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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只山歌给党听”六安红歌擂台赛

近 期 ，市文 旅局聚焦
建党百年，突出“六安红”
基因底色 ，谋划了 ”看一
次红色展览、赏一个红色
剧目 、观一部 红 色电影 、
读一本红色书籍、走一趟
红色之旅、唱一首红色歌
曲 、办一场红 色盛典”的

“七个一”系列文旅活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 0 0

周年。
看 红 色 展 览 。在市图

书馆 、市文化馆 、皖 西 博
物馆等公共文化场馆，举
办“ 邮 票 中的百 年党史”
集邮 巡回展 览 、“ 勿 忘初
心，静待花开——— 建党百
年 特 校 学 生 剪 纸 展 览 ”

“走进 革 命遗址 讲 好 红 色 故
事”书画摄影展、“非遗传承展
绝 艺 ，百 年 华 诞 颂 党恩 ”六 安
非遗作品 展等红 色 展 览活动 ，
通过邮票、剪纸、书画、非遗作
品等载体多角度展现百年党史
的生动画卷。

赏 红 色 剧 目 。《 大 别 山 之
恋 》等 3 部戏剧成功 入 选省庆
祝建党 1 0 0 周 年 新 创 优 秀剧目
展 演 活 动 ，庐 剧《 大 湾 村的外
来媳》被列入 2 0 2 1年省戏剧孵
化计划和省委宣传部文化强省
扶持项目 ，已完成首演 。7 月 ，
市文化馆红剧场开展红色剧目
展 演 ，将 近 年 来 我市创作的红
色民歌剧《大别山之恋》、黄梅
大 戏《 新 梦 》等 优 秀 红 色 新 创

剧目进行展演。
观 红 色电影 。红 色 微电影

《金刚台》拍摄，《红军公田碑》
等 3 部 微电影 被 纳 入省委党校
党史教育内容，在广场、社区、
公 园等地开 展“ 看 红 色电影
学 百 年 党 史 ”主 题 展 映活动 ，
播放《英雄儿女》《金刚川》《八
佰》等红色主题影片 2 5 0场，举
办 了“ 跨 百 年 ，阅 未 来 — 红 色
电影 展 播 ”、“ 光 影 对话”红 色
电影季等活动。

读 红 色书籍。在市图书馆
红 色 文化专区举办“ 中 国的未
来 拜 托 了 — —— 主 题 书展 ”，展
示 经 典 党 史 图 书 ；举办“ 建党
百 年 ，六 安 更 红 — —— 六 安 红 色
出 版 物 分 享 会 ”，邀 请专家详

解《红六安》书籍。做好全市农
家 书 屋 出 版 物 的 补 充 更 新 工

作 ，推 动 广 大 农 村 开 展
以党史为 重点的“ 四史”
宣传学习教育。

走 红 色 之 旅 。承 办
2 0 2 1“美好安徽·红色大
别 山 之 旅 ”系 列 宣 传 活
动 ，在 金 寨 县 举 办 启 动
仪 式 暨 首 发 团 活 动 ，组
织“唱支 山 歌 给党听 ”快
闪 活 动 。开 展 长 三 角 红
色 旅 游 创 新 发 展 合作交
流 活 动 ，联 合 长 三 角 地
区城市推出长三 角 红 色
旅 游 宣 传 片 和 红 色 旅 游
精品线路 2 2 条 ，并 围 绕
红 色景点及各 类 红 色 展
馆 ，推 出 六 安 红 色 旅 游
学党史精品线路 1 0条。

唱红 色 歌 曲 。组织 全市文
艺工作者 开 展 主 题 创作，推出

《 山 水 六 安 》《 党 旗 》《 忠 贞 不
渝》《百年辉煌》等一批优秀歌
曲 ，6 月 2 9 日 晚 ，“最美的赞 歌
献给党”六 安市庆祝建党 1 0 0

周年文艺演出隆重上演。
办 红 色盛典。举办第四 届

中 国 红 色 微 电 影 盛 典 系 列 活
动 、“ 印象大 别 山 ”采 风活动 ，
创新推出线上线下两大竞赛单
元 ，线 上 设 置 红 色 微电影“ 主
竞 赛 单 元 ”和“ 快 拍 红 色 百
年 风 华 ”快 手 话 题 挑 战 赛 ，面
向全国广泛征集优秀红色微电
影 、短 视 频 作 品 ，已征集线上
作 品 达 1 6 3 1 部 ，总 点 击 量 超
3 . 3亿。将 开 展 打 卡 六 安 红 色
旅 游 精 品 路 线 、非 遗 文 化 体
验 、颁 奖 晚 会 、红 色电影 展等
多个独具六安特色的线下文化
活动。

文 旅 资 讯

本报讯(梁嫣嫣)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舒城县深挖当地红色
旅游资源，以创新的形式带领观众“云游”红色舒城，讲好舒
城红色故事。

县旅游中心青年党员一行前往新四军四支队旧址纪念馆拍
摄《青春中国》诵读作品，该作品以新四军四支队驻舒抗战这
段历史为背景，结合诗歌朗诵的形式，创意“云游”新四军四
支队旧址纪念馆。县旅游中心组织县内不同行业的6位专、兼
职女性导游员参加由县妇联组织的舒城县“巾帼颂党恩永远跟
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宣讲活动。在活动现
场，导游员们真情讲述，将县域内的“毛主席视察舒茶纪念
馆”、“中共舒城特区委机关旧址”、“吴展纪念馆”、“胡
底纪念馆”、“新四军四支队旧址纪念馆”分篇章进行讲解，
配合视频、音乐，让观众在一个短视频里游览5处红色旅游景
点，了解舒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在“云游”的震
撼中获得了精神洗礼。

本报讯(张伟光)近日，霍邱县文旅体发展中心举办“2021

年旅游业务专题培训班”。全县各A级景区、星级酒店、旅行
社、农家乐、旅游扶贫重点村负责人以及县文旅体发展中心成
员共40余人参加了培训。

培训班采取课堂教学和现场观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授课
老师们分别围绕农村农文旅项目运营、旅游业发展的政策解
读、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和营销策略、旅游企业如何加强管理和
服务、景点讲解和接待等内容做了精彩讲解，并通过课上提问
和课后讨论的方式进行互动交流。

本报讯(张彬)为庆祝建党100周年，近日，金寨县梅山镇妇
联、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镇民宗办、镇综合文化站联合开展了
“巧手剪出精彩 传扬民族文化”文明实践活动。

现场，剪纸非遗传承人孙润老师首先为大家介绍了剪纸民
俗的相关知识。他以端午节为例，表示此时人们剪纸呈现的对
象以鸡为主。”民间传说中，鸡是一种辟邪的动物，人们用手
中的剪刀剪好纸鸡，贴于门上，就可以吃掉蝎子、臭虫等‘五
毒’。因此，端午剪纸更多地表达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怀念，
以及向往平安吉祥生活的美好愿望。”从最简单的对称剪纸开
始，孙润边讲解边给大家做示范，大家全神贯注老师每一个剪
纸动作。经过培训，大家都可以掌握剪纸的基本方法，在老师
的指导下积极大胆的动剪。

来自潭湾社区的韩正菊说：“今天参加这个活动非常高
兴，以前见过连续图案的窗花之类，没有见过老师展示的这么
复杂的剪纸作品，都很形象、很生动，每幅作品都是一个故
事，剪纸艺术让我感受
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
深。”通过举办剪纸活
动，提升审美情趣，感
受剪纸艺术的魅力，引
领 妇 女 群 众 体 验 、 传
承、 推 广 优 秀 传 统 文
化，展示女性创造美好
生活的新时代风采。

“云游”舒城 打卡红色景点

导游充电 提升旅游业务

“剪”出精彩生活

凸显红色元素 体验红色文旅
朱自然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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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晚，城区市民广场，市民饶有兴趣地在公园广场观看露天电影。据了解，为庆祝

建党百年华诞，活跃和丰富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影片
展映活动中，通过遴选以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为题材的优秀电影在城区一些广场放映，在
营造传播爱党爱国、文明和谐浓厚氛围的同时，也让广大群众享受精神文化大餐，受到大家的
欢迎。

本报记者 田凯平 摄

西柏坡是我向往的地
方。坐落于太行山中平山
县的西柏坡，距县城80余
公里，原是一个普通的小
山村，因傍依松柏苍翠的
柏坡岭西而得名。解放前
夕，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指
挥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
战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参观西柏坡，处处感
受到的是崇高和伟大。

汽车绕过碧波荡漾的
岗南水库，到达西柏坡历
史纪念馆。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耸立在鲜花丛中毛泽
东、刘少奇、朱德、周恩
来、任弼时五位新中国缔
造者的塑像和“新中国从
这 里 走 出 ” 八 个 醒 目 大
字。新中国成立后，为解
决华北平原地区的用水问
题，修建了岗南水库，原
西柏坡村和东柏坡村成为
库区。有关部门根据历史
原貌，将西柏坡村复制到
山上，并修建了纪念馆。
纪念馆展厅陈列的实物，
有图片，有塑像、还有声
光电的现场模拟图形。我
们肃敬地听讲解，心绪飞
到 炮 声 隆 隆 的 战 争 年
代……

从纪念馆走出，沿着
绿树萦绕的围墙，我们来
到 一 簇 白 色 的 民 房 建 筑
群，这就是当时中共中央
机关大院。五大书记旧居
和其他机关用房沿山周围
而建，大多为四合院式小
平房，均为土坯垒筑，其
墙面以白灰粉刷，洁净而
雅致。毛泽东主席旧居紧
靠小山南端，分为前后两
个 小 院 。 前 院 设 有 警卫
室，后院是毛泽东的办公
室和卧室。办公室内现陈
设 的 办 公 桌 、 沙 发 、转
椅、茶几等，都是当年毛
泽东使用过的原物。这些用具虽然和这
座房子一样简陋和陈旧，但毫不影响它
散发的历史光辉。刘少奇、周恩来、任
弼时等相邻而居，夏日里，毛泽东同其
他领导经常围坐在甬道的磨盘旁、楸树
下，商讨大事。大院的北边是朱德总司
令的旧居，房子用青石砌成，三个拱形
窗户，与石墙相间，高大宽敞，采光也
好。据说这本来是安排给毛泽东的，毛
泽东看到这儿环境清幽，房子也好，便
让给了朱总司令。现在，领袖让房的佳
话，被编进讲解员的解说词里，成为革
命前辈相互关爱的见证。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即军委作战
室为四间小平房，是当时中央机关自己
动手修建的。这一处极其普通的房子，
如果不是墙上挂着发黄的大型军事地

图，人们绝对不会想到
这里曾经创造过惊天动
地的奇迹。在不到一年
的时间里，从这里发出
命令，指挥歼敌万人以
上的战役就有近30个。

“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用在
这儿是再恰当不过了。
在 西 柏 坡的这 段时间
里，也是毛泽东思想日
渐成熟的时期 ， 在 这
里，毛泽东写下了许多
著作，其中20多篇收入
《 毛 泽 东 选集》第四
卷。毛泽东的军事艺术
在这里更是演绎得淋漓
尽致。据记载，党中央
在西柏坡的作战室下达
的电令有数千件，仅三
大战役，毛泽东就亲自
拟草 1 7 4件。我们在电
报通廊的展柜里看到了
其中的34件，有的一气
呵成，有的反复修改。
“毛泽东一纸吓退十万
兵”的故事更是其军事
指挥艺术的神来之笔。
那是在1948年10月，傅
作义准备出动近10万大
军突袭西柏坡。毛泽东
得悉敌人动向，以新华
社记者的名义发表评论
《动员一切力量，歼灭
可 能向石家庄进 扰 之
敌》，评论揭露了傅作
义欲侵犯石家庄的种种
企图，包括敌军各部队
番号、将领以及作战计
划，号召解放军和民兵
在 3 天 内 做 好 歼 敌 准
备。傅作义见我方早有
准备，只好悄悄撤回北
平。

瞻仰中共中央七届
二中全会旧址，是参观
西 柏 坡的重要内 容 。
会址是一座普 普 通 通
的土坯房，大约 1 00多

平方米，本来是工委的大伙房。因为这
儿空间最大，因陋就简，稍加布置，就
成了会场。党中央就是在这所土房里，
召开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七届二中全
会；毛泽东就是在这里，作了闪耀着全
党智慧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
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不但
成为指导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指南，而
且成为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
必须遵循的经典。是的，不论在任何历
史背景下，不管世界风云如何变化，只
要我们党能够永远保持革命本色和先进
性，我们的国家就会长治久安、繁荣昌
盛！

西柏坡，这蕴含无穷智慧和力量的
地方，是我心中永远敬仰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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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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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盼来了假
期，置身于千里之外隔
山隔水的宣城，是冲着
敬亭山去的。想去那儿，
感受名人名诗的热闹，
安享“相看两不厌”的静
好。

果然热闹！景区门
口，健康码和门票的检
查排成长队，像并不太
高的山 坡 拖的一条长
尾。尾巴的移动，比头顶
的暖阳还缓慢。不得不
放慢急迫心情，听着队
列里人们谈笑与孩子嬉
戏的声音。腔调并不五
湖四海，空气里最浓厚
还是本地口音。前前后
后的人，多是手持身份
证。本地人，有持证免费
的福利。

我 前 面 是 一 大 家
人，有老有小。初来乍
到，好奇敬亭山的身世，
便向不老不小的中年人
询问：“你们常来敬亭山？”“周末来。不要门票，空气
好，看看花，爬爬山，挺好的。”“李白当年住在敬亭山
吗？”他给出一个诧异神色，没回答我，就被要吃烤肠
的儿子拉到路边小摊。接连又问了几个人关于李白、
谢眺的话题，都没得到答案。我好意外：本地人，并不
太了解这两位来客。心里不由一阵难过：游人如织，
热热闹闹，他们似乎并不太懂敬亭山，这会不会让那
些题满诗行的山石伤感呢？

我沉闷地低头行走，渐觉身边少了喧闹。原来，
由于不熟路，我和夫人竟步入了一条幽径。

避开了拥挤与喧闹，我们沿小径往山上攀去。这
条路上游人稀少，而满目清翠却挤了过来；举目远
眺，古树苍劲，竹海生涛；一路上，林壑幽深，泉水淙
淙。突然有几只鸟从幽深的林中扑腾而起，掠过林
间，飞出我追随的视线，渐渐不见踪迹。天，蓝得像一
片海，有几朵闲逛的白云。我真担心，那些鸟是不是
坠入“海”中，我宁愿相信它们只是藏进云朵的后面。
在一块石头坐下歇歇，却发现连云已被湖水淹没。辽
阔的长空，空旷得只剩下孤独的阳光；四野静寂，连
风也蹑手蹑脚。我和夫人对这份静谧心领神会，我们

默默，像广教寺的对望千年的双塔，像石涛画中的浮
云与枯木。

径旁一块青石，石上有一道发问：“李谢诗魂今
在否?湖光照破万年愁。”这是陈毅题写的诗行。李谢
诗魂今在否?我在山中寻找。登临“太白独坐楼”，李
白飘然若仙神采奕奕端坐正厅，我在他的眉目间探
寻诗人当年的心境。李白一生都不走运，穷困潦倒但
精神可嘉、从不颓废，他闲游祖国大美江山，并数次
来到敬亭山，留下了千古绝唱《独坐敬亭山》：“众鸟
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李
白独坐敬亭山，想要表达的到底是坎坷、落魄、忧心
还是风雨彩虹，也许永远无人能解，这正是诗人的孤
独。

要问访另一位诗人谢眺，还得攀上更高的孤山。
当我手指云端，爬山累了的太太直摆手说：“太高了，
我不去了。”上山的石径，只有我一个孤影。天际阁
上，寂寂无人。脚下木梯“吱吱嘎嘎”，楼台上谢眺塑
像落满灰尘。1500多年前宣城太守任上的谢 ，为百
姓生计劳碌，为敬亭山风光歌吟，开创了山水诗的新
风，而今却落寞在山头。

我站在最高峰的阁楼之上，凝视着天空充溢的
空气。那满山的青翠，点缀着朱檐飞丹的亭阁画舫，
还原了江南诗山的人文风貌。远处，水阳江澄静如练
环合山城，南漪湖渔帆点点，闪隐其间。突然，山岚腾
起一缕缕轻烟，如灵魂的翅膀，在我瞳影里弥漫。眼
里的云波，或动或不动，那份高傲，没人能驱使。我目
光里泪液有些湿漉，阳光投射出的阴影，像在抚摸先
人的血脉。清风无声无息，抚慰我的疲倦，也吹散我
的欲望。我渐渐感觉，我在一座山的怀抱里，山己不
是山，我也不是我。

我似与山融为一体，像是宁静地拥抱我的孤独：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孤孤独独敬敬亭亭山山
施施崇崇伟伟

敬敬亭亭山山概概述述图图 来来源源：：百百度度百百科科

巡塘古镇 王家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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