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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阳光明媚，非常适合室外活动，我选
择去舒茶九一六茶园远足，再次接受红色文化
的洗礼。

伴随着初升的朝阳，我来到舒茶纪念馆
前，看到纪念馆前已是人头攒动，很多人已经
在排队等待进入纪念馆参观了。我以为只有我
还依然保有红色热情，没想到大家都有这份热
情，牺牲难得的周末时光，一大早就拖家带口
来这儿了。今天来参观的人，都想通过这样的
方式，重温毛主席视察舒茶的难忘时刻，缅怀
伟人、不忘初心，教育孩子感恩新时代、再创
新辉煌，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

进入纪念馆，我从解说员的介绍中，得知
了毛主席视察舒茶的详细经过。我们一边聆听
现场解说，一边浏览图片实物，想象着那个令
人激动的场景。当我来到毛主席曾经休息的房
间、看到毛主席使用过的茶具时，我的内心更
加激动：一个茶杯，一把躺椅，勾起了我对伟
人的无限怀念，幻想着伟人视察时的一举一
动。解说员还原了当时的接待场面：县委领导
请毛主席入座后，给主席泡了一壶新茶，安排
两位小姑娘给主席递上热毛巾。

没想到一时紧张，两位小姑娘居然忘了递
毛巾以及请主席喝茶，直愣愣地站在主席身
边。直到县委领导小声提醒后，二人才反应过
来，慌忙请毛主席擦手。毛主席擦过脸后递还
毛巾，而且亲切地说了句“谢谢你，小同
志。”。二人实在紧张，用舒城方言回复了伟

人，毛主席没听懂，工作人员赶忙上前解释。
主席明白后哈哈大笑，招呼大家不必拘于礼
节。整个场面犹如家人聚会一般，毛主席的亲
切随和与平易近人给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解说员讲解细致、用情至深，让我们感
觉亲身参与了一般，内心里充满了自豪和幸
福。

走出纪念馆，不远处就是九一六茶园———
毛主席视察舒茶时提议兴建茶园的地方。正是
由于伟人的前瞻提议，才让这片荒山焕发生
机，赋予了舒茶人民厚重的历史情怀。舒茶人
民在毛主席的精神鼓舞下，夜以继日地抢修荒
山建茶园。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就把这片
荒山改造成了绿地，栽种了茶树，把伟人的提
议落到实处！茶园建好了，所有人都在默默地
期盼着伟人能够再次到来，想着伟人看到茶园
的欣慰表情。

1969年，舒城县人民政府在九一六茶园举
行了毛主席视察舒茶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为了
更好地表达舒茶人民对伟人的无限思念，在茶
园的最高处修建了望京台。一代代舒茶人用高
昂的热情建设茶园、建设家乡。

今天，我们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追寻伟
人的足迹，领会伟人的精神，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作为青年一代，我们期盼更多的朋友来
舒茶走一走、看一看，分享龙舒儿女的建设成
果，激发我们每一个人更大的建设热情。

从斑竹园向西翻过一条高高的山岭，便是
沙河。沙河实际上是一个谷地，南北走向有
一 条 小 河 ， 当 地 人叫她 沙 河 ， 沙 河 因 河 而
名 。 这 里是湖 北 、 河 南 、 安徽三省的交界
处，往西南翻一个山岭到湖北，往西北越过
就是河南，沙河就卧在两道逶迤不绝的山岭
下。或许是这里地势相对的开阔，又处于三
省的交界处，所以自古便有了人家，有了今
天的小街。

深秋的沙河，山岭处处不能用色彩斑斓来
形容。大片深绿的主色调上，点缀着暗红、
绛红、灰褐，间或有几点闪亮的火红与金黄
色，这些不知名的大树、小枝、灌木丛与秋
草把秋山点缀得缤纷有致。山岭下的色调更
灵 动 鲜活一 些 ， 河谷上 有 一 大 片 桑 田 的 青
绿，有几棵红色的乌桕散落在田野，与村边
几株或十多株的金黄色的银杏树一起，构成
了沙河秋天的风景。

沙河的银杏，千里大别山有名。这里的房
前屋后，道路两旁，栽种的银杏树的确比大
别山其它的地方多，是风俗使然，还是这里
的水土特别适合银杏树生养不得而知。在小
街的南边，近东面的山坡上，就有五株特大
的古银杏，高耸参天，最长的树龄700多年。
这几棵大树，两人合抱之围，树干笔直，满
眼金黄， 向几把巨伞在空中打 开 。 秋 风 轻
拂，一片两片的黄叶不时从树上飘零而下，
树下黄叶堆集一层，让人不忍踩上去。望着
这几棵古老的银杏，我在想是这片土地与环
境特 别适合 的 她 的 生 长 ， 才 如 此 长 得壮硕
吧。

这样的风景要是在繁华地界，不知有多少
人来此拍照留影。但在沙河，这里很安静。
我们在此盘桓差不多一个多钟点，只见几个

女子来此摆姿留影，嬉笑。薄阴的天气里，
偶尔阳光从薄云中露出来，光线并不强烈，
只是把这银杏的金黄映显得更纯粹了。不远
的 道 路 上 往 来 的 车 辆只是间或有 一 两 张驶
过。行人也少，村里几户人家闭着门，没有
嘈杂，甚至也听不到鸡鸣狗吠。古银杏守着
这里的山川人家，秋天里静谧而安详。

古银杏高耸参天，她见证了沙河多少事？
她应该不会忘记她南边的下楼房村。这是周
家老宅的所在地，一色青砖的院墙与瓦房，
没有徽派那种常见的高墙壁立，楼阁有致的
风貌。但百多间房舍回廊相接，次第相连，
其气派在大别山中属上乘。 1 947年的岁末，
古银杏见证了一段中国的现代史的画卷。

1 947年 1 2月30日，邓小平、李先念、李
达等走进了这座乾隆时周家建造的房舍，并
在此生活了47天。我走进老宅，见到时房舍
里展示着一幅幅刘邓大军挥师大别山的图文
介绍。想当年，大军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
红军走后，大别山经过国民党的清肃，少粮
也少人。很多群众由于害怕再遭到还乡团的
报复，在大军到来后，甚至也不敢分地主的
土地，部队的生存极为困难。正是在这种特
殊情况下，刘邓开始分兵，刘伯承带领一部
转向淮西，邓小平率一部坚守山中，作出向
南展开的态势，进逼武汉、南京，两军互为
犄角。在大别山中站不站稳脚根，是邓小平
思考的主要问题。一向务实的邓小平，来到
下楼房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当地干部了解实
情。当时中央号召各地要进行土改。但地方
干部认为，这里敌情特别严重，如果强制进
行 土改， 不 但 不 能 发 动 群众，还要 脱 离 群
众。 邓 小 平 听 取 大家意见， 向中央 写 了 报
告，详细介绍了大别山土改的情况，建议土

地改革应分区域进行，在解放区很巩固的地
方可以搞土改，不巩固特别是游击区或新解
放区不宜搞土改。党中央、毛主席十分重视
邓小平的意见，很快复电，同意邓小平关于
分区域进行土地改革的意见，并将这个意见
通知了其他解放区参照执行。这段辉煌的历
史永载史册，小平同志从实事求是的精神一
以贯之。

农历1947年的大年三十，邓小平是在大别
山中这座宅子里度过的，地方干部们给指挥
部送来了点猪肉，邓小平全部给退了回去。
他治军严格， 烤火的树枝也 不准拿 群众一
根，全部由警卫战士亲自到山上砍，新采的
树枝烤起火来，青烟直冒，他和大家一起吹
火。

这些活生生的回忆，让我们心中的敬意油
然而起。刘邓大军前线指挥部的设立，也让
这座300多年的老宅有了种静穆之感。

秋阳洒下来，秋风微微拂过，历史中的回
忆 与回忆中的 历史， 要是说 哪个季节最合
适，还是秋天。一丝苍凉，一丝感悟，只有
在这秋天的季节里，才能达到内心与外化环
境高度的统一。

城市之秋与乡野之秋风景不一，南国之秋
与北方之秋，味道也是迥异。大别山的秋天
来 得静， 来 得早，自有 气 象 万 千 。 但在沙
河，你的静谧与静穆，是一种别样的秋的味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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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 在在 旅旅 途途

舒舒城城县县九九一一六六茶茶园园美美景景。。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王王丽丽 摄摄

游游 历历 舒舒 茶茶
程建友

沙沙 河河 的的 秋秋 天天
张大鹏

沙沙河河之之秋秋。。 张张巨巨江江 摄摄

本报讯(张 丽)为加快融入长三角，提
升六安文旅知名度，刺激外地游客来我市旅
游消费，加速全市文旅产业发展。今年元旦
及春节期间，市文旅局将进行六安文旅消费
优惠券发放工作。

本次消费券通过携程App平台发放，总计
发放景区门票、酒店民宿、旅行线路等各类消费
优惠券240万元。其中2021年12月至2022年2月
发放景区门票、旅行线路优惠券，2022年3月发
放酒店民宿优惠券。活动期间市民和游客可进

入App平台领取相关产品的优惠券，其中门票
最高满减60元，线路产品最高满减300元。

据悉，市文旅系统加强与国内大型旅游
电商平台的合作交流，推广了六安文旅品牌
形象、优质文旅资源、精品线路等，进一步提

升了本地旅游业的知名度。下一步，还依托
中国红岭公路、大别山风景道、山湖旅游大
道、九十里山水画廊等特色旅游线路，定制
并上线六安红色研学游、乡村生态游、康体
养生游等线路产品，助推文旅消费。

我市集中发放文旅消费券

元旦3天假期，我市各地文旅活动气氛
日渐浓郁。与往年吃喝游玩过节不同，连日
来，前往文化类场馆成为许多市民过节的首
选，越来越丰富的普惠性公共文化服务，为
新年假期增添了浓浓的文化气息。

“小朋友们，请大家跟着我一起，把气球
的这一节扭一下，再扭一下，看，这像不像小
老虎的耳朵？”1日下午，市图书馆的一楼共
享大厅内，数十位孩子在气球造型师李敏的
指导下，将手中的气球左拧一下，右拧一下。
孩子们沉浸在气球的魅力之中，一个指令一
个动作仔细学着。学习如何如何制作气球造
型。市图书馆开展的这场“玩转新年 虎福
生威”卡通气球手工活动，自去年12月30日
开放报名以来，名额很快被抢完。从1月1日
至3日，市图书馆围绕新年主题推出了4场创
意手工类活动，涉及到卡通气球、布艺绘画
等，参与者既有孩童也有成人，活动很受市
民的欢迎，时常报名一推出就满员。“以前过
节基本也就带孩子出门吃一顿玩一玩，但自
从市图书馆、文化馆还有科技馆这些文化场
馆开馆以后，它们经常在节假日推出一些文
化活动、展览，一有机会我就尽量带孩子来
参加活动，也是让孩子接受文化艺术的熏
陶。”市民何女士说。

看书阅读也是许多人休闲娱乐的重要
选择。记者注意到，元旦当天下午，市图书馆
的阅读大厅人头攒动，人们或站或坐，都在
聚精会神地看书，自习室里也有不少市民或
认真阅读或奋笔疾书，用书香作伴迎新年。

“愿图书馆越来越温暖。”“书山有路勤为径，
学海无涯苦作舟。”“这里是孩子们的文化乐
园。”......这些读者们写在新年祝福墙上的语

句，既寄托了他们对于公共阅读更美好的期
寄，也表达了在图书馆度过一个书香四溢的
元旦假期的感受。

据市图书馆工作人员介绍，2021年，共
接待读者99万人次，日均到馆2700人次，
举办了各类阅读推广活动线上100场、
线下 7 7 9场，活动参与人数 1 3万。
在节假期间开展的各类文化类
活动，让各个年龄层读者们在
参与中寻找和领悟生活中点
滴美好，满足了大家多样化
需求，也是深入挖掘了深厚
的节日文化内涵，营造出了
文明、健康、欢乐、和谐的文
化氛围。

文创产品是盘活文化资源
的重要途径，也是宣传和推广文化
的有效手段。这几天，一组“特殊”的表
情包在六安人的微信及朋友圈中流行了起
来。原来，这是六安市文化馆上线了 IP形象
与专属表情包。这个身着红袄、憨态可掬的

“鼓咚咚”，是以中国司法鼻
祖皋陶所制的“皋鼓”为原
型进行设计，保留了皋鼓鼓

面兽牙的形象特征，凸显了法
制的庄严肃穆。主色调红色象征

六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拟人化的
形象乖巧可爱，憨态可掬。设计理念象征着
六安文化既古朴厚重又充满生机活力。尤其
是市文化馆组织人员精心绘制的“鼓咚咚”

表情包，一上线后即成为大家聊天的新话
题。市民用充满六安文化特点的卡通人物表
情包聊天，有助于在日常生活中感受本地文
化，助力宣传六安文化、讲好六安故事、展示
六安魅力。

如今，注重文化体验成了度假新时尚。
这背后，折射出的是群众对精神生活的更高
追求，不仅愉悦了人们的身心，也让优秀传
统文化更好地传承下去。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文化和旅游部
发文表彰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
作者和劳动模范。其中，我市舒城县图书馆馆长
张兰英，被授予“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先进工作
者”光荣称号。

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的张兰英，为人耿直
热情，做事敢想敢干，就如她的生肖马一般，认准
目标，勇往直前，刚毅果断。从青丝到白发，从稚
嫩到成熟，甘守清贫，把最美的年华奉献给了基
层的群文事业。2015年3月，张兰英担任县图书馆
馆长，为图书馆的发展任劳任怨，殚精竭虑，成为

文化系统公认的“拼命三郎”。
她用智慧的汗水浇灌热爱的事业，彰显职责

担当。为图书馆的改造搬迁，她吃住在馆，精心打
造县文化地标。为城市阅读空间建设，四处奔波，
设计选址，成为文化惠民全省示范。为圆满完成
全国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她夜以继日，提档升
级，成功蝉联国家“二级图书馆”。为提升图书馆
的服务效能，她加班是常态，即使是胳膊打着绷
带，也带伤坚守服务一线……这样的事例，不胜
枚举。张兰英在常人看似简单平凡的工作岗位
上，攻克图书馆发展中一个又一个瓶颈，跨越一

个又一个阻碍，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倍受广大群
众和社会各界的赞誉。

她用辛勤的耕耘奉献服务的对象，确保百姓
受益。县图书馆读者到馆量由2014年的5万人次发
展到2020年的40万人次，年举办阅读推广活动100

多场，2020年综合绩效考评排列全省公共图书馆
第四名。自2019年在全市首创阅读空间建设，短短
两年时间建成开放8个悦书房，把实事办到群众心
坎上。在全县建成23个图书分馆、32个阅读服务
点，搭建了不断完善的县、乡、村三级阅读服务网
络，实现全县“一卡通”。为加强与社会各界的联系

合作，携手县妇联、舒师附小、武警中队、消防中
队、龙塔社区、新城社区、三里河社区、龙眠琴舍、
移动公司、证券公司等单位共同推动全民阅读。

她用出色的才华书写人生的精彩，结下硕果
累累。自1990年参加工作以来，无论在县文化馆，
还是在县图书馆，张兰英潜心研究业务，产生一
系列学术成果。如完成14万字的《舒城县非物质
文化遗产田野调查汇编》，协助编辑出版舒城县

《舒城民间故事》《舒城民间音乐》等非遗保护丛
书等。舒城县图书馆多个品牌活动荣获全省“优
秀创新案例”“十佳阅读推广活动”称号，成为全
省公共图书馆届的排头兵和标杆。

张兰英把图书馆当成自己的家，把读者看作
自己的亲人，真挚地热爱这项事业，关怀着读者
的需求，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体现了“做一行爱
一行专一行”，真诚地关心着馆内每一个人的成
长。就是在她的模范带头下，馆里的每一个人都
与她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以推
动图书馆事业不断跨越新台阶。

扎扎根根基基层层 孕孕育育阅阅读读之之光光
王 琰

多多彩彩活活动动 为为节节日日增增添添文文化化气气息息
本报记者 邱杨/文 王丽/图

图图为为孩孩子子们们正正在在学学习习制制作作造造型型气气球球。。

图图为为鼓鼓咚咚咚咚。。
((市市文文化化馆馆供供图图))

斑斑竹竹园园镇镇成成立立文文联联

同同台台切切磋磋““画画技技””

本报讯(吴继利)2021年12月29日，金寨县斑竹园镇成
立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斑竹园镇位于两省三县结合部，古
属楚头吴尾，既有当地水土风俗，又有南北交融习俗，古
文化文艺底蕴丰厚。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镇域成立红十一
军三十二师，艺人罗银青创作的民歌《八月桂花遍地开》
成为红歌传遍大江南北，红色文化灿烂。

近年来，斑竹园镇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坚定文化自
信，充分利用独特文艺资源。镇文联成立之后，将进一步
推动斑竹园镇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文化强镇、乡
村振兴提供动力。

文旅资讯

近日，《皖南行—“国培计划(2021)”舒城县美术教师
研修写生作品展》在舒城职业学校艺术楼展出。此次展览
是是舒城县域内美术教师团队的第一次集体亮相，共展出
写生作品百余幅，均为他们2021年11月份远赴皖南参加培
训研修时，实地对景写生创作的作品。
此次“国培”研修写生作品展为该县美术教师搭建了

一个相互交流、学习提高的平台，有助于提升教师专业素
养，推动该县美术学科课程改革向纵深发展。
图为舒城职业学校的学生在参观画作。

本报记者 邱杨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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