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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是中共六安中心县委成立95周年。1929年
5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暂时取消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
会，在芜湖、安庆、六安、阜阳4个中心区域建立中心县
委，由中央直接领导。8月5日，中央巡视员方英(方运
炽)在六安、霍山两县边界的豪猪(珠)岭召开六安中心
县委筹备会议。10月6日，六安中心县委在六安县郝家
集正式成立，书记舒传贤，周狷之、桂伯炎、吴宝才等为
委员，直接领导六安县的7个区委、3个特支，负责指导
霍山、霍邱、寿县、英山、合肥5个县委和特区委的工作。

1931年1月20日，中共鄂豫皖临时特委皖西分委会
(简称中共皖西分委)、鄂豫皖边临时苏维埃政府东方办
事处和中共皖西分委军事委员会(简称皖西分军委)成
立，至此，六安中心县委完成历史使命而撤销。

六安中心县委虽然存在时间只有短短的15个半
月，但是她为中国革命胜利、红军队伍建立和革命根据
地创建做出了突出贡献。突出表现在以下6个方面。
一、领导发动了一次又一次革命武装起义。1929年

8月5日，六安中心县委筹备会议就要求各地党、团组织
积极发动农民斗争，准备发动武装暴动。10月6日，中心
县委成立大会认真检查、深入讨论了武装起义的准备
工作。会后，中心县委成员即分赴各地，投入全面发动
武装起义的紧张工作之中。

1929年11月7日晚，驻六安独山之敌自卫团魏祝三
部突然逮捕六安三区二乡农民协会常委兼秘书何寿全
和2名女农协会员后，正在独山组织领导起义的吴宝
才、吴干才、朱体仁立即与三区区委书记许希孟等人紧
急磋商，决定以示威形式前往营救，同时火速报告六安
中心县委。主持中心县委机关工作的周狷之接到报告
后，连夜赶到独山，与在独山的县、区委领导干部进行
紧急商谈，立即决定将原定于11月15日举行的六霍起
义时间提前、迅速发动武装起义。

11月8日拂晓，独山周围15个乡的数千名农民，手
持大刀、长矛、钢锥、土枪，从四面八方涌向独山，起义
队伍当日占领独山，起义取得成功。

11月9日，中心县委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六安县各
区和邻近各县立即举行武装起义。11月16日，桂伯炎、
袁继安等领导六安六区(今属金寨县)古碑冲、南庄畈、
七邻湾一带农民起义，并以六区游击队为主力，又一次
击溃了驻金家寨的汪东阁民团。霍山县委在接到六安
中心县委的通知后，一边在东北区组织群众开展扒粮
斗争，一边在群众基础较好的西镇地区部署起义。11月
19日夜，舒传贤和霍山县委书记喻石泉在燕子河领导
200多人的农民武装，在红三十二师的配合下，率先打
掉驻闻家店的西镇自卫团，随后又连续攻克楼房湾、长
山冲、漫水河、上土市、黄栗秒等村镇，整个西镇地区反
动势力基本被消灭，西镇起义取得胜利。

12月20日，霍邱县委领导发动了白塔畈(今属金寨
县)农民起义，300多名起义农民先缴了王家老楼大地
主的50多支枪，又在秋家楼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民团。
以独山暴动、西镇暴动、白塔畈暴动为代表的六霍

起义是继鄂东黄麻起义、商南立夏节起义之后，在鄂豫
皖边区爆发的又一次大规模的革命武装起义。六霍起
义的胜利使皖西革命斗争进入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阶
段，为皖西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0年3月21日至25日，六安中心县委在七邻湾
关帝庙(今属金寨县)召开所辖6县县委和红三十三师
党委联席会议，及时总结经验、提出新的战斗任务。
随着七邻湾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以武装斗争为

中心的各项工作蓬勃开展，风起云涌的农民武装起义
首先席卷了霍山全境。至1930年4月中旬，霍山县舞旗
河、大化坪、东北乡、胡家河、黄尾河、头陀河、杨家河、
包家河、磨子潭、管驾渡等地相继举行大规模的武装起
义，数万农民和赤卫队员手持大刀、长矛、土枪，到处围
歼反动民团，镇压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摧毁反动基层
政权，建立区乡苏维埃政府。
在此前后，英山县金家铺，六安县南部毛坦厂、南

官亭、嵩寮(嶚)岩、东河口、凤凰台等地，霍邱县河口集
一带和舒城县晓天、张母桥等地，也相继爆发了农民武
装起义。

6月下旬，中央军委巡视员朱瑞和鄂豫皖边特委巡
视员王平章到达霍山，召开红一军前委和六安中心县
委联席会议，传达中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
先胜利》的决议。7月初，中共六安中心县委在豪猪岭召
开六安、霍山两县党的联席会议，制定六霍总暴动计
划，强调：凡有党员的地方都要举行起义。

7月16日至18日，六安中心县委及所属六安、霍山、
英山、霍邱四县举行联席会议，成立六霍总暴动指挥
部，总指挥舒传贤，政治部主任周狷之，机关设于霍山
县闻家店东岳庙(今属金寨县)。随后，六安中心县委领
导发动了六霍总暴动。
二、组建了一支又一支革命队伍。一是独山暴动

后，迅速将起义武装编为72人的六安三区游击队，同时
组建了数千人的赤卫队；二是桂伯炎、袁继安等领导古
碑冲、南庄畈、七邻湾一带农民起义后，迅速将六区游
击队扩建为六区游击大队；三是西镇暴动后，迅速将起
义队伍编为西镇游击队；四是徐家集民团起义后，迅速
将起义武装组建成四区游击大队，随后即与江家店民
团起义武装进行合编；五是白塔畈暴动后，迅速组建了
两支游击队。
在此基础上，六安中心县委于1930年1月6日将直

接掌握的武装编为安徽红军游击队第一纵队，把西镇
游击队编为安徽红军游击队第二纵队。1月20日，将这
两支游击纵队与六安六区游击大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
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这是当时安徽省境内诞生的
第1支主力红军，也是鄂豫皖地区最早组建的3支主力
红军之一。

1930年3月31日，英山县委领导以金家铺为中心
的农民起义后，县委将起义武装200余人转移到霍山境
内，组成了英山游击队。4月中旬，六安三区区委领导赤
卫队再一次摧毁了敌人在郝家集、西河口等地建立的
反动统治，组建了1支200多人的游击队。

4月中旬，红三十三师发展到300余人枪，增设了
特务营。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也有了很大发展。
在此期间的1930年3月中旬，潜山请水寨农民起

义后建立的工农革命军潜山独立师转移到闻家店与红
三十二师会合，改名为潜山工农革命军。4月下旬，在红
三十二师、三十三师的配合下，潜山工农革命军打回潜
山、再克水吼岭，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三十四师。

1930年4月中旬，六安中心县委还以中国工农红
军第十一军东路指挥部的名义，将驻六安县东南乡高
庙冲、月牙塘一带的权广义部收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三
十五师。

1930年6月，筹备六霍总暴动期间，红一军从第三
师中拨出1个连，和皖西部分地方武装一起，在燕子河
组建为中央独立第一师，初建时由六安中心县委指导。
六安中心县委另以六安三区游击队为基础，集中六安、
霍山部分赤卫队和零星枪支，组建了六霍赤卫师，下辖
3个纵队，共四五千人。同时，将工农革命军第三十四师
改编为中央独立第二师。
三、开辟了一块又一块革命根据地。1929年11月独

山暴动后，六安中心县委和六安三区区委成立了六安
三区革命委员会；西镇暴动后，霍山县委在漫水河成立
了第五区、在闻家店成立了第六区苏维埃政府，并在西
镇组建了“革命委员会”。为了排除六安独山与霍山西
镇之间的交通障碍，12月16日，六安中心县委派徐育三
率领西镇游击队北进，支援霍山县桃源河农民起义并
取得胜利，从而使独山、西镇2块红色区域连成一片。

12月20日，霍邱县委成立了霍邱一区苏维埃政府，
次年2月，在平岗芮家老楼(今属叶集区)成立了霍邱二
区苏维埃政府。

1930年4月，霍山境内舞旗河、大化坪、东北乡等
10多个地区相继建立区乡苏维埃政府。4月8日英山县
城解放后，县委在英山东北开辟了一块与霍山苏区相
毗连的新区。随后，在霍山县西界岭小街(今属金寨县)
建立了英霍边区苏维埃政府。

4月12日，霍山县城第二次解放后，霍山县苏维埃
政府随即成立，这是当时在皖西地区成立的第1个县级
苏维埃政府，下辖7个区苏维埃政府。至此，霍山县成为

当时安徽红色区域中心。
1930年春，随着六安县老苏区的恢复和新区的开

辟，六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领导三区(独山)、六区(金
家寨)、七区(麻埠)等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至此，
六霍红色区域基本连成一片。

4月下旬，红三十二师和三十三师配合潜山工农革
命军，打回潜山、再克水吼岭，5月3日，在衙前镇成立了
潜山县革命委员会。至此，在六霍革命根据地的东南，
又形成了一块以天堂为中心包括舒城县晓天红三区在
内的根据地。
在六安中心县委的坚强领导和红三十二师的大力

支持下，经过皖西军民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到1930年
4月，在六安、霍山、霍邱、英山、潜山5县相毗连的地区，
初步创建了东起淠河，西接商南，南抵金家铺、水吼岭，
北至白塔畈、丁家集，南北100多公里、东西50多公里，
人口40多万的皖西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内先后建立了
霍山县苏维埃政府、六安县革命委员会、潜山县革命委
员会等县级苏维埃政权，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0年6月，红一军改编完毕后，在皖西地区第三
次攻占了霍山县城、打击了盘踞在英山的国民党军韩
杰旅，霍山县境几乎全部为革命势力所控制，英山县成
立了革命委员会，全县群众运动迅猛发展、农民协会纷
纷建立，整个皖西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向南扩展，拥有2
座县城、4个县级工农政权，同红八军第四、五纵队活动
的蕲(春)黄(梅)广(济)红色区域相呼应。
四、支援主力红军取得了一次又一次战斗胜利。

1930年6月，红一军改编完成后，先后收复了流波 、麻
埠、独山、郝家集、西河口等地，歼敌地方武装1000余
人。此后，潘善斋第五旅2个团反扑霍山，红一军予以迎
头痛击，毙俘副旅长以下官兵700多人。7月13日，红一
军向驻英山金家铺的韩杰旅1个团发起进攻，又歼敌
1000多人、缴枪1000余支。6月到7月，红一军东征皖
西，先后解放了霍山、英山2座县城，歼敌3000多人。
红一军在皖西作战能够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一

方面是红一军抓住了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实施了正
确的战略战术、发扬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另一方面
也是皖西人民大力支持的结果。为支援红一军东征，六
安中心县委号召广大群众踊跃参军参战，支援、慰劳红
军。六安、霍山一些区乡苏维埃政府专门成立了扩大红
军委员会。红军收复流波 、麻埠、独山、西河口等地
后，有300多名青壮年农民参加了红军。各地还捐献了
大批慰劳品，组织了救护队、运输队、侦察队、交通队、
洗衣队、做鞋队，倾力支援红军作战。六安县郝家集的
群众仅用2天时间就为红一军运送大柴2万多斤、粮食
30石(一石约60公斤)，做军鞋150多双。

1930年12月30日，在鄂豫皖根据地第一次反“围
剿”关键之战——— 东西香火岭战斗中，皖西各地游击队
和赤卫队在敌军进犯时，沿途阻击、袭扰和钳制敌人；
在红一军反击时，又主动配合夹击敌人，给主力红军以
有力支援，对战斗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次战斗给
敌第四十六师以毁灭性地打击。
在此期间，红一军在皖西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

配合支持下，共计歼敌4个团又4个营，击溃敌军4个团
又1个营，同时，消灭了不少反动民团和零星小股敌军，
共毙俘敌5000余人，缴枪近3000支，彻底粉碎了国民
党军第一次“围剿”的险恶计划。
五、研究制定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文件、政策。六

安中心县委在领导人民群众创建皖西革命根据地的过
程中，通过深入调研、认真思考，制定出台了《土地政纲
实施细则》《森林办法》及其与之配套的《雇农工资办
法》《手工业工人办法》《债务办法》等一系列具有前瞻
性、指导性、针对性、实用性的文件、政策，极大地调动
了广大农民群众革命与生产的积极性。
六、培育了一大批杰出的领导人才。除文中提到的

舒传贤、周狷之、吴宝才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外，仅从
最初由六安中心县委领导的红三十三师中，就走出了
张贤约、张震东、徐国夫等10多位开国将军和省军级领
导干部。

毛正初(1901-1931)，原名毛本忠，是六安市裕安区徐集镇毛大
庄人，革命烈士。
毛正初出生于大地主家庭，在中学读书期间积极参加反帝反封

建的学生运动，并两次被开除学籍，于是改名字为正初。1926年考入
黄埔军校第六期，并于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夏，毛正初受党
组织派遣回到家乡，以小学校长身份为掩护，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开
展农民运动。1928年秋，根据中共六安县委的决定，毛正初利用社会
关系打入徐集民团，任队长，在团丁中发展党员，建立了秘密党小
组。1929年秋，毛正初领导农民协会进行抗粮、抗债、抗税斗争。

1929年11月8日，独山农民暴动取得胜利，打响了六霍起义的第
一枪，皖西各地纷纷响应。1929年11月25日，毛正初在六安中心县委
常委周狷之联络指导下，领导徐家集民团起义，取得胜利，毛正初任
河西红军游击大队大队长，丁香墀任秘书。1931年2月，红军游击大
队改编为游击师，毛正初任师长。不久又改称为六安赤卫军，毛正初
任总司令部司令。

1931年5月，六安县苏维埃政府及县赤卫军总指挥部由麻埠迁
至独山，毛正初担任赤卫军总指挥兼县独立团团长，统率6个赤卫军
团。同年夏，被任命为皖西北特委军事委员会常委。

1931年秋，为拓展红色区域，毛正初统率5000余兵力，向霍邱
境内推进。但是令人痛心的是，毛正初在张国焘错误肃反路线下，被
从火线召回，以“改组派”的罪名杀害于麻埠文昌宫，年仅30岁。后被
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
毛正初在短暂的革命生涯中，不仅表现出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卓

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为皖西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队伍的建设与发展做
出了杰出贡献，还善于发挥红色对联的文学功能，为宣传革命道理、
传播先进思想、鼓舞群众斗志、悼念牺牲烈士做出了特殊贡献。

1930年3月，毛正初担任河西红军游击大队大队长期间，国民党
反动势力妄图消灭红军游击大队。安徽省伪警二团团长杨松山对游
击大队采取了“招抚”与“清剿”两手政策，先是委任毛正初为伪警二
团团副，妄图达到招抚的目的，但是毛正初大义凛然，不为所动。杨
松山一看阴谋破产，便下令“清剿”。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游击大队遭
遇挫折，游击大队秘书丁香墀等人壮烈牺牲。此时有少数不坚定的
战士在困难面前产生了动摇情绪，游击大队的形势一度十分危险。
为了坚定部队的革命信念，悼念牺牲的革命烈士，毛正初为在此次
反“清剿”斗争中牺牲的丁香墀等烈士举行了追悼会，并题写了两幅
挽联：(一)为革命捐躯，碧血丹心垂青史；守革命节操，誓死如归震乾
坤。(二)富人莫欢喜，历史曲折小甜头，为蒋卖命终掉头；穷人无须
愁，革命潮流不回头，红军打路在前头。

这两幅挽联(第一副挽联中的“守革命节操”后来也有人写成
“守英雄节操”)，既表达了对死难烈士的高度赞扬和深切悼念，也表
达了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既是对游击大队战士的教育，也是对反
对派的严正警告。对联充满革命豪情和乐观主义，感人至深。语言上
有雅有俗，雅俗共赏；对仗工整，用词灵活，表现出很强的对联创作技巧和文学功底。

1931年5月，在独山尚家庙赤卫军总司令部庆祝六安县苏维埃政府成立时，毛正初特
意书写了一副贺联：干干干，扫除黑暗，抱牺牲决心，杀向前去；来来来，扩大赤区，继烈士
遗志，冲破重围。横批是“曙光在前”。这副对联对仗工整，节奏感强，充满革命的热情、昂
扬的斗志和坚定的信心，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其中的“干干干”“来来来”以叠字相对、口
语入联，显得铿锵有力，号召力强，非常独特新颖。这副对联在后来的传承过程中，也出现
了不同的写法，如“继烈士遗志”有的写成“承烈士遗志”，还有的写成“踏先烈血迹”。

无独有偶，在中央苏区也出现了类似的红色对联，如：军阀跑，团防跑，官绅跑，跑跑
跑，国民狗党跑垮台；工人来，农民来，士兵来，来来来，共同建立苏维埃。快快快，快团结
来参加红军；冲冲冲，冲上前去活捉白匪。
对联被人称为“诗中之诗”，擅长对联创作的人，往往也擅长写诗和填词。六安红色对

联的作者大多也有革命诗词传世，毛正初烈士就有一首《打倒豪绅好过年》的诗歌流传至
今，与他撰写的红色对联一起，在皖西苏区的革命斗争中成为别样的斗争武器，发挥了文
学作品特殊的战斗作用。

1928年秋，共产党员毛正初打入徐集民团，积极做兵运工作，准备武装起义。这时，党
领导农民协会进行抗粮、抗债、抗税斗争，毛正初为了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坚持“三抗”
斗争，便以通俗易懂、简洁明快的语言写下《打倒豪绅好过年》一诗：做牛做马我种田，地
主老财少我钱。穷人光蛋跟我走，打倒豪绅好过年。这首诗也有资料记录为：“条牛石种人
种田，地主老财坐收钱。穷人光蛋跟党走，打倒豪绅好过年。”毛正初将这首诗歌油印成传
单，在六安县老淠河西一带广为散发，深受群众喜爱，在群众中产生了热烈的反响，成为
人民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重要精神武器。
毛正初撰写的几副对联是六安红色对联文化的一部分，而六安红色对联文化是革命

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广大人民群众、爱国进步人士共同创造的重要文化遗产，是革命
先行者斗争事迹的见证，也是皖西革命老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和珍贵文化遗产。因此，
我们要加强对六安红色对联文化的搜集、记录、保护、管理、传承和运用，对联的不同写法
要加以考证和订正，在各类资料中要加以正确
记载和阐释，在相关纪念场所和教育基地要加
以镌刻和展示，在各类纸质和电子媒介中要加
以介绍和宣传，在大中小学课程思政活动中要
加以学习和运用，以此不忘革命先烈，发扬革命
传统，推动新时代红色文化建设和红色基因传
承，助力六安革命老区文化振兴和经济发展，凝
聚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的奋进力量。

初夏的皖南山区层林叠
嶂，绿意盎然。在休宁县溪口
镇的苦竹尖山脊上有座村
落，它三面悬空，像一架横放
在天地之间的钢琴，演奏着
大自然最美的天簌之音。它
就是皖南海拔最高的村落，
一个被世人称为云端上的村
落——— 木梨硔村。
车，行走在山间小道。不

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层
次的绿意，山中云雾有着冷
熏的意味，山中的鸟鸣声也
显得那么的清脆悦耳。

进村的路很原始，木制
的梯子嵌入山坡泥土之中，
竹子栅栏立于两旁。沿着蜿
蜒曲折的栈道攀行，转过两
道湾，耳畔响起潺潺流水声。
近而望之，剖开的毛竹，从山
坡上顺势而下，把山泉水引
入缸中。泉水不用阀门控制
任其流淌，傍边的茅屋长廊内有长条竹椅
供过往的行人小憩。眼前的土路、茅庐、泉
水，和路边蓬生的杂木、小草和野花，带有
远古的乡野之趣。
继续沿山路前行便进入村寨。所有的

房屋都依着山顺势而建。弯弯曲曲不规则
的石板路把房屋分割成一座座、一排排。
房屋的布局前低后高，坐北朝南，错落有
致。在这里看不到传统的徽派建筑，或许
这里的山民认为高翘的马头墙过于张扬，
又或许像传说的那样，在万历年间，一樊
姓家族因犯案逃避于此，并改姓为詹或
洪，从此便有了木梨硔村。我认为两种说
法都合乎情理。木梨硔的房屋与传统的皖
南民居并不相同，这些低调的房屋就隐在
大山，藏密于老树青竹间，和周围的环境
很是和谐。
对于一个交通闭塞而又原始的村落

来说，旅游似乎是近几年的事，村民们争
相效仿办民宿，接纳观光的游客。村落虽然
不大，但房屋却最大限度存留了古村原始
味道。有些物件是收集过来的，但看起来不
太刻意的装饰风格带着古旧的味道。在这
里，不论是窗还是门都对着满目青翠，“开
门见山”这一粗线条的成语，到了这里才体
现出字面的意思，竟然如此完美。
我入住“天上人家”客栈，认为这客栈

的名字，既不土，也不洋，倒是有种置身云
雾间的仙境意味。房东是一对年轻的夫
妻，男的姓洪，身体健硕，忙碌的身影中显
露出精明强干。女的姓汪，身材丰润，戴副
眼镜，举止言谈中看得出她是一个受过教
育的人。她告诉我，她曾在某院校读审计
专业。我疑惑不解，现在年轻人都走出大
山，可她为什么不在城市里考公务员或进
审计师事务所工作呢？她说，毕业后与男

友相恋，男友的家乡木梨硔已被
无数个想远离喧嚣的人们所追
捧，为适应家乡旅游的兴起，随
男友回到这里安家生子办民宿。
听后感到一对小夫妻此举很好，
相信同村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在
他们的影响下会陆续返乡开发
旅游资源，使古老的木梨硔焕发
出青春活力。
这里的山民很会利用空间，

房屋多为两层小楼，楼梯很窄很
陡，直上直下没有转角。门前仅
留供人行走不宽的路，路的前方
是用毛竹和木板依山体崖壁搭
起一处处平台。平台不仅可供农
家晾晒山货，还可作为游人的观
景台，这充分体现了农家人聪明
的智慧。
一群游客在景台上取景拍

照，此时的云海很壮观，云雾在
门前的山谷中翻卷起伏，雨就这
样来了。客栈的厨房里满是农家

菜香，小洪的婆婆在灶前传火，一个竹片
发出不太暴烈的火焰，舔舐着灶膛，带着
香味的蒸汽从锅内涌出。此时，身沐雨丝，
心入翠竹，一壶美酒配上两盘山野菜足以
撑满对于木梨硔的期待。雨中的木梨硔有
些模糊，本来就不多的房屋，夜晚的灯火
更为稀疏。
雨下了一夜，木梨硔近处青润，远处

迷离。早饭后，我按照房东小洪指引的路径，
到对面的山崖观景台去看景。脚下的石板
路，近处的花，远些的树都满含水分，这些水
分子会升腾变成云雾，然后再落地成雨，就
这样完成一次次轮回。山谷偶尔会有风，云
随风走，雨会落在别处，或许和曾经淋过的
雨，又一次重逢。山谷中的云雾，浓了又淡，
淡了又浓，这景象有些奇特和曼妙。
走进山谷，醒目的杜鹃开在寂静里，

溪水汨汨有声，胖胖的黄蜂在路边的野花
间忽隐忽现，让人想起鲁迅的百草园或是
辛弃疾的西江月，使人有种在此结庐而居
的欲望。
走过山谷，爬上山坡，在一处观景台，

望着山脊上山寨村落，一座座房屋像极了
苗寨的吊脚楼，聚集在雾气笼罩的山巅，
如梦如幻，如诗如画，让人心醉。

走在下山的路上，山风吹来，耳畔弥
漫着天簌之声，那是山寨的弹唱，那是木
梨硔的乐章。

未来的平岗一定会成为游客们向
往的地方，她地处大别山腑地，隶属六
安市叶集区管辖。在这66平方公里的土
地上，几乎都是绵延起伏的山岗，立体
交错，形状各异，高的如山，低的似丘。
虽然没有崇山峻岭那样高大挺拔，但她
有自己独特的秀丽，最大的好处就是可
望可及，开发可利用。

平岗不同于一马平川的平原，平原
地带没有任何立体感而言，那里的人们

非常羡慕有座小山，即便隆起一
座土丘也是人工打造出来的，无
论怎样也显示不出自然的味道
来。

平岗不仅有得天独厚的自
然风貌，而且交通十分便捷，
G312、G529、沪陕高速、合武高
速、宁西铁路、金叶连接线在这
里交汇，规划建设中的金寨高铁
东站与之比邻，她等距在合肥与
武汉之间，远一点的武汉也只有
两个小时的车程，这个地方是发
展旅游产业的最佳选项，也是外
来投资的一方热土。

平岗发展旅游业未来可期，
人们一定要问，到平岗究竟有什
么好看的，好玩的呢？我来告诉

你，这里是江淮果岭的核心区，是史河
生态农业示范区，游客至此，观花海，赏
果园，吃土菜，住民宿，购特产，看演出。
样样都会让你赏心悦目，事事都会让你
觉的不虚此行。
春天百花齐放，桃花开了，梨花也

开了，漫山遍野，分外妖娆，桃花如梦，
梨花如雪。夏季和秋季，是旅游的采摘
季，山坡上的果树晒出累累果实，棵棵
都能映入你的眼帘，果子熟了，自己来

摘，尤其是秋月梨，口感和品相都是一
等的，摘下一个大黄梨捧在手里，顿感
丰收带来的喜悦。

平岗的美食又是吸引游客的一大
招牌，这里土菜馆较多，在景区，在乡村
道路旁随处可见，每个土菜馆都有自己
的招牌菜，家家厨师每年都要参加当地
政府组织的美食大赛，在那里他们大展
厨艺，争名显技，一决高低。
最俏巴的民宿馆要数“花田岭上”，

这是一个新开发的旅游项目，一期投资
数千万元，融吃、住、游、购为一体，几处
山头上的建筑古朴典雅，别具一格，有
高档民宿馆，有观景台和展示厅，还有
篝火晚会和演出大舞台，它与周边的景
点挨的很紧，完全可以实现资源共享。
二期投入，准备修建循环路，再购置多
辆小火车，全力打造“最美乡村在哪里，
平岗花田岭上行”精品小区。

平岗地理位置优越，自然风貌独
特，人文景观也可圈可点。这里有闻名
世界的淠史杭水利工程——— 平岗切岭，
站在那高高的岭头上，俯瞰清清的河水
穿岭而过，难以想象当年这条靠人工开
挖的天河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再到旁边
的展馆体验一下，定让人肃然起敬，真
正感受到伟大的淠史杭战天斗地精神；

这里有芮家祠堂，它曾经是霍邱苏维埃
政府二区所在地，祠堂青砖灰瓦，走廊
和房梁雕梁画柱，气宇非凡，庄重大方，
属典型古式祠堂之庙宇。
这里有保留完好的红旗大队知青

点，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个个故
事，都能带你穿越时空，浮想联翩。院内
那棵冠径硕大的桂花树，是当年知青们
栽下的，现在仍旧枝繁叶茂，香飘四方。
当年的知青们正像这棵桂花树，回城
后，开枝散叶，儿孙们铭记着他(她)们的
故事。多年来，他们经常鸟归旧巢，相约
而行，有的还带着儿孙们一起回来呢，
给当地旅游业带来了人气，同时也提升
了这里的名气。
这里有五里桥连片的莲藕基地和

待开发的大雁湖、打鼓山等；这里有山
地自行车赛场，举办过全国山地自行车
比赛，骑上山地车，穿越在盘山路上，忽
上忽下，忽左忽右，让你真正感受到“过
山车”的那种刺激。
车子行驶在乡村道路上，一会儿穿

过密林，一会儿越过田野，一会儿翻过山
岗，一会儿到达村庄，放眼望去，满目葱
绿，生机盎然，一处处田园风光如同一幅
幅展轴的画卷，让你无比兴奋和惬意。

目前平岗正全力打造全域性旅游，
融旅游、观光、休闲、养老为一体，昔日
的平岗岭，现今变成了花果山，百座岭
头，千亩莲藕，万亩花海，加上花样多多
的美食，一定会吸引成千上万的旅客到
此一游，也一定会成为闻名遐迩的旅游
圣地。

秋阳千里，我站在荒草深处，无法
用语言来形容那片荒原的辽阔和苍
茫。

年年陌上生秋草。经过一个夏天
风暖日长，植草昼夜疯长。到了秋天，
果实成熟，草木丰腴，老而不燥。我倒
觉得初秋的草木正值盛年，不负韶华。
秋风一遍一遍吹过，蒸干了草木体内
多余的水分，秋草甘甜清芬。
秋天也是最讨牲畜们喜欢的季

节。少年时放牛，多么美好的一段记
忆。乡村傍晚是热闹的，鸡鸭鹅晚归的
闹腾，从河滩上啃饱荒草的老牛背着
夕阳缓缓归栏，生怕我家的牛吃不饱，
于是我一边放牛一边割草，背回来放
进牛栏里。“瘦马恋秋草”，马瘦了，就
要多啃秋草。是的，牛亦是。秋草的肥
实、多汁、香甜，正好可以给牛贴秋膘，
秋草把牛养得肥壮，才能抵得过漫漫
三九寒天，平安过冬，来年春天为农人
耕作。秋阳下，喜欢看牛咀嚼秋草的样
子，咕嚓咕嚓，不急不徐，那是老牛最
悠闲自在的时光。想想，牛的一生劳

苦，低头耕作，但在农闲时，也有这样
的岁月静好。

在那个粮草匮乏的年月，村里家
家户户烧土灶，入秋就开始打秋草，以
度来年春荒。秋天草木肥实，晒干后烧
土灶最旺火。秋来天干物燥，去陌上，
遍地野草乱生，不分名贵，随便折一
株，清香扑鼻。茅草、蒿草、狗尾巴草、
灰灰菜、刺藤等一起割下来，用藤蔓扎
好，背着回家，仿佛背负着一个秋天的
香，这是多么闲适的田园生活啊！
雁南飞，秋草黄。农闲时节，祖父

挑拣来上等的荒草，秋阳下暴晒，打成
草捆，早早预约好村里的茅匠(专业修
房子的人)，等个响晴天，开始修葺房
子。北方用芦苇，南方多用荒草或稻
草，换上新草的房子，可以抵御一年的

风霜雪雨，住进去，满屋子秋草香。深
秋时节，稻粮归仓，农人的日子从此细
水流长。
小时候，我体弱，小病缠绵不断，

母亲常常带我去看村上那个白胡子老
中医。老中医最识秋草，一到陌上秋草
香，他就忙乎起来，背着竹篓，踏遍山
林陌上，造访百草，像宫廷里选美一
样，从蔓草中把一株一株药草选出来，
趁着秋阳晒干碾碎，制成中药。老式中
药房里，几排油漆大木柜子，那些长长
的小抽屉里装满了野花野草制成的中
草药，有泥土香，也有阳光的暖。每个
抽屉方格子外面贴着白纸，上面用毛
笔写上草药名：半夏、白芷、茯苓、苍
耳、甘草、杜仲、紫苏、飞蓬、青黛、当
归……分不清她们谁是大家闺秀，谁

是小家碧玉。这些秋野上的根根草草，
带着仙气，朴素又繁华。母亲把包在桑
皮纸里的草药，倒进陶罐里慢火煎熬，
那带着苦味的草药香，至今让我回味。

一群伙伴淹没在浩荡的秋草中，
像野兔似的在枯草里蹿来蹿去找野
果，找来一串熟透的山里红，染了满身
秋草香，也惹了一身苍耳。上师范时，
老师解读《诗经·周南》：采采卷耳，不
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原来苍
耳写进了一首怀人的诗歌里。那年岁，
嘴馋的我们如苍耳一样调皮，哪知愁
滋味。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任秋风吹，
白了头的芦苇，像山野陌上的守望者，
像谦谦君子摇曳，飘飘若仙，像在翻阅
光阴，温柔淡泊。白马入芦花，有禅意，
喜这芦花深处的绰约尽透，一如喜这
落花遍野，捡拾不尽的朝夕。

秋草黄了，才会生香。每一棵庄
稼，每一株顽强的草，都隐含着大地的
香。秋天，满世界都是香的，满世界都
是成熟的气息。

六安中心县委的六大历史贡献
胡遵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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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上秋草香
喻本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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