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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2月5日

周恩来邀请文化界人士座谈
通报政协会议成果

1946年2月5日 周恩来在曾家岩
50 号邀请 100 余位文化界进步人士座
谈，通报政协会议成果，以及中共对国际
国内形势发展趋势的判断等。周恩来希

望文化界要关注发展形势，把文化普及
于人民，提高他们的科学知识；要提倡文
学自由，推动全国的民主运动，
并争作为人民服务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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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栗园园

2017年8月，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隘口镇
给出的电商发展优惠政策，让小镇青年何江华毅
然返回家乡，一头扎进了农村电商这片“蓝海”。

经过一个月的免费培训，何江华的电商创
业梦从一家电商小店正式起步。那时的他没有
想到，自己的小店能不断“长大”。

2月1日，重庆日报记者在隘口镇采访了解
到，何江华和两名合伙人在镇政府扶持下打造
的电商扶贫平台——“山水隘口”，如今已成为
隘口镇最大的电商平台，去年共售出当地农产
品2000多万元。

据隘口镇党委书记刘红明介绍，近年来，当
地把电商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培养出像
何江华这样的电商创业者17人。在电商带动
下，全镇的核桃、金银花、黄精等产品纷纷搭乘
电商快车“飞”向全国市场，去年电商销售额达
到3300万元。

在这条电商产业链上，一端搭建了干事创
业的平台，吸引着青年人回归，推动人才振兴；
另一端则打开了广阔的销售市场，加速农产品
出山，推动了产业振兴。在这种良性循环激发
的“乘数效应”下，隘口镇721户3236人如今顺
利脱贫，集体经济“空壳村”全面消除。

农产品“触网”“卖难”成历史

2月1日上午，隘口镇新院村白沙组，闲来
无事的杨忠华老人又提着10余斤蜂蜜来到了
镇上的乡村扶贫产业园。

这时从县里来的物流车已到达园区，工作
人员正忙着将火锅底料、辣椒酱等产品打包装
车，现场一片忙碌。

将蜂蜜交给工作人员，一番登记结算后，老
人接过一叠钞票仔细数了数，笑着揣进兜里高
高兴兴地准备离开。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物流车每天上午10点
左右抵达隘口，下午2点返回县物流园区，在这
之前如果刚好有人下了蜂蜜的订单，老人的蜂
蜜当天就能离开秀山发出去。

“这电商肯定安逸噻，蜂蜜更好卖了，每斤
还能多赚10多块钱。”回到家中，老人坐在自家
的院坝上讲起了他的养蜂史。

十几年前，杨忠华向他人学习了养蜂技术
开始养蜂，常年养殖量在100桶至150桶之间，
算得上是周边的养蜂大户，蜂蜜也成了一家人
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那时候不愁养蜂，只是愁销路。”说起这个
“甜蜜”事业，老人忍不住开始倒苦水，首当其冲
的问题就是交通。

多年前，要卖蜂蜜就得趁赶场日，为了多卖
一点，杨忠华不仅要在本地赶场，隔壁清溪镇赶
场他也不放过。当时的机耕道坑洼难行，他每
次挑着20多斤蜂蜜走到隘口的赶场点需要1
个多小时，而到清溪则需2个多小时。“遇到下
雨天还恼火些！”老人边说边摇头。

然而这样的辛苦，并不总能换来满意的结
果。毕竟两个场镇的市场有限，加上自家养殖
规模大产量高，很多时候杨忠华不得不将蜂蜜
便宜卖掉，不然等第二年的蜂蜜开产，就更卖不
动了。

如今，杨忠华终于尝到了这个事业的“甜
蜜”。镇上的乡村扶贫产业园就位于新院村，水
泥路也修得平整巴适，对他来说正可谓是“近水
楼台先得月”。他若愿意，可自行将产品带去园
区，也可让收货员上门取货。通过电商平台，他
的蜂蜜销往全国各地，价格也卖得更高了。

在杨忠华家门前的墙上，记者看到一块“电
商订单农业中心户”的牌子。杨忠华说，在镇政
府带动下，如今自己还承担起了周边农产品信
息收集的任务，并定期反馈给各电商平台，帮助
乡亲们更快更好地卖出自家的农产品。

青年人返乡 电商发展添活力

杨忠华联系对接最多的平台就是何江华的
“山水隘口”。

作为隘口镇第一批电商培训学员，这些年，

何江华不仅是隘口电商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
同样也是受益者。

初中毕业后，何江华孤身前往广州打工，做
的是手机屏等数码产品配件生产。2017年8
月，得知家乡开始发展电商，并提供免费培训、
免费吃住、免费办公场地和设备等一系列优惠
政策，看到了电商未来发展趋势以及家乡的发
展空间，何江华决定抢占先机回乡创业。

那时，隘口的电商产业刚起步，镇政府特意
在政府大楼里辟出几间办公室打造成“电商产
业园”，包括3个实训室、1个客服中心和1个特
色农产品展示厅。何江华记得，在其中一间办
公室的墙上写着“原来没有翅膀也能飞翔！”让
他心中对未来充满无限憧憬。

一个月的培训期间，隘口镇请秀山县电商
协会相关企业负责人前来授课，何江华拼命“吸
收”相关知识，逐渐掌握了电商运营、市场分析
等技巧，并成功开设了自己的网店，开始销售来
自秀山县的红薯、百香果、脐橙等农特产品。开
店第一年，他成功实现月收入上万。

一段时间后，何江华意识到自己一个人的
力量十分有限，若想把平台做大做强必须抱团
发展。得知跟他同期培训的孙永盛、肖国福抱
有同样的想法后，3人整合资源于2018年7月
注册了山水隘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并在镇政
府扶持下打造了电商扶贫平台——“山水隘
口”，主要销售隘口当地农产品。公司成立以
来，累计销售额达到3000多万元，每年还拿出
利润的20%用于村民分红。

近两年，根据镇上的发展思路，何江华等人
开始利用“山水隘口”的大数据信息做市场预
测，发展订单中心户。“我们会分析数据、判断市
场前景，梳理出卖价更好的农产品，通过订单中
心户引导村民种植或养殖。”何江华告诉记者，
如今该平台已发展起了订单中心户72户，去年
签订订单养殖8000只（头），种植面积1.2万
亩。今年，他预测辣椒、吊瓜、土鸡蛋等产品势
头较好，目前已有不少村民有意向参与发展。

不仅如此，作为隘口电商的先行者，何江华
等人的成功吸引了更多隘口青年的注意，近年
来他们纷纷返回家乡投入到电商产业发展之
中。截至目前，隘口镇共培养电商创业人才
269人次，建成网店85家。

如今隘口镇电商产业发展风生水起，在乡
村扶贫产业园里，平均每天送走货物1000余
单。尤其是近期春节将至，每天走单量超过

2000单，县城来的两辆物流车有时都不够用。

电商做后盾 食品加工业渐兴

电商解决了销售难题，村民们发展产业也
大胆起来。

近年来，按照短期能增收、中期不“断档”、
长期能致富的发展思路，隘口镇盘活闲置土地
2.4万余亩，发展特色种植业近4万亩，全面实
现了“一村一品”产业布局。

在乡村扶贫产业园里的特色农产品展示厅
内，记者看到几个货架上摆满了黄花菜、茶叶、
核桃等当地特色农产品，还有速食酸辣粉、自热
小火锅等副食。

“这个自热小火锅里面的土豆、藕片等食材
都取自于我们当地。”刘红明介绍，去年，食品加
工成了隘口镇的新兴产业，如今全镇已有食品
加工企业4家，生产火锅底料、蔬菜包、自热火
锅、辣椒酱等产品。

其中，重庆天椒农业科技公司就是2020年
8月在隘口镇成立的。公司负责人杨力告诉记
者，自己选择入驻隘口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当
地良好的电商基础，二是有现成的加工场地。

“虽然初次涉足辣椒加工行业，但我有餐饮
从业经验，加上隘口电商的发展，让我有充足的
底气。”杨力说，公司成立后主打酸辣椒、剁椒、
烧椒酱3款产品，借助乡村扶贫产业园的物流
基础，物流运费大大降低。前段时间，公司每天
销售辣椒酱3吨以上。

在享受到隘口镇电商红利的同时，杨力也
不忘反馈当地的村民。去年，他在隘口本地收
购辣椒100多万斤，每斤收购价在1.8元—2.4
元之间，高出其他经销商5角钱以上。

“今年我已经与几个合作社签了2000亩的
订单，保底收购价为每斤1.5元，最大程度保证
村民的收益。”杨力说。

2020年底，合信农业科技公司也在隘口乡
村扶贫产业园建成了黄精深加工厂，如今研发
出黄精茶、黄精酒、黄精果脯等产品7个。“加工
厂成立后，不光能解决老百姓的销售问题，还可
以让黄精升值，变成真正的‘黄金’。”企业负责人
介绍，待产品正式投产，一年产值可达2000万元。

刘红明告诉记者，不久后，隘口镇又将新增
一家方便粉丝加工企业，相关工作正在推进之
中。“农产品要成为‘金疙瘩’，光种下去还不行，
还必须延长产业链，发展深加工，增加产业附加
值。”刘红明说。

引回人才 卖出山货
——看秀山县隘口镇电商扶贫的“乘数效应”

□新华社记者 刘伟 向志强
何伟 雷嘉兴

立春，桂北，山间水旁，红
军墓分外肃穆。

有的高大庄严，有的三两
合葬；有的葬有骨骸，有的只藏
衣冠；有的墓冢上刻着数千个
名字，也有无字之碑……

行走在广西桂林市灌阳、
兴安、全州湘江战役旧址，先烈
的事迹和名字被人们用各种形
式追寻、铭记。

湘江战役——中央红军长
征以来极其壮烈的一仗，也是
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
仗。

1934年11月下旬至12月
上旬，为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
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粉碎敌人
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数万红军将士浴血奋战，谱写
了一曲壮丽的革命史诗。

追忆，崇敬

走进广西全州的红军长
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巨幅浮雕
迎面矗立：背着大刀、握着枪
支、牵着马匹的红军将士奋勇
向前，脚下是用船只搭成的浮
桥，江水之中炮弹炸出阵阵水
柱。

“红军转移时携带着大量
辎重，武器配备也简陋落后，面
对的则是数倍于他们的装备精
良的敌人。”讲解员胡雅馨说。

红军从湖南道县出发，强
渡湘江时，30多万敌军已形成
一个“口袋”，试图将红军消灭
在湘江以东。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
政治部联合发出“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
的电文，红军将士与优势巨大的敌人展开激
烈战斗。

新圩阻击战是湘江战役三大阻击战首
战。在与国民党桂军的交战中，红三军团第
五师参谋长、红十四团团长以及副团长、参
谋长、政治处主任都英勇牺牲，红军部队伤
亡2000多人，坚持到中央军委两个纵队全
部过江。

在光华铺阻击战中，为守住渡口生命
线，红三军团第四师红十团团长沈述清率部
与敌反复冲杀，不幸被流弹击中牺牲。同一
天，师参谋长杜中美奉命兼任团长，指挥部
队拼死阻击，打退敌军多次疯狂冲锋，最后
与数百将士战死阵地。

渡江关键时刻，朱德给担任后卫任务的
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发出多封“万万火急”
的电报。这支被称为“绝命后卫师”的部队，
在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后被敌人截
断，几乎全部牺牲。

师长陈树湘因腹部中弹不幸被捕，宁死
不屈的他从伤口处掏出自己的肠子，用力绞
断后壮烈牺牲，年仅29岁，兑现了“为苏维
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脚山铺阻击战，红军将士奋力阻扼国民
党湘军进攻。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政委易荡
平在作战中腿部负伤。在敌人逼近时，易荡
平要求警卫员对他开枪。警卫员不忍心，他
夺过枪，将子弹射向自己，宁死不当俘虏。
他牺牲时，年仅26岁。

兴安县党史专家罗基富曾听80多岁老
人讲述小时候去战场捡子弹壳时看到的惊
人一幕：一个牺牲的红军小战士双手端枪蹲
在坑里，至死都保持着射击的姿势……

“红军烈士都很年轻，他们为了信仰，为
了理想，不惜流血牺牲，让我想到了4个字
——向死而生！”灌阳县党史专家文东柏说，
他们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革命
精神将永垂史册。

寻找，缅怀

马玉哩子、赖老石头、王小曾女、黄水金
生、赖满妹老……新圩阻击战酒海井红军纪
念园，墓碑上这些“不同寻常”的名字引人注
目。

“当年参加红军的多是穷苦百姓，他们
的父辈大都没什么文化，给孩子起的名字比
较朴素。”灌阳县党史研究室主任史秋莹说，
有的按辈分排行所取，有的根据父母之姓所
取，有的则根据个人特征等因素所取。

血战湘江之后，散落各地、难以确认的
无名烈士数不胜数，但党和人民寻找他们的
步伐从未停止。

在中央红军主力突破湘
江封锁线的兴安县，各乡镇村
屯树立的大大小小红军墓有数
十座之多。

罗基富介绍，从 20世纪
60年代开始，当地就陆续发掘
出许多烈士遗骸，“发现一处就
建一个墓，并多次修缮”。

红军三过灌阳，数千红军
将士长眠于此。灌阳县起初只
掌握1800多名烈士名单。经
当地党史、民政等部门工作人
员前往福建、江西等地多方确
认，烈士名单增至2831人。

2018 年底以来，共有 82
具相对完整的遗骸、7465块零
散骸骨从桂北地区的岩洞、暗
河、山林里被发掘出来。新建
或修缮纪念场所、举办隆重迁
葬仪式集中安放……党和人民
用各种方式告慰英灵。

“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
石一丰碑”。在脚山铺阻击战
旧址上新建的红军长征湘江战
役纪念园内，一大片缓坡散布
着形状各异的巨石。

“每块刻有编号的石头下
面都安葬着烈士遗骸，烈士英
魂伴随着苍松翠柏融入桂北大
地，万古长青。”全州县党史专
家周雄动情地说。

一个个名字背后，是一双
双盼归的眼睛。

红军烈士牙美新的后人牙
韩高在酒海井红军纪念园的英
名墙上找到了亲人的名字，当
场泪流满面。他特意捧了一把
湘江土带回东兰老家。

福建省长汀县的林廷金、
林李妹子、林天巴三兄弟在湘江战役中全部
壮烈牺牲。2019年6月底，通过湘江战役
闽西烈士后代寻亲活动，林氏三兄弟的孙子
终于在湘江边找到了先辈的名字。他们带
来米酒、河田鸡、红糖和家乡水，以隆重的客
家风俗在兴安县英名墙前祭拜。

无数的英魂有了归宿，更多的无名烈士
还在核对寻找中。

“你们的姓名无人知晓，你们的功勋永
世长存。”灌阳县革命烈士陵园内的无名烈
士纪念碑基座上刻着这样一句话。

“寻找每一个红军英烈的名字，是对红
军英烈的父老乡亲最庄重的交代。”文东柏
说，“我们将继续寻找下去！”

传承，发展

先烈热血浸染的桂北山区，如今已摆脱
贫困，迎来别样的新风景。

沿着昔日红军进入灌阳、全州两县的线
路，重合度80%以上的灌凤高速于2015年
开通，给老区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在新圩阻击战所在地灌阳县新圩镇和
睦村，灌凤高速公路带来了更多游客，带动
当地黑李、西瓜等水果热销。村党支部书记
蒋军发带领村民开起餐馆民宿，发展红色旅
游。

“正是过去红军将士翻山越岭长征的艰
辛，才为我们铺就今天越来越宽阔的发展
路。”蒋军发说。

光华铺阻击战发生地兴安县“换了天
地”。华江瑶族乡境内的老山界，是红军长
征以来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走进华江乡高寨村梁家寨，竹林摇曳、
溪水透亮，一栋栋具有瑶族特色的民居错落
有致，红色文化广场、农耕展示区等别有味
道。

脱贫户杨盛友正忙着建设农家乐，计划
今年“五一”假期开业迎客。此前罹患脑动
脉瘤的他，在当地党委、政府帮扶下，身体和
生活逐步好转。看到寨子改造后游客络绎
不绝，他也积极加入其中。

如今，华江乡依托红色文化、民族文
化、生态环境等优势积极转型，启动“华江
九寨”等旅游项目建设，大力发展康养旅游
产业。

系统开发红色文化资源、建设红色旅游
项目、保护生态践行“两山”理论……如今

“红色基因”已经融入当地干部群众血液中，
湘江两岸一派生机勃勃新气象。

“对红军英烈最好的纪念是传承红色基
因，牢记初心使命，在谋求人民幸福和民族
复兴中贡献忠诚担当，继续走好新时代新长
征。”灌阳县委书记周春涌说。

（新华社南宁2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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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山隘口镇蔬
菜大棚基地（2 月 1 日
摄）。

◀2 月 1 日，秀山
隘口镇乡村扶贫产业
园，工作人员正在打包
金丝皇菊，准备发货。

本栏图片均由记
者齐岚森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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