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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火初燃 彭南游击队的雷霆一击

1938年，徐州、萧县相继沦陷。孙象涵（宿州桃山人）

与顾寒星、薛玉标、亢为德等热血青年，以家乡“节约会”

“三戒会”等组织为基础，毅然组建桃山游击队。武器匮乏

之际，孙象涵仅凭三支从旧铁路警察处获得的枪，开启了

武装抗日的征程。

首战锋芒直指汉奸赵宗禧。1938年6月9日，孙象涵、

黄凤殿等在高庄截获赵宗禧、高四、王玉龙等人。行至倒

流河西，孙象涵佯装攀谈，乘其不备，孙突然掏枪将高四击

毙。赵还没反应过来，孙一个反手又将其击毙，黄凤殿同

时击毙王玉龙。此役为民除害，青年踊跃参军，“桃山抗日

游击队”由此壮大为“彭南游击队”。

力量壮大后，彭南游击队展现出惊人战斗力。1938年

7月，他们发动500余群众破坏三堡至曹村六孔桥的津浦

铁路近两华里，致使日军火车停开七日。同年8月，队伍

整编为“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第十八大队”，与十

七大队在萧城南的梅村会合。梅村会合不到十天，十八大

队十名勇士便在官桥集上演“官桥试武”传奇。薛玉标、亢

为德率队员化装成农民，以雷霆之势歼灭赶集的四名日

军，缴获三八式步枪等武器。这些发生在萧徐沦陷不足百日

的早期战斗，有力地消除了一些人的“恐日病”，创造了“以少

胜多，以劣质武器胜优势装备”的典型战例。

砥柱中流 萧铜根据地的浴火重生

皖南事变后，豫皖苏边区形势急转直下。1941年4月，

萧县党政机关奉命东撤。在此危急关头，县政府行政科长

许西连、秘书冯蕴言以非凡胆识主动请缨留守萧东。县长

纵翰民权衡利弊，勇于担当，决然同意。这一关键决策，为

日后恢复豫皖苏边区根据地保留了至关重要的“跳板”。

萧东地区（萧东与宿、铜等县相接的边境地区）横跨津

浦铁路，敌伪据点密布，斗争环境极其险恶。许西连等人

成立“萧东办事处”，以原抗日民主政府名义坚持斗争。面

对国民党县长朱大同部四五百人的进犯，新生的萧东武装

在汪庄一战挫败顽军，稳定了局面，此役被誉为“开辟萧铜

游击根据地的奠基战”。

1941年冬起，淮北区党委和新四军四师全力支援萧

铜。师首长彭雪枫、邓子恢亲自指示顾寒星赴萧东接掌

“亢营”（亢为德被捕后），告知“要团结好许西连、冯蕴言等

同志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向东发展”。1942年3月3日，整

编后的萧铜独立营奉命配合九旅进攻灵璧张小圩子，全歼

赵觉民、许志远部，生俘灵璧县顽县长赵觉民、顽十七纵队

司令许志远，并乘胜拔除赵庄伪据点，向扩大根据地建设

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1942年9月，淮北区党委派寿松涛等大批干部加强

领导，组建萧宿铜灵县委、县政府及总队。萧铜总队下

辖三营，兵力达 1500 余人，成为坚强的地区主力。1943

年，九旅调离后，面对日伪顽反扑，萧铜总队在三军分区

（邳睢铜）支持下，于奎河岸新庄桥、皇藏峪胖妈顶连挫

顽军进攻。同年7月、10月，总队更主动出击，夜袭永堌、

梧桐村等地土顽，两战皆捷，战斗力显著提升，被军分区上

升为独立团。

丰碑永铸 从战地硝烟到精神家园

军事胜利为政权建设奠定基石。1944年4月15日，萧

宿铜灵抗日民主政府在奎西区郑楼村正式成立，许西连当

选县长。至此，萧铜已成为横跨津浦铁路，辖9个区、50多

个乡，方圆百余里的巩固的游击根据地。

当年勇士们血染的山河，如今已是安徽省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纪念园内镌刻的烈士英名与战斗史诗昭示后人，

在民族危亡的至暗时刻，正是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

导、革命者的无畏担当、人民群众的舍命支持，才在日伪顽

的夹缝中点燃了不灭的烽火，用热血在江淮大地铸就了不

朽的精神丰碑。

近日，安徽省首张自留山“三权分置”经营权发证及金融授信签约仪式

在旌德县兴隆镇举行。该经营权证的发放不仅让农户自留山创收能力得到

提升，也给经营者融资担保提供了合法保障，更提高了自留山使用效率，为

兴隆林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创造条件。

近年来，旌德县稳步推进自留山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

兴隆镇林业站通过三峰村试点，进一步明确了自留山林地、林木“三权”关系，

让生态资源得到更加科学高效地利用。镇林业站深入各村，通过入户宣讲等

方式，向群众解读自留山“三权分置”改革政策。同时，利用村广播、微信群等

渠道，推送政策解读文章和视频，扩大政策宣传面。通过宣传，让群众充分了

解政策红利，激发农户参与林改的积极性，为改革顺利推进奠定基础。

在兴隆镇大礼村，林业站协助村民将650亩闲置自留山整合，成立合作

社，发展香榧特色产业。规模经营提高了林业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降低

了生产成本，增加了林农的整体收益，促进了林业产业规模化发展。在“三

权分置”改革中，该站帮助林农将经营权作为抵押物申请贷款，三峰村林农

凭借19亩自留山经营权获得5万元金融授信，用于扩大林业生产。金融服

务的引入，解决了林农发展林业产业资金短缺问题，激活了林业发展动力。

深化集体林改，林业站重任在肩。未来，兴隆镇林业站将继续以群众需

求为导向，创新服务方式，强化政策落实，在林改工作中厚植为民情怀，破解

发展难题，让山林资源释放更大效益，让绿色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奋力

书写集体林改服务民生的精彩答卷。 夏乾峰 曹开发

星报讯（记者 徐越蔷） 6月25日是第十

三个“全国低碳日”，今年低碳日主题为“碳路

先锋、绿动未来”。6月24日，“全国低碳日”

安徽省主场活动在滁州市举行，活动聚焦“气

候投融资‘碳’索新时代”，旨在推动绿色低碳

发展，探索转型新路径。

近年来，全省加快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工

作，《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十四五”

应对气候变化规划》《安徽省适应气候变化行

动方案》等一批重要文件陆续出台，连续三个

年度圆满完成全国碳市场履约周期的配额分

配和清缴履约任务。合肥碳普惠试点，上线

“碳惠庐州”小程序，覆盖922万市民，累计减

排约5.77万吨。滁州气候投融资试点，出台

了长三角首套气候投融资标准政策体系，搭

建了银企线上气候投融资支持平台，实施了

一批减缓型、适应型绿色低碳项目，累计入库

气候投融资重点项目545个，总投资超万亿

元，创新气候金融信贷服务，累计上架14款

创新气候信贷产品，办理放款84亿元。

金融是经济的血脉，更是推动绿色转型

的关键力量。2025年一季度末，全省绿色贷

款余额1.5万亿元，增速35%，有力支持了全

省绿色低碳发展。

作为全国首批、全省唯一气候投融资试点

城市，滁州在光伏和新能源产业发展、气候投

融资试点建设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活动期

间，滁州市发布了气候投融资试点政策标准体

系并上线升级版支持平台2.0。同时，2025年

气候投融资银企对接活动也正式启动，将通过

线上线下精准撮合、全链条服务及联动机制创

新，深化银企合作，精准赋能绿色项目。

星报讯（记者 王玮伟） 近日，安徽、上

海、江苏、浙江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启动2025

年长三角区域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

证后监管交叉互查。此次互查自6月起，持

续到 10 月底结束，旨在通过跨区域监管协

同，排查获证企业问题短板，规范获证企业生

产行为，进一步推进长三角区域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一体化建设。

此次互查重点检查获证企业的生产许可

规定条件保持情况，包括企业生产资质、基本

生产条件、许可证标识标注、获证产品抽检、

原辅材料进货验收、出厂检验、产品包装、产

品质量主体责任落实等内容。互查采取“两

省（市）结对互查”机制，由三省一市确定的市

级市场监管部门选派行政人员、技术专家组

成检查组，对结对地区的获证企业实施现场

检查。互查依据统一的工作规则开展，互查

结果纳入企业质量档案，作为各地后续监管

的重要依据。三省一市市场监管部门还将围

绕生产许可证管理的重点产品，同步制定《长

三角区域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证后监督检查

作业指导书》，细化现场检查要点与操作流

程，为基层监管人员开展获证企业现场监督

检查提供指南，提升区域产品质量监管效能。

据悉，本次长三角区域证后监管交叉互查

是三省一市连续第四年开展。前三年，三省一

市累计对148家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

开展了证后监管交叉互查，通过异地互查有效

破解了日常监管“宽松软”、基层检查“查不准”

等问题，形成了可复制的区域质量共治经验。

萧宿铜灵革命烈士纪念园见证抗战壮歌

在苍松掩映的皇藏峪国家森林公园西侧山坡

上，萧宿铜灵革命烈士纪念园庄严矗立。曾经在萧

宿铜灵边区战斗过的新四军老战士孙象涵、顾寒星、

朱德群、杨明卿等，出于对光荣牺牲的老战友的怀念

和敬佩，于1988 年 11 月发起筹建“萧宿铜灵边区

革命烈士陵园”的倡议，1994年11月陵园落成，收

录两千余位烈士名录。让我们走进陵园，循着先辈

的足迹，重温江淮大地上的烽火壮歌。

记者 徐越蔷 通讯员 董晴

深耕绿色沃土 赋能林改新篇 2025年“全国低碳日”安徽主场活动举行

连续第四年！
长三角三省一市启动获证企业监管交叉互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