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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进大别山
皖南事变后不久，在江北的三支队

5团 ( 此时改编为挺进团 )接到谭震林
司令的电令，向大别山东部挺进，发动
敌后游击战，建立党的组织，扩大地方
抗日武装，开辟 大 别 山区抗日游击根
据地，以反对国民党投降、反共逆流。
杨震 听到部队即将向家乡舒城和桐
城、潜山、岳西一带挺进时，心情激动，
决心要为即将解放的家乡作出更多的
贡献。

194 1年6月，挺进团从桐城出发，从
潜山县源潭、龙河、天柱山向岳西北到
太湖县百 罗村转移。杨震任前卫 排 排
长，到达徐桥镇，发现该镇驻有敌人，一
面猛击，一面报告上级。挺进团彭政委
当即下令，分两路冲上去，接着抓到敌
军两人。据述，徐桥镇驻有国民党一个
中队兵力。摸清敌情后，全排士气旺盛，
个个奋勇当先，猛打猛冲，打得敌人晕
头转向，不知所措。战斗经历两小时，活
捉敌人30多人，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
30余支，子弹数百发、手榴弹近百枚，打
死敌人两名，俘敌当场教育释放回家。

新桂系为了控制沿江，卡住我们的
咽喉要道，设立九成畈据点。1 9 4 1年 1 0

月，挺进团奉命拔掉它。战斗中我军战
士英勇作战 ，几次冲锋把敌人压到长
江边。为了尽快全歼敌人，杨震使用两
挺机枪，用火力压住敌人。他端着机枪
轮换扫射，打得敌人马嘶人叫。此时，
敌人发现了他的位置，集中火力对他
射击，子弹如蝗虫一样向他飞去，手一
麻，机枪跌落地上，左手四个手指和右
臂都被 打断，血如泉涌，踉 跄跌倒在
地，昏迷过去。敌人猛冲上来，从他身
上踩过去。

这时，团长命令彭连长反冲锋，打
退了敌人，把他抬了下来，送到后方医
院治疗，他不能翻身，不能讲话，只喝
点水和米 汤 ，伤口不停地流脓血。以
后，部队又将他转移到王家墩治疗。卫
生队长要把他的左手四指、右手臂锯
掉，他坚决不同意，并对团长大 声呼
喊：“我不能成为残废，我要上战场杀
敌人！”后来团长对卫生队长讲：“杨震
不同意就不锯吧 。你 们想一切办法派
人去买些好药来。”就这样，他的手和
胳膊总算留了下来，到达无为毛公山。

这时挺进团已改编为新四军第4军第 7

师58团。不久，他被任命为58团3营7连
连长。

二进大别山。1 9 4 3年3月，第 7师的
部队统一整编，成立含和支队、皖南支
队、巢湖支队和由 7师58团为基础的沿
江支队，支队长是原团长林维先，支队
政委是黄火星。3营改为桐西大队，7连
改为桐西大队3中队，杨震任中队长，张
国平为指导员。

部队第二次进山以来，这支部队实
际上是一支军事政治工作队，流动性
大，接触群众面广，既是战斗队，又是宣
传队，一面战斗，一面开展政治宣传工
作，先后在舒城黄土关、小涧冲、驼岭、
张田畈、小街、晓天、桐城罗家岭，还有
潜山、岳西、霍山等地建立和发展组织，
发展党员 3 0 0多人，扩大地方抗日武
装，在舒城组建 3个游击队，活动于晓
天、小涧冲、三里湾等地。另又建立了岳
西游击队并向沿江支队输送战士500多
人，长、短枪300余支，为主力部队补充
了新鲜血液。

沿江支队在皖西的发展，是新桂系
头目李品仙的心腹之患。敌人非常忌
恨，叫嚣要在3个月内肃清皖西“共匪”。
面对强大的敌人，中共舒桐潜工委决定
皖西大队3中队主力转移到外线。由杨
震带领 3 0余人，牵制敌人向我主力进
攻。同时，开辟新的地区，发展壮大党组
织和人民武装力量。

1 9 4 4年 1月 5日，敌
人“清剿”全面开始，强
制群众站岗放哨 。我 3

中队当机立断，在黄昏

时刻将主力撤走了。夜晚，杨震带领部
队在水贵河边老岭岗余荣盛 (地下党 )

家开紧急会，决定部队转移方向。敌人
4 8军到达官庄，离我 3中队不远，下半
夜部队向茅草湾转移。

在对敌斗争中，3中队在实践中深
深认识到依靠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
一战线是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 。在敌
强我弱的中心地区，不搞统一战线，朋
友会越来越少。我们不争取朋友，朋友
就会被敌人拉过去。保甲制度是敌人
加强基层反动统治的主要机构，在敌
乡保甲长中有不少是被 逼 迫干的，真
正死心踏地为敌效劳的是少数。因此，
争取乡保甲长、利用敌人的保甲制度为
我军工作、掩护游击队活动和群众斗争
是非常必要的。

陆家河保长吕普，当时只有二十多
岁，一般情况能应付敌人，不危害游击
队，表现比较进步。杨震通过各种渠道，
将他的历史和表现了解清楚后，向他宣
传我军政策，进行思想教育。后来经过
考验，他由地方党高山同志介绍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他进步很快，斗争坚决，作
战勇敢，在3中队当上了排长。在一次战
斗中受重伤被俘，在岳西光荣牺牲。

3中队通过统战工作，在山区广泛
建立两面政权。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允
许“白皮红心”的应付敌人，因而有不少
保甲长都是我们暗中指派，利用敌人的

组织，为我们服务。对一些地方士绅上
层人士，只要其爱国、拥护抗日、不破坏
游击队活动、不危害我党我军工作人
员，就联合他们共同抗日。过去事既往
不咎，保护他们身家性命安全。因此，他
们也有所转变，减轻了对群众的压榨，
还为我游击队做了一定的工作。有的安
排我方伤病员在家吃住、治疗，有的掩
护我方干部，还有的把家中枪支弹药拿
出来支援游击队。大水乡乡长汪中联，
知道敌人有一批武器运在该乡，他派心
腹乡丁送情报给我们，本人佯装出去打
麻将，3中队派出 1排战士偷袭乡公所，
缴获了该批武器。通过他的情报，游击
队行动4、5次，共缴获6 0余支枪。后来
他被调到潜山县任建设科科长，仍经常
向我 们 报告敌情，他所任命的保甲长
都经过我3中队同意。

以舒桐潜为中心，向舒六、舒霍、舒
岳开辟新区。在此期间，大的战斗在舒
城平 田 打过 3 次 ，缴获敌人枪支 3 0余
支；在晓天打过2次，缴枪数支；在庐镇
关打过 1次；在山七打过 1次；在南港打
过2次。另外，3中队还同舒城县自卫队
顽共打了20多次仗。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英雄的大别山人民
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
泣鬼神的壮丽凯歌，创造了“28年红旗不倒”
的英雄奇迹；在这块红色的热土上，曾经建立
过许多红军医院，培养了成千上万的杏林人
才。

曾经被毛泽东主席称赞为我党我军的好
党员、好干部的“三让将军”(让职务、让级别、
让军衔 )徐立清，就是六安金寨人，他在长征
途中曾担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
红四方面军卫生部政治部主任。1 9 36年 1 0月
下旬，红西路军2万余人西渡黄河，开始了更
加悲壮、更加艰险的“西征”。面对任务多变、
缺衣少食、敌众我寡、损失惨重的严竣形势，
徐立清带领西路军总卫生部机关和医院的同
志们，在零下二三十度的寒夜里，一边突围、
一边救护收容伤病员。在几个月的雪地行军
中，他们渴了吃雪、饿了还是吃雪。但是，无论
情况多么困难、形势多么危险，徐立清他们总
是想方设法地照顾和抢救伤病员。没有消毒
药水，他们就用盐水雪水；没有医用纱布，他
们就撕开自己的衣服为伤病员包扎，尽心尽
力地护理伤员。

开国少将丁世方，也是六安金寨人，他曾
担任红军中医院院长、海军卫生部部长、总后
勤部卫生部部长等职，他还亲手创办了海军
第二医科大学。在万里长征中，他吃尽了千辛
万苦、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了及时有效地做好
医务保障工作，他一方面教育改造俘虏过来
的国民党医生，一方面团结地方上的老中医、
举办训练班，带领大家采集、自制中草药，使大批伤病员得到有效治
疗、恢复健康、重返战场，受到了方面军总部的表扬。

同为军队医务界革命前辈的还有：曾任红 1 5军团卫生部部长、国
家卫生部部长、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的钱信忠；金寨籍著名女红
军彭素和周起义，等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们大别山区还有很多英雄的群体、革命
的团队！比如：人所共知的红25军的“七仙女”。说是“七仙女”，其实就
是红25军医院的7名女医务人员。她们的革命意志坚定、革命热情高
涨，在红25军开始长征、准备将她们就地安置时，她们坚决要求跟着
党、跟着红军队伍，她们说：“我们活着要做红军的人，死了要做红军的
魂！”在长征途中，她们发挥了比男同志更为重要的作用，除了行军打
仗之外，还要肩负救治伤员和开展政治宣传两项重要的任务。特别是
在救治伤员过程中，她们克服种种困难，做出了突出贡献。比如，七仙
女之一的周东屏，就是她先后2次从死神手中把红25军军长徐海东救
了回来。

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在豫皖交界的金刚台上，还涌现出一支英
雄的“娘子军”，她们的名字叫“金刚台妇女排”!她们的前身，大多也是
红军医院的女医务人员。她们在极其苦难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战，与数
倍于我的敌人进行周旋。她们的作风硬、纪律严，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
事。

就是在这支英雄的娘子军里，同样也孕育了女扮男装、“花木兰”
式的女军医——— 范明，以及著名的女军医彭玉兰、吴继春等许多卫生
界的精英。

王明玉是一名红军女护士。一年冬天，她不幸落入敌人的魔掌。敌
人看她背着药箱，就知道她是一名红军医生，便严刑拷打她，逼着她说
出伤病员的下落。但是，她却咬紧牙关、什么也不说。敌人将王明玉推
倒在雪地里，用皮鞭狠狠地抽打……王明玉身上单薄的破衣服，一会
儿就被打成了一条条的碎片，鲜血随着敌人的鞭子，落在雪地上，染红
了一大片。

眼看硬的不行，敌人又用糖衣炮弹来诱惑她。但是无论怎样，王明
玉始终不为所动。残忍的敌人叫嚣着要将她活埋……王明玉仍然是毫
不畏惧、毅然决然地理了理凌乱的头发、扯了扯被打得稀烂的衣服，高
喊着：“共产党万岁 !”“红军万岁 !”然后昂首阔步、纵身跳进坑里……
为了革命，为了人民，为了战友，王明玉献出了年仅19岁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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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别别山山游游击击队队长长杨杨震震 ((中中 ))
姚姚胜胜传传

又是一个秋天如期而至。秋风起，秋
草黄，明月秋水话苍茫。秋日里，常常一
个人去湖边看远方的云，云来云去，云起
云飞，多有怀乡思亲之念，念故乡的景、
故乡的事、故乡的人。

每每看见孩子们天真活泼地奔向校
园，我就情不自禁地把目光转向老师。小
心翼翼打捞起学生时光，少年时期的老
师，宛如一张张发黄的照片在脑海里时隐
时现，其中最清晰的一张让我倍感亲切和
注目。他，就是我在洪集中学读书时，初三
班主任、语文老师陈正先生。

瘦高个子，浓浓的眉毛，深邃的目光，
干净的白衬衣，脚底一双小口的黑布鞋，
这是陈老师给我的印象。他本是霍邱众兴
集人，可一辈子都在我的故乡洪集镇教
书。在洪集，无论机关单位，还是乡野村
头，或街头巷尾，随便一访问，都能找到陈
老师的学生。有的一家三代，同是他的弟
子，真可谓“春晖遍四方、桃李满天下”。在
洪集，家长们都想把孩子送到陈老师班
里，尤其是顽皮的孩子，大家都知道他管
教很严，“严师出高徒”。然而，背地里，很
少有人喊他陈老师，老老少少，众口一词，
都喊他“老陈正”。

称之为老，并不是年龄关系，而是对
陈老师表达一份尊重，一种认可。“一日为
师，终身为父”，在他的名字前加上一个

“老”字，无形中把先生推向长辈或乡贤的
行列，这也是他多年教书育人树立的一种
名师的威范，让人心存敬畏。

其实，陈老师的资格确实很老，他是
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读过私塾，四书五经
背得滚瓜溜熟，诗词歌赋信手拈来。课堂
上，教导学生时，从来不引用近现代名言
警句，大多来自《诗经》《论语》等古代典
籍，教育我们要珍惜时光、发奋读书。“业
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三
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人无远
虑，必有近忧”，“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

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等
等。老师常常把这些句子挂在嘴边，让学
生当作座右铭。他那“之乎者也”的样子，
俨然一位私塾先生，给我们一种穿越时光
的感觉。

陈老师的老还有一个显著的表现，他
批改作文很少用钢笔，写批语基本上都是
毛笔字。一手蝇头小楷，写得端端正正，完
全可以用来做学字的范本。他在黑板上的
板书从来不轻易下笔，用词造句想好了，
便一丝不苟地写出来，有主有次，有思有
路。有人说他过于传统，过于严谨，甚至有
些迂腐，现在想来，那是多么认真且难能
可贵的教学态度。

陈老师之老最重要的表现是“严”字
当头。首先，他自身为范，庄重仪表。不论
春夏，穿得都很规整，白色衬衣，领袖的扣
子全部扣得严严实实，从来不袒胸露腹，
蓝色或黑色的裤子抵在鞋跟，一尘不染。
他要求学生的穿着不论新旧，必须规规矩
矩，长头发，大裤头，趿拖鞋，花里胡哨，你
根本进不了教室。课堂上坐姿一定要端
正，勾背虾腰，伸一头，缩一脑，左顾右盼，
肯定要挨教鞭。

陈老师很喜欢我，我数学成绩很差，
经常不及格，但语文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后来考取师范，语文成绩也是当届第一
名。我的作文，陈老师经常拿到课堂上来
读，他每读一次，不仅是对我的激励和鞭
策，同时，也让我的虚荣心得到一次极大
的满足，挽回一些数学成绩不如人的耻

辱。陈老师对我的语文学习要求很高，不
论是现代文和古文，他认为有必要的就让
我先背诵，一旦我背下来，就可以要求班
级的其他学生照做。为此，那些不喜欢文
科、语文成绩较差的人还多少对我产生嫉
恨。

陈老师也有活泼的时候。洪集中学初
建时，不仅要打响升学考试的牌子，而且
每个班级都有很重的劳动任务。每当学校
开大会，陈老师都一脸严肃地站在班级的
方阵旁，当他听到校长在全校师生面前表
扬我们三(3 )班成绩时，便会传来爽朗的
笑声。他笑得是那样的肺腑，那样的真实，
我们也似乎感觉到一缕缕阳光照在脸上。
我没有听过陈老师唱歌，但看过他拉京
胡，而且拉得有板有眼，韵味十足。但是，
他从不当众炫耀。陈老师和我父亲是老同
事，也一起共过患难，后来我父亲到了别
的学校教书，他们见面时便格外亲热。有
一次，我碰见老哥俩在一起探讨京胡的指
法问题，谈得融洽且开心。

陈老师也是一位自甘孤独的人，他很
少和人谈心，更不接受其他人的吃请，也
包括学生家长。每一次家访，路程再远，他
从不在学生家吃饭。陈老师生活相当简
朴，他四季的衣服，我至今还能记得起来。
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很少看见他大鱼大
肉。他非常喜欢吃红薯和板栗，有些家长
知道后主动送上一些，但都被婉言谢绝。
想吃的时候，他私下把我找到寝室，从怀
里掏出钱，让我回去请母亲给他在街上选

购。他从不上街，因为乡里乡亲都
认识他、尊敬他。他倘若自己到街
上买这些土特产，谁又会收他钱
呢？这是陈老师不愿意看到的。

陈老师的家住在公路旁边，
离学校有几十里的路程。他平素
一心扑在教学上，很少回去，即或
是回家，也从不坐客车，无论风
雨还是晴天，一律徒步还乡。可
以想象到，蓝天白云之下，曲曲
弯弯的公路上，有一个孤独的身
影，默默前行，他一个人在聆听
自然，用沉思丈量脚下的土地。

如今，陈老师和我父亲都已
驾鹤而去，他们的坟头，秋草黄
了一茬又一茬。他们同是新中
国的见证者、耕耘者，也是农村
教育事业的基石。他们勤勤恳
恳，默默无闻，辛劳一生，奉献
一生，“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
根草去”。每当我独处，或夜阑
人静时，我总想抬头看天，仰望
星空，思考人生。有时候扪心自
问：我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楷模到
底从哪里来？除了父母，自然而
然想到我的老师陈正，是他培养
我学好语文的兴趣，打牢我为人
为文的根基，终身为文艺而不弃
不离。每每想到陈老师，心灵深处
油然生出一种感恩和崇敬。

秋风秋雨秋夜长，残酒孤灯忆
往常。先生和我的父亲一样，把自己
的师教师德留在人间，把遗憾和忧伤
带进了黄土，他们的大恩都没来得及
报答，“子欲孝而亲不在”。但愿这一纸
长文，如一片片秋叶飘向远方、飘进天
堂。先生若能看见，还请您用朱笔写下
刚劲有力的批语，让我在想您的梦中细
细品味。

时针往回拨5年——— 2016年，那一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是中
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在这个重要时间节点上，市委组织了《红色
六安》宣讲团，赴境内各县区、相关高校和中学巡回宣讲，我作为成员之一
参与其中。在那段激动人心的日子里，我们热情讴歌先辈英雄事迹，敬业专
注；我们虔诚仰慕先辈崇高精神，前所未有。战斗何须硝烟，精彩最难忘怀，
从头一年夏到第二年春近半年的时光，构成了我们每一位宣讲团成员人生
旅程中亮丽的一抹红。

7月是一年中最酷热的时段，每天都是骄阳似火，热浪滚滚，而每天全团
成员都无一例外地按时到岗，进行集训。分身无术，任务又必须完成，只得
将本职工作提前做了或晚上加班，在那段时间，这种前移后挪工作方式成
为所有宣讲团成员的“常态”。

市委对这次宣讲要求高，几次试讲未获通过，全团压力相当大。团长一
向笑逐颜开的脸膛，一时间变得双眉紧蹙，他和副团长立即动用所有的资
源，调整宣讲成员，邀请专家教授修改讲稿。我也是“卒当车用”，操刀上阵，
为一篇讲稿的修改打磨而搜索枯肠。每次试讲后，团长都要组织我们总结、
评讲。此时，来自市广电台播音部的一位宣讲员的发言，精准又暖心。她从
讲稿的内容和人物内心情感的角度，谈声调的轻重缓急，抑扬顿挫，她像
中小学语文老师那样热情地帮助普通话说得不够标准的同志矫正语音，
使每位同志都受益匪浅。

为了增强宣传效果，团里决定在宣讲同时播放投影画面和配上相
应的乐曲，负责投影画面制作与播放的是一位老家住金寨的摄影师，他
接受任务后，先后多次去皖西博物馆、皖西革命烈士陵园、苏家埠纪念
馆搜集资料，拍摄照片。他说，我爷爷当年也参加了红军，自己能为红
色宣讲出点力也是传承爷爷的遗愿。

9月3日下午3点钟，“红色六安”宣讲首场报告会暨巡回宣讲启
动仪式在市行政中心大会堂隆重举行，在随后的五个月中，我们去
了金寨、霍邱、叶集、舒城、霍山、裕安、金安、开发区、皖西学院、皖
西职业技术学院、皖西卫生职业学院、毛坦厂中学和团市委宣讲。
每场宣讲我们都像出征的战士一样，满怀激情，精神抖擞。

报告会分为《红色六安 革命摇篮》、《红军史上的空前大
捷——— 苏家埠战役》、《永不凋零的杜鹃花》、《中原突围：皮旅穿
越大别山》、《“人间天河”——— 淠史杭》5个部分，分别由5位同志
担任宣讲。

宣讲中，我们始终是在用心用情讲述，饱含深情贯穿于每
场宣讲全过程。《红色六安 革命摇篮》是全场的开篇，在结
构上具有统领的作用，这部分的宣讲员在集训时反复阅读
“两学一做”办公室和市委党校合编的《六安红色故事》，揣
摩故事中的人物心情，通过学习，激发自己的感情，并将自
己融入到那种特殊的场面之中。她在讲到许继慎接受党的
派遣，离别自己的爱人和出生仅几个月的婴儿，有可能就
是夫妻、父子永别时，声调不由自主地缓慢低沉下来，那种
依依惜别的深情瞬间表达得淋漓尽致，而这种情感又像穿
越时空的闪电一下子触及到听众的心扉，台下的空气仿佛
凝固了一样，不少听众眼眶里泪花都在不断地打转。

淠史杭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
我担任《“人间天河”——— 淠史杭》的宣讲，每次讲到原六
安行署专员、淠史杭第一任总指挥赵子厚，淠史杭工程
规划设计总负责人黄昌栋，龙河口水库刘胡兰战斗连连
长许芳华牺牲自我造福人民的事迹时，我都情不自禁老
泪纵横。
在《红色六安》宣讲团的带动下，不久《红色故事大家

讲》比赛也在全市范围由下而上开展起来，各县区还组织
了本县本区的红色宣
讲团到各乡镇宣讲。回

忆当年皖西大地如火如
荼的红色宣讲盛况，那 真

是：红色宣讲铿锵行，英烈浩
气撼人心。革命传统代代传，惠

风和畅满园春。

七一前，为了庆祝中国共产
党百年华诞，我们一行陪着有60

年党龄的老母亲来到金寨县花石
乡大湾村学习观摩。

大湾村是全国脱贫致富的先
进示范村。大湾村地处大别山腹
地，这里山高路险、森林茂密，
物产丰富。记得以前来时村民住
着矮小破旧的房屋，吃着自家井
里打的水，简易搭起的厕所，苍
蝇蚊子到处飞，混着猪圈、农田
的气味，臭气熏天，道路是坑坑
洼洼的土路，一到下雨泥泞难
行。如今再看，村民们住上了统
一盖好的小洋楼，“楼上楼下电
灯电话”，高速公路直达乡镇，
村村通公路。随着“两不愁、三
保障”政策的落实到位，人们的
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不再为吃喝犯愁，看病犯难，个

个精神焕发，年轻人也不再背起
行囊外出打工，而是积极投身到
建设家乡之中。往年的荒山更是
变成金山，山上处处都是宝，人
们不再伸手向国家政府要钱，搞
起了合作社，建起了木材加工
厂、茶叶生产基地、太阳能发电
等等，一片生机盎然。

我们再次来到习近平总书记
走访的陈泽申老人家，记得那年
来时他家是土路，恰逢下雨，还
踩了一脚烂泥，如今已经搬到了
新居，旧房子也改造成了当地山
珍的代销点、参观景点，他帮助
村民代卖货物。他亲切地和我母
亲攀谈起来，夸党的政策棒，让
天下劳动人民都富裕起来，看病
有了新农合，有了老有所依、老
有所养的保障。他还面带笑容地
不时介绍当地特产，推销他们的

产品：茶叶、香菇、石耳、将军
菜等等。

如今的大湾村响应党的号召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
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特别注重
生态环境的保护，他们整体搬到
了集体农庄，把原有的旧房屋改
造成民宿、土特产商店，印象最
深的是一家祠堂改造成博物馆、
民俗展览馆，家家户户用上了抽
水马桶，处处可见分类垃圾桶，
太阳能发电、风车发电随处可
见，人们充分利用大自然的馈
赠，为子孙后代造福。

如今的大湾村建起了休闲活
动中心，村民们在闲暇时来这里
活动、读书、看报，他们不仅生
活水平提高了，而且精神文明也
有了很大的提高，整个农村的面
貌焕然一新。

秋天里的怀念
穆志强

人生亮丽的一抹红
丁仕龙

喜看大湾新变化
刘俊玲

丹桂飘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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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再创新辉煌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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