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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生态文明，共享绿色未来”，即将到
来的2011年世界环境日的中国区主题再一次
宣告：改善地球生态环境到了集结全球力量的
时候了！——一场百年生态盛会正在向全世
界展开一幅有关生态未来的瑰丽画卷：2011
年世界园艺博览会上，来自全球的园艺设计大
师共同展开对未来生态绿世界的想象，而世园
会全球合作伙伴蒙牛则另辟蹊径，从另一个角

度为人们揭示了对生态未来的理解。

百年生态盛会 彰显生态标准
正如世界园艺生产者协会主席杜克•法

博所言，“2011世园会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
被誉为“百年生态盛会”的世园会汇聚了近三
十年来，全世界在应对生态危机的考验时积
累的经验与智慧。它如同一枚绿色引擎，即
将引领生态文明时代，人、城市、园林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未来发展模式。

世园会的场馆建筑本身就是绿色生态环
保样本。例如世园会四大标建之一的长安

塔，全塔采用先进的内钢框架支撑结构，具有
自重轻、强度高、抗震性能好、便于工业化生
产等优势，而且钢材为可循环材料，节能环
保，建造和拆除时对环境污染较少，被誉为21
世纪的“绿色建筑”。

蒙牛未来乳世界生态馆内，采用回收的
利乐包装制作而成的彩乐板墙面

无处不生态的理念也体现在世园会的各

个角落。例如园区布设的“雾博士”，它采用
纯物理方式，以水为原料提供低碳环保降温
雾效，在降温时不产生二次污染。而在蒙牛
绿色生态园中，路灯和草坪景观灯都为太阳
能环保照明，馆内则采用环保节能的 LED
灯，休息区的木制结构座椅部分采用了利乐
包回收再利用的彩乐板进行制作……无论是

世园会生态建筑群所集中展示的国际高新技
术，还是散布在园区中的种种原生态景观，它
们都将成为通往人类绿色未来的一阶之石。

国际乳业巨头 开启未来乳世界

在总面积 418公顷的生态盛会中，占据
一方的蒙牛绿色生态园，以其“建设生态产业
链，开启未来乳世界”的主题吸引着人们的目
光。作为中国乳业率先、系统的实践生态理
念的大型乳企，蒙牛将与世界共享其生态成
绩与绿色规划。

在蒙牛绿色生态园，其名为“蒙牛未来乳
世界”的主馆为人们打开想象的闸门，普普通

通的牛奶在科技的推动下，展现出生态化、智
能化、人性化的美好未来：每一头奶牛的健康
指数和营养状态都被实时检测，从而优选出符
合健康标准的好奶牛；在产奶中心，智能奶牛
管家全方位照顾奶牛；工厂全部实现生物质能
或太阳能发电，实现生产过程的二氧化碳零排
放；而智能产品中心则依据消费者每一天的身

体健康信息，提供相关产品；消费者通过产品
还可以了解目标奶牛的健康信息，实现与牧场
的零距离接触；小小的包装能够轻松实现资源
转换，变身我们日常生活所需的能源……而蒙

牛对于未来乳世界的畅想，并非“纸上谈
兵”——主体奶源均来自其生态牧场、奶牛配
有“电子身份证”、建成全球最大畜禽类沼气发

电厂——在蒙牛已建设完成及正在筹建的多
处现代化大型牧场，它们已经成为现实。

蒙牛绿色生态园敞开通向未来乳世界的
大门，与中外游客共享绿色生态实践成就

无论身居何处，人们对天地人和的探索
和实践从未辍步；将各自文明成果和实现理
想的起始点聚焦于世园会，人类的绿色未来
将从世园会上投射下新的坐标。 陈娟

世界环境日：共建生态标准 共享绿色未来

雍家镇属于巢湖市和县，位于芜湖市对江口岸裕溪

口西南6公里处，是日伪军的一个重要据点。

1945年 8月 16日，新四军第7师兼皖江军区和含支

队配合第19旅第55团、第56团，攻打安徽省和县雍家镇

(今雍镇)。

8月22日，第7师代师长谭希林在雍家镇大王村召开

各部队指挥员会议，研究部署作战方案。9月23日，我主

攻部队56团从正面发起进攻，敌军火力密集，并多次发起

反击，双方形成对峙局面。

当援敌进入55团伏击圈时，55团在56团一营与和含

独立团一部的助战下战士们冲入敌营，展开肉搏战，将援

敌全部歼灭。入夜，我军两个团的炮兵火力猛击敌军防

御工事，参战部队从西、南、北三面强攻，有意将东面的攻

势减弱。不出所料，守敌于当晚20时左右倾巢出动，向东

突围。这时，新四军55团迎面阻击，56团也随后包抄过

来，很快结束战斗。据统计，此战役共歼敌1200余人。

“雍家镇战斗是新四军在皖江对日最后一战。”6月6

日，记者在和县雍家镇采访时，当地政府一位老同志手指

一块残缺的碉堡告诉记者，“那碉堡上面的枪眼就是当年

激战的见证。”

红色旋律激荡江淮大地
我省新闻单位浓墨重彩报道纪念建党90周年

星报讯（记者 宁大龙） 安徽是一片红色的土地，留

下了无数的红色印记。为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

年，我省新闻单位纷纷开展了一系列大型活动及策划，以

浓墨重彩的报道纪念建党90周年。

为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从5月份开始，

近一个月以来，《市场星报》7名记者分赴全省各地。陈独

秀故居、皖南事变发生地、安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金寨将

军县……这些地方都留下了本报记者采访、追寻的足迹。

6月2日起，《市场星报》相继推出了大型系列专题报道《红

色·安徽记忆》。追溯发生在安徽的重大历史事件或重大

历史节点，再现中国共产党人在安徽的奋斗历程，展示90

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英勇奋斗、波澜壮阔的光辉历

程。

《安徽日报》和其他省直媒体同样以不同的形式，不

同的视角，集中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建立90年来，在江淮

大地上留下的点滴故事。各市党报的宣传报道也有声

有色。

据了解，近期，安徽电视台影视频道及各市、县广播

电视台有关频道同时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优秀国产影片展播”活动，每天播出一部红色经典影片或

电视电影。由我省主创，纪念建党90周年的《永远的忠

诚》、《开天辟地》等优秀国产电视剧将陆续播放。同时，安

徽广播电视台还推出“红色赞礼”系列报道，报道各岗位上

的优秀党员事迹。

挖掘英雄人物的故事，追寻革命者的足迹。红色的

旋律在江淮大地上激荡。

记者 张发平 陶理清 文/图

蒋家河战役打响新四军东进抗日第一枪，雍家镇战斗是新四军皖江对日最后一战……走进巢湖这片红色的热土，你能

感觉到脚下每一寸土地都有一段风起云涌的故事，眼前的一枝一叶都能激起你悲壮的情怀。6月4日，在巢湖市宣传部门和

党史办的帮助下，记者探访了新四军在皖江东进抗日过程中首战和最后一战两处革命遗址，揭开一段难忘的记忆……

打响东进第一枪漂亮完成最后一战
探访新四军在皖江东进抗日中首战和最后一战革命遗址

蒋家河发源于巢湖银屏山北麓，是裕溪河一条支流。

6月4日，记者在巢湖市居巢区银屏镇政府汪国飞的

陪同下，来到位于该镇境内的蒋家河战斗遗址。河口处矗

立着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叶飞将军亲笔题写的“蒋家河

口战斗遗址”8个大字。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后，皖中的和县、含山、巢

县、合肥及淮南铁路沿线均被日军侵占。日军所到之处，

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为了抗击倭寇，集结在皖西的新四

军四支队毅然挥师东进，于1938年四、五月间迅速抵达庐

江、无为、巢县，与日军展开敌后游击战。四支队九团最先

进入盛家桥和槐林嘴一线，该团虽然人数不多，装备不良，

但作战经验丰富，以敢打硬仗和善打恶仗著称。经过周密

侦察，四支队决定设伏蒋家河河口歼敌，由侦察队和二营

四连、六连执行作战任务。

1938年5月 12日拂晓，新四军部队按照预定计划，埋

伏于河边树丛和芦苇丛中。8时左右，日军乘坐两艘汽艇，

向蒋家河这边压来。等船靠岸，20多名日军正欲上岸，郭

参谋眼疾手快，一声枪响，一名“鬼子”落水。随即，战士

们纷纷朝日军汽艇扔出手榴弹。仅20分钟时间，就全歼

日军20多人，我军无一伤亡。

巢湖市党史办负责同志告诉记者，蒋家河口伏击战是

新四军东进敌后对日作战的第一仗，此战揭开了新四军东

进抗日的序幕。

蒋家河战斗：
新四军打响东进抗日第一枪

雍家镇战斗：新四军皖江对日最后一战
蒋家河口战斗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