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泾县云岭:
记录“皖南事变”悲壮一页

皖南新四军军部旧址位于安徽泾县云岭镇罗里村，旧
址原为两座地主庄园，一叫“种墨园”，一叫“大夫第”，由七
十一间民房、一座楼房和一座小花园组成，叶挺、项英、周子
昆均住此。周恩来来云岭视察时，也下榻“种墨园”。

1938 年 7 月至 1941 年 1 月，新四军军部设在此处。
在这里，新四军部队从两千人发展到九千多人，由八省
红军游击健儿组成的新四军走出深山老林，踏上了北上
抗日征途，成为华中抗日的中流砥柱，为中华民族的解
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作为全国保存最完整的革命旧址群之一，也是中国
近现代八大重要史迹之一，皖南的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
馆现保护的旧址点有：军部司令部、军部大会堂、修械
所、政治部、教导队、战地服务团、中共中央东南局、烈士
墓、叶挺桥等十处。通过复原陈设和辅助陈设等多种方
式，纪念馆以不同的形式再现当年新四军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以及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悲壮
一页。

板子矶岛:
百万雄师渡江第一船登陆点

在繁昌县荻港镇板子矶岛，距离板子矶27公里的夏
湖附近江边公路旁，有一座青石塑就的纪念碑。这座名
为“百万雄师渡江第一船登陆点”的纪念碑，所记载的是
一段振奋人心的历史。1949 年 4 月 20 日，由于南京国
民党政府拒绝签署国内和平协定，激起了中国共产党和
全国人民的愤慨。中共中央军委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
命令》，百万雄师飞渡长江。是日夜，中国人民解放军中
集团提前发起进攻，率先突破国民党的铜(陵)、繁(昌)江
防，所部第27军79师235团一营三连五班所乘之船，顶
着风浪，冒着枪林弹雨奋勇渡江，于21时最先在夏家湖

登陆，在渡江战役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而夏家湖，
作为百万雄师渡江第一船的登陆点，也被载入了史册，
永放光辉。

位于岛上的爱国主义教育展览馆中不仅记载着第一
船上英雄们的事迹，也陈列着解放军当年曾经使用过的
军事望远镜、穿过的军服。透过玻璃陈列柜看向那一份
份鲜艳的军徽，仿佛能透过它们看见那段峥嵘的历史，感
受渡江第一船的精神。

芜湖狮子山:
王稼祥的生平从这里传播

王稼祥纪念园坐落在芜湖市狮子山上，建筑精巧，
馆藏丰富，由生平陈列馆、综合馆、藏馆等组成。王稼祥
生平陈列馆内设有六个展厅，分别介绍了王稼祥同志在
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中的重大贡献和突出成就。

王稼祥纪念园所位于的芜湖市十一中（现安徽师范

大学外国语学校），是王稼祥毕业的芜湖圣雅阁中学旧
址。1924 年至 1925 年在此读书时，王稼祥接受革命思
想并组织领导芜湖青年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从此走上
了革命道路。作为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
概念、阐述“毛泽东思想”基本涵义的第一人，王稼祥为
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濉溪双堆集:
为淮海战役的全胜奠定了基础

淮海战役双堆集烈士陵园位于安徽淮北市濉溪县
双堆集南，面积10.6公顷，匾额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
启功题写。陵园大门朝东，门内两侧各有一个面积为
1250平方米的池塘，园内遍植雪松、龙柏、黄杨等风景树
木，并布置有花圃和果园。

位于陵园南部的尖谷堆为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
也是淮海战役双堆集地区歼灭战期间敌我双方激烈争
夺的制高点。双堆集战役是淮海战役中的一场关键战
斗，这场战役中，我中原野战军在华东野战军密切协同
下，全歼国民党精锐部队十一万四千余人，为淮海战役
的全胜奠定了基础。

双堆集烈士陵园内还设有淮海战役双堆集歼灭战纪
念馆，位于烈士陵园东南部，正面朝北，1988年10月建
成。纪念馆内展厅陈列珍贵历史照片300余张，文物200
余件，作战地图、图表、美术作品 20余幅，并有电动沙盘
模型1台。这些展品历史、形象地反映了淮海战役全貌。
展出内容共分八个部分，以双堆集地区歼灭战为重点。
第一至第七部分为战役部分，共8个展室。第八部分为缅
怀先烈厅，陈列着27位烈士的事迹、遗像和遗物。

探寻安徽红色旅游地

暖阳时节访故人 昔日英雄影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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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将至，三月的天，站在春天的肩上，天空
湛蓝，岁月静好，就连雨，都带着暖意。当如织的
游人欣赏初绽的花朵、漫步在热闹喧嚣的街头
时，那段炮火纷飞的动荡岁月似乎已经离我们很
远，远到让人难以将这宁静的生活与之相联系起
来。但平安喜乐的生活值得安享，曾为这份和平
而奋斗终生的英烈们却不应被忘却。

人们常说，清明是一个适合怀念的节日，趁
春色正好，不妨来一场探访故人的追忆之旅。
为英雄先烈们的墓碑轻拭灰土，在革命烈士纪
念碑前深鞠一躬，拜访那一座座满载英雄往事
的纪念馆，重临那曾经见证了共和国历史的经
典之地。

清明之思，在于追忆，也在于铭记。所忆
的，不仅仅是那一个个平凡而又崇高的名字，所
铭记的，也不仅仅是那一行行简短而又厚重的
事迹，更是革命先烈们舍生忘死的勇气，是他们
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民族精神。

铭记历史，才能让我们前行更远。
▋金雯 张亚琴

板桥雪峰公园

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

桐城大关:
打通皖江抗日根据地
与大别山联系

在桐城市大关镇大关老街，坐落着
一间乍看颇不起眼的老房子。然而在
抗日战争期间，它却曾扮演着极不平凡
的角色，这就是大关革命联络站。联络
站面积约 150 平方米，坐西朝东，一进，
四开间二层，砖木结构。屋内有四柱落
地，今尚存有格子窗，后院有门，通往小
河湾（用于情况紧急时人员转移）。

大关联络站地处桐城、庐江、舒城
三县交界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1941年，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期
间，革命活动转入地下。为沟通鄂皖间
联系，中共利用老同盟会员史大化作掩
护，新四军七师政治部拨款七千余元，
派王宇（时任中共豫东南地委书记）在
此建立联络站，以“复兴商店”的名义开
展工作，表面经营山杂南货，实则负责
传递情报，护送革命同志。自1941年至
1945年的四年间，大关革命联络站曾安
全地掩护了大批新四军干部进入大别
山，打通皖江抗日根据地与大别山地区
的联系，给我党传送文件情报，在中国
革命史上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雪枫公园:
以著名抗日将领命名

雪枫公园位于蒙城县板桥集镇，以
著名抗日将领、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
的名字命名。公园面积60万平方米，园
区内植被丰富，郁郁葱葱。公园内有

“板桥集战斗纪念碑”一座，碑文由腾海
清中将亲笔题写，碑高为11.17米，意在
纪念 1940 年 11 月 17 日于板桥集打响
的战斗。这场战斗由新四军四师师长
彭雪枫、五旅旅长滕海清指挥，持续了
两天一夜，击毙日伪军 400 余人，击毁
敌人坦克、汽车 19 辆，击落日寇飞机一
架。战斗中击落敌机的照片陈设在四
师纪念馆，当年飞机就陈列在板桥雪枫
公园内。

除人文景观之外，雪枫公园的自然
景观也十分吸引游人。公园内有枫园、
竹园、枇杷园、桂花园、樱花园、桃园、柿
园、梨园、枣园、月季园十大园；园区内
造有两湖，有白玉桥隔开两湖，东湖有
岛，岛上有山；西湖有亭，亭壁雕仙；跨
过九曲桥，有石桌、石凳、石棋盘，游客
可在此小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