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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1年 1 0月，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乘
风》上映，讲的是冀中骑兵团团长马仁兴和
他的儿子骑兵团参谋马乘风的故事，其中有
许多有关骑兵团政委汪乃荣的情节。借助此
影片汪乃荣这位英雄的名字终于为广大观众
所知晓。

2015年8月24日，为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民
政部公布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
体名录。汪乃荣榜上有名——— “汪乃荣，
1912年出生，安徽省金寨县人，1930年参加
工农红军，中共党员。历任抗大政治教员、
晋察冀军区冀中军区骑2团政治委员等职。
1942年5月牺牲于河北省深泽县。”这是现存
仅有的一点信息。

八年前，北京作家郭学工着手调研辽吉
功臣《马仁兴传》史料。马仁兴，时任八路
军晋察冀独立骑兵2团团长。1941年，汪乃荣
由抗大二分校调任骑兵团政委，两人在冀中
抗日前线结成亲密战友。汪乃荣牺牲早，又
正值抗战最困难时期，留存的信息十分有
限。汪乃荣到底在哪牺牲的？怎样牺牲的？
现安葬何处？他的家乡具体在哪里？是历史
之迷，是调研的重点。依据开国少将李健
《烽火连天》以及知情人王序卿《反扫荡一
百天》、李耀华《战斗在冀中平原的骑兵
团》、李钟民《力践誓言》等相关骑兵团史
料，通过实地考察论证，综合分析人物、地
点、事件，骑兵团政委汪乃荣的英雄形象日
趋清晰。

1 9 4 1年4月，汪乃荣调任冀中骑兵团政
委。他在部队政治工作和战斗作风培养上很
有一套。为人正派，待人诚恳和蔼，原则性
强；民主作风好，遇事主动和团长及其他领
导同志商量，遇有危险总是抢着担任最艰巨
的任务。他与团长马仁兴的关系很好，共同
完成了很多战斗任务。军区交通科长李健评
价骑兵团是“很团结，很有战斗力”的班
子。

1942年4月30日下午3时，马仁兴和政委
汪乃荣、军区交通科长李健前往军区驻地河
北省饶阳县张保村，受领参加“五一”反
“扫荡”作战的任务。军区首长考虑，骑兵
目标大，容易吸引和牵制敌人；走得快，也
容易摆脱敌人。因此在这次“五一”反“扫
荡”作战中，安排骑兵团的任务是在内线坚

持，吸引和牵制敌人，侦察敌情和宣
传群众。“危急之际，作为军人是不
能提出任何不同意见。请司令员放
心，我们尽一切努力，坚决完成任
务。”这是骑兵团两位领导从心底里
发出的声音。反“扫荡”最初几天，
骑兵团分为4股在深(县)武(强)饶(阳)

地区活动。5月11日晚，骑兵团的领导
集结，进一步研究反“扫荡”的战
术。会议结束后，汪乃荣政委赶到2连
宿营，准备次日再次分兵。

5月12日，骑兵团在武强沙洼地区
陷入日军重围。下午4时，团长马仁兴
下达了部队集结准备突围的命令。汪
政委让通信员转告团长，他率2、3连
阻击日军，掩护部队突围。凡重大事
项政工首长有最后决定权，这是八路
军当时人人皆知的规定。重兵压境、
生死存亡之时，汪乃荣动用了“特
权”。

汪政委组织3连阻击时，2连连长
李玉堂带领1、2排路过，汪政委命令
第2连加入战斗。在汪政委的指挥下，
不足两个连的兵力顽强抵抗从南面进
击的日军。日敌的几架飞机不停地在
头上盘旋扫射，管理马匹的“马桩”
暴露了。几颗炸弹冲着马群投了下
来，无人驾驭的战马争脱缰绳冲了出

去。原本以为猛烈的火力能把敌人吸引过
来，不曾想日敌竟不为所动，没有上钩，
阻击没收到预期的效果。汪政委经过长
征，身经百战，曾任抗大4团团长，指挥
作战很有一套。既然鬼子不上当，就带着
部队硬碰硬地冲！无论如何要保护数万百
姓和部队冲出包围圈。他用沙哑的声音把
决心告诉战士们。

汪政委策马挥刀，大吼着带头冲了出
去，身后是第2、3连的勇士们。沙洼地区
地势低，村名都挂着个“洼”字，村与村
之间相隔至少十里，方圆几十里统称洼
地。远远望去，齐腰深的麦子看不到头，
数得过来的几棵大树孤独地挺立在那儿。
无处躲藏、毫无遮掩的旷野之上，人高马
大的骑兵全身影地冲了出来。真管用，鬼
子被镇住了。密集的炮火砸了过来，疯狂
的弹雨扫射过来，天上的飞机也跑来凑热
闹，鬼子的锋芒转向了他们。

在藏都藏不及，躲也不知往哪儿躲，
跑不知往哪儿跑的时候，这帮骑兵却硬往
敌人堆里冲，端枪挥刀，嘶哑地吼着，成
伙团地冲向敌人。前面的端着机枪边扫边
冲，后面的挥着马刀紧紧跟上，冲上去就
刀劈枪打来一阵子，被摞住的鬼子没一个
能活的。谁说鬼子不怕死？落魄的鬼子丢
下机枪，撒丫就跑。人哪有马快？左劈右
砍，上挑下刺，一顿混战，全撂在那了。

骑兵们勒住马头，掉转过来稳了一下神，
瞅准下一个目标又往回冲。这是咋了？老
百姓至今仍在生疑，没见过这么冲锋的，
好像是刀枪不入，个个怪怪的。

人不死，马在奔，刀枪在手，就没完
没了地冲。老百姓说，都打成那个样子
了，仍然三五抱团往敌人堆里冲。前面的
倒下，后面的补上，人红了眼，马红了
眼。空荡荡的麦地乱了，到处是奔跑的战
马。骑兵勇士们撕皮掳肉，死打硬拼。马
的嘶鸣，炮弹的爆炸、各种枪械的射击，
飞机的轰鸣声绞在一起，一场冷热兵器交
织、充满血腥的大战在一片望不到边的麦
地里上演。

不要命就得玩命，血冲大脑，义无反
顾。连长李玉堂死盯一个日本鬼子指挥
官，跃马直奔，马刀一闪，一个圆咕隆咚
的东西滚落在地，那得使多大的劲呀！鲜
血喷涌而出，无头尸栽倒了，战士一拥而
上，机枪阵地被踏平了。直到今天，当地
百姓仍感叹地说，老辈们说起骑兵团没有
不掉泪的。见过不要命的，没见过这么不
要命的。没见过这么一大群不要命的。这
悲壮一幕的主角就是汪政委带领的骑兵团
第2、第3连，他们献给冀中百姓的是一颗
颗从里到外红透了的保家卫国心。

与敌人扭打在一起，前后不过半小
时。这是骑兵团第2、第3连用两百多条命
换来的半小时，每分每秒都沾着子弟兵的
血。冲出来的人都说，那天的时间过得真
慢，太阳挂在天上就像不动一样。是呀，
鲜血凝固的时间能快得了吗？鬼子被吸
引、被牵制，被围的群众、地方武装、骑
兵团和其他部队乘机向外冲出。骑兵团在
吸引着敌人，在为老百姓、地方政府机关
人员、地方部队、主力部队突围创造条
件。武强县委书记严镜波说：“没有骑兵
团的掩护，很难想象会发生什么？”老百
姓至今不忘，老一辈的命是骑兵团豁出命
换来的。

小时候 每到冬 天 农闲
时，姥爷就响应村里的号召
到淮河边本村属地的河堤

“打坝子”。所谓“打坝子”
就是加固河堤，防止来年洪
水泛滥，淹没村庄。我家住
在临淮岗乡淮河岸边，所以

“打坝子”是每年除农活外
最重要的一项事务。

家里田地多的，工分就
多。所以每年姥姥姥爷都一
起去，姥爷干活，姥姥就去
给大伙做饭抵工分，一干就
是十几天。姥姥隔两天会回
来一趟，如果回不来，就找
个亲戚到家住段时间，照顾
我，也照顾家里的家禽。

生 长在淮河 岸 边的我
对洪水并不陌生，几乎每年
都会发洪 水 ，只是并 不 严
重。我印象深刻的洪灾是 1 99 1年。那年夏天小学一年级的我刚
刚期末考试结束，那时农村校园安全意识较弱，学生们交卷后
就可以自行离开，老师不送，家长也不用接。连续几天下着小
雨，路上是漫过脚面的积水，我一个人斜挎着书包，慢慢地 水
往家里走，在快到家的时候水已经到我的膝盖。我害怕得不敢
动了，抱住路边一棵小树眼看着洪水一点点上涨，哭喊中，看见
姥爷从远处喊着我名字朝我赶来。姥爷拉着我艰难移动到家门
口时，洪水已经涨到我脖子。家里已经在院墙外筑起了一人高
的“围墙”，把洪水挡在外面。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水，放眼望
去，四周都是白茫茫一片，水面上漂着家具或者小动物，夜里尤
其寂静，只听见家里鸡窝里的鸡咕咕地叫着。

此后的二十多天，家就像孤岛一样被困在庄子上，日常生活
物资就靠一艘小船运输。还记得，我跟着姥姥姥爷乘着小船去
瓜田抢收未成熟的西瓜、去菜地摘泡在水里的南瓜、去地势高
的人家买豆芽菜……每天把渗进院子里的水用盆往外舀，院子
里经常会爬进一些螃蟹和小龙虾。

待洪水退去后，我们恢复了正常生活。有一天，姥姥从外面
拿回来几件衣服，说是村里发的救灾物资。“这些衣服都是城里
人捐的，这两件还怪好看的，你都能穿。”姥姥一边在我身上比
划着衣服，一边高兴地说。那是一件绿色的外套和一条黑色的
运动裤，很大，那两件衣服我一直穿到五年级。我问姥姥，是不
是姥爷他们坝子没打好，所以才发大水呢？姥姥轻轻地叹气：再
大的坝子也挡不住这大水，今年又不好过了。

至那场大水后，三十年过去了。“打坝子”依然延续了很多
年，2 0 0 6年 1 1月 6 日，淮河干流迄今为止最大的水利枢纽工
程——— 淮河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建成。临淮岗像一把大锁，牢
牢锁住了淮河千年难治的洪魔，也让淮河的防洪能力达到 1 0 0

年一遇。2011年8月在成功争创国家4A景区后，她的芳名更加响
亮，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游览、研学采风，留下了许多精美的
华章。

淮河河滩尤其最美，“潺潺碧水绕村头，悠悠岁月顺水流”。
放眼放去，淮水如一条玉带，缠缀在曲折的河床。水是那么清澈
碧透，荡着微微的涟漪向东流去。晶莹的水面叠荡流云夕阳，蓝
蓝的天空燕雀斜旋飞舞。岸边是沙地绿洲，岸芷汀兰，牛羊成
群，蜂蝶翩飞，白鹭欢鸣……这一切，构成一幅美丽安宁的河滩
风景图。

现在的临淮岗，一
派 人 丁 兴 旺 、安 居 乐
业、商贸发达、生活富
裕的繁荣景象。昔日的
老 灾 窝 ，变 成 了 金 凤
凰，如今居住在淮河边
的乡亲 们再也 不用去

“打坝子”，当年的洪水
再也不会肆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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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政委，您在哪里？(上 )
郭学工 胡本昌

奋斗百年路 再创新辉煌
红色记忆

母亲珍藏着一张存折，传家宝
般 锁在抽 屉 里 。其实那是“ 一卡
通”，是父亲生前留下的，用一方丝
帕缠裹着，层层剥开，深红外壳格外
亮眼。

存折已珍藏十七年。十七年前，
我还是名乡镇财政干部。那天，我与
同事一起将存折送至父亲手中，父
亲第一次见到红彤彤的存折，惊喜、
疑惑的表情长时间停留在他那写满
岁月沧桑的脸上。“不用缴税，还补
俺钱，世道变了？”一连多日，父亲
反复叙叨这句话。说真的，当时，不
要说像父亲那样的农民，就连我也
彷徨困惑起来——— 税不收了，乡镇
财政干部岂不失业了？

记忆中许多年，父亲不仅要从
地里刨食供全家生计，同时还要想
法子多养蚕、多摘茶，换钱用于缴纳
税费。那些年家中生活过得紧紧巴
巴，最要紧的是每年缴纳税费那段
时间。受不了乡村干部一拨接一拨

上门催交和宣传喇叭一遍接一遍点名通报，每年父亲总是早早计划着、筹
备着，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也是最看重面子的人，怕被喇叭“点名”，怕被
别人看扁。那些年，地里收成没增长多少，但我家税款却从300多元增长到
1500多元……终于在某个秋后的一天，村里催税的喇叭里传出了父亲的名
字，那一天，我第一次见到父亲醉酒。

当时乡镇收税叫“收款子”，与计生工作一道列为乡镇头等要事。乡镇
收税分季节进行，春天放在茶叶、蚕茧收获时节，秋天放在板栗、天麻成熟
之时，冬天要进行税收“扫尾”。组织征收工作分组包片，由小组各自宣传发
动，自定清收时限，税收成绩与年终工资挂钩，一些干部因税收完成不好拿
不到全额工资。这样的做法，不导致干群关系紧张才怪。

我上班的第一天，就被领导带着下乡收税。一行人徒步走了很久山路，
才到达一家农户，说明来意，主人那胆怯和不情愿的表情，让我想起了父
亲。做了很久的思想工作，讲了一通“皇粮国税”道理，软磨硬泡中，那户人
家终于从斑驳的墙缝中抠出一布包，倒出一把零钱来，一共98元，说都在这
儿了，全缴税了。带队领导仁慈，说就缴50元好了，留着一点过生活吧。于
是，我收了钱、开了票，男主人捏着剩下零钱，满口说着感激的话。待我们走
出好远，回过头去，还看到那位男人站在村口向我们张望，夕阳把他的影子
拉得老长。

我从事税收工作三年后，农村税费改革就潮涌大江南北，税费种类少
了，税负渐渐轻了。那几年，每次回家，父亲总与我聊些税费的事。他感叹，
过去税款年年涨，现在怎么年年少咧？说前年俺家人均120块，今年人均不
到60了，明年不会不要了吧。娃，不收钱了，你们能发出工资吗？我说怎么会
呢，现在工资是县上按月打卡发放，不用乡镇出钱。父亲听了，疑惑地看着
我，久久不语。

2004年，一步跨过两千年，安徽全面取消农业税，随后，对农民的补贴
也如火如荼地进行。为确保每笔资金直接支付到农民手中，金寨率先在全
国试点“一卡通”改革。这一年，父亲收到了那张存折，收到存折那天，父亲
强留同事在家吃饭。席间，父亲拉着同事的手说，这折子咱不存钱、也不取
钱，咱要把它与那些税票都珍藏着，记着国家对老百姓的恩，记着国家富了
老百姓才能富的理。听着父亲语无伦次的话语，我知道他已醉得不行。

真的，父亲从没有从那张存折取过钱，即便是家中临时用钱不凑手时，
父亲也没有动过那张折子。那些年，父亲身体好时，他自己乘车到信用社打
卡，身体不如意时，他坚持要母亲到信用社打卡看补贴项目、查到账金额。
去年有良种、农资补贴，今年又增了公益林和库区移民补助……一年打卡
资金从十几元增加到现在两千多元。翻开存折，存折余额38758 . 83元。

发黄的农业税票，通红的“一卡通”存折，这些已上了年份的旧物，如今
无声地躺在农家的坑头箱柜里。只不过农业税票已死，而“一卡通”存折却
越来越鲜活。那一笔笔新生的数字，催开农家的笑靥，放飞农家梦想，每当
想起它们，我就会想起父亲，想起那些缴税的农民，想起国家强农惠民的历
程。没有国家的富强哪会有人民的幸福？那本“一卡通”存折所要诉说的道
理，虽浅显直白，却值得我们终生品味。

(此文荣获六安市第五届淠河文学奖一等奖)

吕 跃 摄

霍霍邱邱城城西西湖湖特特大大桥桥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陈陈力力 摄摄

舒城县有一个张母桥镇，距县城
约三十公里，在县域的西北方向，因地
处偏远，长期交通不便，素有“西北利
亚”之称。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十几
年来，张母桥镇的道路建设日新月异，
一下子拉近了与县城的距离，也拉近
了人们心理上的距离，现在人们再谈
论“张母桥”，脑中浮现的多是“全国
生态优美乡镇”的美丽画卷，人们不再
望而却步，而是趋之若鹜。

“张母桥”是一个地名，也是一座
桥名，地因桥而得名。相传在明朝万历
年间，张母桥叫“老牛湾”，只有一条
东西向的街，街的中间横穿一条南北
向的河流，平时由几块木板和铁链搭
的便桥供人通过，一发大水，河水暴
涨，桥便冲垮或冲断，如“天河”般阻
隔两岸，俟河水落下，或由政府，或居
民集资，再重新把木板搭好，如是年复
一年，三番五次，搞得人们疲于应对，
不胜其烦。住在河边的一户张氏母子，
眼见人们出行困难，便倾其所囊，在河
上修建了一座宽六米的石拱桥，从此
街道通行无阻，商业发展如日中天，人
们为纪念这一对母子，便把这座桥命
名为“张母桥”，从此，地名“老牛湾”
也变成“张母桥”了。

说起“张母桥”，人们便首先想到
“桥”，由那座已成“文物”的老桥，联
想到解放后建设的各种桥。老人们都
说，思来想去，在解放前，还就是那座
老桥给撑了“门面”，还真没有第二座
像样的桥。解放后就不一样了，修路、
建桥一年一个样儿，不把路修到老百
姓家的大门口、不把桥架在河上渠上
沟上像蛛网似的四通八达，誓不罢休。

先说集镇内的桥。那座老桥还在，
依然稳如泰山，且作为主桥在老街使
用，时不时有外地人来观瞻；解放后建
设了一条新街，现作为主要街道且商
业繁华，同时在东门处建设了一座桥，
此桥建设了三次，由小到大，由简到
美，承载着张母桥连接外地的通 重
任；往北又建设了一条新街，街中建设
了两座桥，一座比一座美观；又开发了
一条马鞍街，在街头河边建了一座大
桥，横跨丰乐河，连接金安区，使两地
人们的往来如一家人似的方便、快捷，
带动了各项事业的发展；又在街道南
边建设了一条南环路，照例建设了一
座大桥，把黑绸一样的路与白练一样
的河交合得相得益彰、美妙绝伦……
你看，仅一平方公里的集镇内，光大桥
就有六座，其他小桥就更难以计数了。

次说杭淠干渠上的桥。杭淠分
干渠贯穿张母桥境内，是为输送万
佛湖的水而开凿的，在张母桥镇境
内长约十一公里，把张母桥镇几乎
分成两半，先前只有七座人行石拱
桥，随着社会的发展，这条河严重
阻碍两岸人民生产和生活，改革开
放后，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以来，政府加大投入，相
继建设了十一座大桥，宽度都在六
米以上，有的达到八米，设计新颖，
造型美观，极大地改善了两岸人民
的通行条件，使两岸人民的生活水
平驶上了通往富裕的快车道。

再说镇内农村的桥。张母桥镇
域面积62平方公里，农村占绝大多
数，农村的桥梁更是不计其数。解
放前，农村几乎没有桥，小河搭一
块木板，大河是“石步子”，就是摆
得像省略号似的一步一个石头，有
的河，不论天寒地冻就赤脚过，稍
微发点水，就望河兴叹。解放后，特
别是改革开放及新时代以来，农村
的建桥速度真是日新月异，投入之
大叫人不敢想象。一条几米宽的河
流，投入动辄就百多万；一条不起
眼的河流，突然就建了一座大桥，

连附近的村民都感到意外；有的为了适应时
代的发展，一座桥在几年内重建了好几次；
有的河流上的桥，几乎一座挨一座，相隔几
百米，甚至不到两百米……据粗略估计，全
镇农村投资五十万元以上的桥梁不下两百
座。真是“桥网恢恢，疏而不漏”。

又说令人难忘的桥。张母桥镇每个桥都
有故事，最令人难忘的不外乎四座，老桥已
说过了，还有三座叫人印象深刻。一座是将
军山大渡槽，建于 1969年，竣工于 197 1年，跨
度近900米，像一条卧龙横亘着，气势恢宏，
蔚为壮观，是全国著名的渡槽。那时，外国人
常来参观学习，是张母桥人的骄傲，该桥连
接杭淠分干渠，把万佛湖的水引向金安方向
的广大地区，现在，政府正在以渡槽为主轴，
申报3A景区，以带动张母桥镇的发展。二是
荷叶地大桥，该桥建于2 0 1 7年，是为荷叶一
个村民组而建的。一道丰乐河将荷叶组孤悬
于舒城县以外，嵌入金安区内，四周低洼，每
年发大水便一片汪洋，形成一座孤岛，严重
威胁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每年政府都要组
织船只救援，但人们仍是一片恐慌、心有余
悸，要想关键时刻人们安全撤离，只有在丰
乐 河 上架设 一 座 大 桥 ，但面 对宽阔的丰乐
河，面对大桥的巨大投资，政府一时也难以
决断，群众也理解政府，心里早已有明确的
定论：为了一个组，修桥是不可能的事。直到
有一年，县委副书记亲临现场指挥救灾，当
场拍板修桥，张母桥镇才了却了一桩重大的
民生心愿。第二年，政府投入200多万元，修
建了一座六米宽、高十五米的大桥，确保了
发大水两岸人民通行无虞，保障了荷叶组人
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竣工那天，荷叶组人全
体涌到桥上，自发燃放鞭炮，个个喜笑颜开，
相互击掌庆贺，几辈、十几辈人觉得不能实
现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在修这个桥之前，为
了解决两岸人们长期被河水阻隔的困境，曾
修建了一座滚水坝，除了发大水期间，人们
通行也十分便捷，现在在原址上建了大桥，

滚水坝也就拆除了。三是四房大桥，建于
20 18年，横跨长冲河，此桥宽六米五，高
十米，投资100多万元。长冲河并不大，是
个小河，平时一步都能跨过，之所以修这
么大的桥，是因为曾经出过一次严重的
翻车溺水事故。通过此例，政府举一反
三，凡是河流上有漫水桥或滚水坝的，统
统拆除，重新建成汛期通行无阻的钢筋
混凝土大桥。

张母桥镇的桥梁建设，促进并加速
了张母桥镇各项事业的发展，早在2000

年，该镇就是“全国生态环境优美乡镇”，
再往前追溯，张母桥是远近闻名的“商贸
大镇”，那时对张母桥有“卖不掉去卖，买
不到去买”的美誉，现在张母桥的发展就
更具特 色 ，是“油茶之乡”，是“挂面之
镇”，是“樱桃基地”，是“水芹之产地”，
是“休闲之憩园”… …更是“ 商 贸之重
镇”。道路桥梁四通八达，商贾云集络绎
不绝，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人们感受到

“大桥”的莫大好处，便将此形容为党和
人 民的“ 连心桥 ”、群众出行的“幸福
桥”，每每走在坚实壮观的大桥上，就仿
佛踏上了幸福生活的“和谐号”，沿着全
面小康、全民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大道飞速前进。
(此文荣获六安市第五届淠河文学奖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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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母桥的“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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