
满了对革命前辈的崇敬。也许他们还
会拿着这些照片向自己的亲人、朋友
叙说他们来这里参观后的感受。梅
园，革命的纪念地，这里的一草一木
都饱含着深情，它如一座不朽的丰
碑，永远矗立在人们的心中。

梅
园
︱
︱︱

心
中
的
丰
碑

李
伟

近 日 ，自家兄 弟盛邀 我 这 个 退
休老者陪同宗亲升哥，加上侄儿，一
同 前 往 金 寨 县 果子园 乡 姜家大 寨 ，
去领略古民居的风采，我满心欢喜。

姜家大 寨 古 民居位 于 果子园 乡
姚冲村中骑岭的深山老林中，2 0 1 4

年 被 列 入 第 三 批 中 国 传 统 村 落 名
录 。兄 弟 开着小 车 从 果子园 小 镇 东
侧驶入 一 条 仄 仄 的 乡 村 水 泥 路 。抬
眼 望 去 ，山 峰 突 兀 ，直插 云 霄 。汽 车
沿着乌龙河 北 岸 行驶，时而 蜿 蜒 曲
折，时而陡峭难行，加上外边是深沟
险 壑 ，坐在 车 里 ，还真 有 点 心惊胆
颤。

经过 一 段 盘 山 路 ，在 一 段 大 拐
处，眼前突现一帘瀑布，水流从高达
5 0 米的岩头垂直而下，冲激着下面
的水潭，发出巨大的轰鸣声。穿过滴
水岩，山势更加陡峭，小车沿着“之”
字拐的道路，小心翼翼地往上爬。接
近目的地时，道路突然平缓起来，再
穿 过 一 片竹林，十几棵 大树挺立在
路边。再往前行，一座极具特色的古
村 落 便 出 现 在 眼 前 ，它就是姜家大
寨古民居。

说 它极具特 色 ，是因 为 整座村
寨坐北朝南，建筑规模宏大，占地面
积 3 0 0 0 多 平 方 米 ，现 存 房 屋 1 2 0 多
间。它 的 建筑格局采 用 大 别 山 传 统
村落民居样式，运用方正起屋、轴线
分明的手法，以中厅为大寨的中心，
正房起屋三进，每进七间。正房东西
两边 各 有六幢 包 厢 房 ，层 层 厢 房之
间又建起廊道将它们连接起来。

据察 看 ，整 个 院 落 从 内 到 外 按

八卦的方位开了八扇门通往大寨外
面 。这 些 建筑除 正 门 所 在 的 外 墙使
用 烧制的 青砖砌 成 外 ，其 余 的 墙 体
都是土 坯 垒 砌或者是版筑土 墙 ，屋
面 的 桁 条 、椽子包 括 屋 面使用 的 青
瓦，都是当地普通农家 用的材料。

从大门进入，穿过天井院子，到
达中厅堂。中厅高大气派，八根立柱
支撑着屋架，中间没有隔墙，室内显
得 宽 阔 敞亮。大 厅 正中一间的 正 面
装有鼓皮，镶有闪门，两边各有一道
侧 门 。这 里是全 寨 人家有 红 白 喜事
举办酒筵的地方。穿过中厅，再经过
一个小院，就到达了堂屋。这里说不
上富丽堂皇，但却神圣庄严。寨子里
结婚、嫁女在这里举行仪式，来了尊
贵的客人在这里设宴招待。

它 的另一 特 色是建筑群 格局严
整 ，按 照 兵家能守能 攻 的 要 求 去 建
设，因而特别适合山民居住。根据姜
氏 族 谱 记 载 和 姜 姓 族 人 的 口 口 相
传 ，姜 姓 人 迁住此 地 的 第 一世祖名
叫 姜 起 超 。他是明 末 农 民 起 义军首
领李自成 麾 下 的 一 员 大 将 ，随 李自
成征战南北，屡立战功。李自成打进
北京称 帝 后 ，封 姜 启 超 为 大 将 镇守
河南商洛地区。后来清军入关，李自
成兵败，姜起超拒绝投降，遂解散队
伍，率妻携子离开河南，辗转到湖北
大 冶 、罗邑 、黄泥 畈 等 地 ，最后 来 到
鄂豫皖交界处名叫中骑岭的大山中
结 草 为 庐 ，开荒种地 ，落籍繁 衍 。后
来 姜家逐渐 发 达 起 来 ，就另外 选 择
了现在姜家大寨所在的这块风水宝
地 ，依 山 起 寨 ，重新 建 起 大 宅 。大 寨

按 兵家攻守要 求 ，将 各 处 房 屋 用环
廊连接起来，同时，在通往八大寨门
的主要 廊 道 下 面 开 挖 暗 道 ，上 面 用
青石板 覆 盖 ，雨 天 排 水 ，战时避 乱 。
这样的设计是十分独特的。

姜 姓 裔 孙聚族而居，却 保 持着
尚 古 遗 风 。从 寨子里 保留下 来 的石
磨、石碾、石碓、石磙、犁耙耖子看，

他 们 世 世 代 代 过 着 自 耕 自 足 的 生
活。据留守寨子的老人介绍，这里的
民 风十分 纯 朴 。一家有事，家家帮
忙，一家来客，争相款待。过去，因为
交通不便，人们很少下山，这里就成
了世外 桃 园 ，正 像流传 在 寨 里 的 顺
口溜描绘的 那 样 :“ 野 味 吊火锅 ，烧
酒玉 米 馍 ，夏 纳树下凉，冬 烤 蔸子
火，皇帝懒得做，神仙不如我。”

走出 古 宅 ，沿着东 边 山 傍 新 修
的 步 道拾级而 上 ，那环绕 村 寨 的 参
天 古树，让 人 心 旷 神 怡 ，十分 震 憾 。
因 为 在 其 它 古 村 落 ，如 果 能见到 一
株、两株百 年 老树，就会感 到惊奇 ，
现在居然看到 5 0多棵树龄都在 2 0 0

年 以 上 的 古 木 ，连片 生 长 在 寨子周
边 ，难 道 你 不会心 生惊喜 ？这 些 古
树，以枫香、 树为主，还杂有枫杨、
松树、柏树、黄连木、檀树等品种。从
东边步道往上走，抬头间，满眼都是
高大的乔木。它们有的矗立山傍，直
插 云 霄 ；有 的 张 扬枝条 ，撑 起 大 伞 ；
有的互相环抱，繁密团结。尤其是那
两株同兜连根的栎树，夺人眼球，让
你不得不驻足观赏。

正是各级政 府重视文 物 保护和
文化传承，才有今天像姜家寨、李家
湾、廖氏庄园等古村落名扬天下。

姜家大寨
廖祥伟

百百 花花 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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