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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瓦白墙里的抗战中枢

踏入云岭镇罗里村，新四军军部司令部旧址“种

墨园”的船型建筑群便映入眼帘。这座建于清末的宅

院，由三进四十七间房和一座花园组成，1938 年新四

军进驻云岭后，成为叶挺军长、周子昆副参谋长等领导

人的办公居住地。穿过天井，叶挺办公室里一桌一椅的

简朴陈设依旧保持着当年的原貌—— 就在这间十几平

方米的陋室中，军长运筹帷幄，指挥新四军在大江南北

粉碎日寇扫荡，将“铁军”威名传遍华中敌后。墙上悬

挂着“江南作战地图”与“皖南作战地图”。

与种墨园一墙之隔的“大夫第”，是副军长项英、

参谋长张云逸的办公居住地。这座占地 2000 多平方

米的宅院，曾是参谋处、秘书处的办公场所，如今堂屋

正中悬挂的“矢志革命 风范永存 —— 项英同志生平

展”，用五个单元再现了这位工人运动领袖从早期革

命到领导新四军的人生轨迹。在大夫第右侧厢房，张

云逸住室的展柜里陈列着他使用过的马鞍与望远镜，

这位后来被授予大将军衔的开国元勋，曾在此策划指

挥第三支队在皖南的游击作战；而罗炳辉住室的油灯

与军用地图，则无声诉说着那位“从奴隶到将军”的

传奇将领，如何在云岭制定江北指挥部的作战方略。

云岭村中心的陈氏宗祠，是新四军军部大会堂旧

址。这座建于清康熙七年的徽派建筑，现存面积约

3000 平方米，三进院落的格局中，前进的木质舞台尤为

引人注目。1939 年春，周恩来同志在此登上舞台，发表

《新阶段的新关键》即兴演说。如今，舞台两侧的回廊仍

保留着当年展出繁昌保卫战战利品的展架，祠堂后厅

的“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云岭烽火，战士丹

心”八个大字在灯光下熠熠生辉，与展柜中锈迹斑斑的

刺刀、布满弹孔的军衣共同诉说着战火纷飞的岁月。

将帅英烈的精神图谱

在军部旧址纪念馆的展陈体系中，“红心向党 信

念如磐 —— 叶挺同志生平展”与“矢志革命 风范永

存 —— 项英同志生平展”构成了精神叙事的双主

线。叶挺展以五部分还原了这位北伐名将从农家少

年到人民军队缔造者的人生历程：从保定军校求学时

致信《新青年》阐述报国志向，到叶挺独立团在汀泗

桥、贺胜桥战役中为第四军赢得“铁军”称号；从南昌

起义、广州起义中高举革命义旗，到皖南事变中被扣

后以《囚歌》明志“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

洞敞开着”。在叶挺住室，一张他与妻子李秀文、次子

叶正明的合影格外珍贵，照片中将军眼神坚毅，谁能

想到这竟是他牺牲前为数不多的家庭影像 。

项英展则聚焦这位工人运动领袖的革命实践：从

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领导汉冶萍工人大罢工，到中

央苏区时期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野营已自无篷帐，大树遮身待

晓明”的艰苦卓绝，到组建新四军后领导部队在华中敌

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在大夫第项英办公室的展柜里，保

存着他使用过的砚台与毛笔，而墙上悬挂的皖南事变路

线图，标注着1941年1月他率部突围的轨迹——这位43

岁的新四军副军长，最终在茂林赤坑山蜜蜂洞被叛徒杀

害，牺牲时仍紧握着随身携带的党的文件。

纪念馆中，还有许多不应被遗忘的英烈身影：经济

学家钱俊瑞在种墨园的住室里，陈列着他编写的抗日

宣传材料；“民族的号手”任光的住室中，《渔光曲》《打

回老家去》的乐谱手稿静静躺在玻璃柜中，这位曾为

《风云儿女》作曲的音乐家，1941 年在皖南事变中牺牲

时年仅41岁。这些不同身份、不同国籍的革命者，在

云岭共同构筑起民族解放的精神高地。

烽火记忆永传承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全国红色

旅游经典景区 ”，纪念馆每年接待超 50 万参观者，其

中青少年群体占比达 40%。

如今的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已从单纯的文物

保护单位，发展为集“教育、研究、展示、服务”于一体

的红色文化综合体。11 处旧址中，叶挺桥、修械所、战

地服务团等场景复原，让参观者能直观感受新四军的

战斗生活；而“国家安全教育基地”的设立，则将历史

记忆与当代国家安全观教育有机结合 —— 序厅 LED

屏构成的“国家安全之门”，用汉字“安”的演变揭示

“国安方能民安”的深刻哲理；“全域守卫 大国长安”

展区通过多屏触控技术，将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的

国家安全案例与新四军历史相呼应，展现从抗战时期

情报保卫工作到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传承脉络。

当参观者的指尖轻轻拂过种墨园的木质窗棂，触摸

的不仅是 1938 年的历史温度，更是一个民族在血与火

中淬炼出的精神力量。当夕阳为纪念馆的马头墙镀上金

边，叶挺桥畔的潺潺流水仿佛仍在诉说当年的战歌，而

那些青瓦下的红色记忆，终将化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精神动力，在新时代的征程中永续传承、生生不息。

星 报 讯

（记者 马冰璐

通讯员 陈思

李雪 梁立科）

进入暑期，儿

童就医需求增

加，为切实解

决 患 儿 家 庭

“就医路远、转

乘不便”的难

题，方便患儿及家庭出行，6月30日，在合肥市肥西县交

通运输局、县卫健委等部门的支持下，安徽省儿童医院

（安徽省妇幼保健院 复旦儿科安徽医院）正式开通公交

“健康专线”，这也是我省首条专门服务儿童就医的公交

线路，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家级优质医疗服务。

该“健康专线”实现点对点直达，往返于“安医一附院

南区”与“省儿童医院总院”之间。线路全程覆盖13个站

点，服务沿线近20个居民社区，具体途经翡翠路、瑜城路、

派河路、站下路、人民路、青龙潭路、创新大道、司空山路。

运营方面，专线投入4台新能源公交车，班次间隔约

20~30分钟一班。服务时间为：安医一附院南区发车：上

午7:00~12:00，下午13:00~17:00；省儿童医院总院发车：上

午7:45~12:05，下午12:45~17:45。

作为“长三角”地区重要的儿童医疗高地，安徽省儿

童医院始终以患者需求为导向。该专线旨在打通患儿就

医“最后一公里”。高频次、准点的公交服务，将有效减少

患儿家庭转乘奔波，实现“从家门口到诊室”的无缝衔

接。既是医院改善患者就医体验的重要举措，也是国家

儿童区域医疗中心服务能级提升的具体体现。未来，医

院将继续优化各项便民服务，让更多家庭享受到“家门口

的国家级儿科医疗服务”。

新四军作为抗战的中流砥柱，在宣城市泾县云岭留下了永不磨

灭的红色印记。如今，坐落于云岭镇的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以

11处保存完好的明清徽派建筑为载体，用实物、史料与场景复原，讲

述着1938年至1941年间，这支人民军队在皖南大地浴血奋战的壮

阔历史。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之际，让我们走进这座“没有围墙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在青瓦白墙

间触摸民族精神的根脉，于烽火记忆中汲取奋进新时代的力量。

记者 张亚琴

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

云岭烽火照山河铁血红心铸丰碑

安徽首条儿童医院“健康专线”开通

为高标准完成2025年下半年征兵工作，近日，怀

宁县凉亭乡紧扣新时代征兵工作要求，立足基层实

际，创新宣传形式，以“线上+线下”“传统+创新”相结

合的模式，全面吹响征兵“集结号”，点燃适龄青年参

军报国热情。

由该乡武装部牵头，联合宣传办、退役军人服务站

等成立征兵宣传专班，组建“党员先锋队+退役军人志愿

者”宣传小队，深入农户家中开展“一对一”精准宣传。

通过在主要路口、广场悬挂横幅标语10余条，让

征兵信息覆盖全乡。为提升宣传吸引力，该乡创新宣

传载体，利用乡村“大喇叭”每日早中晚循环播放征兵

动员口号，让政策“声”入民心。

“在部队的两年，我收获了成长与荣誉，这段经历

是我一生的财富……”在征兵宣讲会上，今年刚退役

的大学生士兵严某龙结合自身经历，讲述自己在部队

的训练、学习和成长故事，生动展现了军营的魅力与军

人的担当，并分享了自己顺利报考地方文职并成功录取

的成功经验。许多青年表示：“听了这些实实在在的分

享，更加坚定了我参军入伍、保家卫国的决心。”

该乡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做好征兵服务保障

工作，严格落实各项政策，严把兵员质量关，确保为部

队输送政治合格、素质过硬的优质兵员，为国防事业

贡献基层力量。

何子麒

怀宁县凉亭乡：征兵宣传“声”入民心

旌德白地镇：
青春助农 赋能乡村振兴

“网络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安庆师

范大学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小分队，欢迎你们来到我

们的直播间！”从6月底开始，为期4天，每天19点30分，

旌德县白地镇“青春助农 团聚白地”抖音直播间都会如

约开播，由5名参加社会实践的大学生小分队将准时为

白地镇特色农产品“代言”。

小主播们围绕白地镇的优质农产品，如香甜可口的

应季水果、纯手工制作的特色笋产品等，详细介绍产品的

种植、生产过程、营养价值和独特口感。为了让观众更直

观地感受产品魅力，团队还采用“现场试吃”“直播连线”

等形式，带领网友“云领略”种植基地和加工车间，展现绿

色、健康、原生态的农产品生产全流程。

为激活农特产品销售新动能，助力农民增收致富，白

地镇党委、政府大力支持“青春助农 团聚白地”抖音直播

间的开播，并深度挖掘在校大学生群体创新活力与数字

传播优势，联合本地企业打造特色农产品直播矩阵。通

过“一部手机+简易支架”的轻量化直播设备，大学生们化

身乡村好物推荐官，在方寸屏幕间架起产销桥梁。这种

模式不仅打破地域限制，让白地镇的特色农产品走出大

山、走向全国，更以高性价比产品满足了广大消费者需

求。直播间里跳动的点赞与订单，既成为镇域经济增长

的新引擎，也为青年群体提供了实践舞台，实现了农民增

收、企业增效、学生成长的多方共赢局面，绘就乡村振兴

与青春建功的生动图景。

据了解，本次直播助农活动，其初衷主要是希望大学

生们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白地的特色农产品推广和

宣传贡献一份他们的力量，让更多人了解和品尝到白地

的优质农产品。开播当日引流量达2000人次，推介单品

10余件，增大企业订单量3件。 梅妍 曹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