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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山县以创建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为契机，大力实施“生态立县、旅游兴县”
战略，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截至 2018 年，平山县创建 5A 级景区 1 家，4A
级10家。2018年全年接待游客1710万人次，同比
增长30％；旅游收入达129亿元，同比增长35％。

“天蓝蓝的，云白白的，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多
好啊。”“环保先锋”封彦彦对绿色发展有着深刻体
会。

过去，封彦彦开厂子生产耐高温砖。“平均每天
要烧掉几吨煤，搞得浓烟滚滚。虽然挣钱，但成天
被告状投诉。”随着国家对环保越来越重视，封彦彦
觉得再这样干不行。

于是，从自行研发适用于自己企业高温窑炉
的环保设备起步，到依靠摸索出来的技术申请国
家发明专利成立环保公司，再到砖厂关门、环保公
司进入发展快车道，封彦彦在倒逼转型中打开了
事业发展新局面。“过去生产耐火砖，每年产值以
千万元计，现在做环保，每年产值以亿元计，没法
比。”

转型，带来新生机。
2015年9月，位于平山县的河北敬业集团成立

敬业增材制造科技有限公司，发展 3D 打印等项
目。这家大型民营钢铁企业迈出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关键一步。

他们与机械科学研究总院的科研团队合作，
研发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微细金属粉末成套制备
技术，率先在国内建立起微细金属粉末生产线。

“两公斤金属粉末就能卖出一吨钢的价钱。
通过 3D 打印技术把金属粉末构造成各种精细零
件、定制化产品，极大降低了对能源和原材料的损
耗。”敬业集团副总经理张觉灵介绍。

新的起点，新的目标，新的挑战。摘掉“贫困
帽”的平山县，有了更加宏大的愿景——打造市域
次中心，建设生态富裕文明和谐中等城市。

“要围绕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做到脱贫成
效、环境质量、民生保障水平三个提升。”李旭阳概
括平山的“答题思路”。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
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
1949 年新年之际，毛泽东同志为新华社撰写题为

《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向世界庄严宣告。
“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坚如磐石的信

心、只争朝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一步一个
脚印把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习近平总
书记发表的2019年新年贺词，激励、鼓舞着亿万人
民。

站在西柏坡，置身新中国出发的地方，感受历
史与现实的回响，心潮澎湃，豪情满怀。

（据新华社）

，书写发展新篇奋斗

一份喜报，令人欢欣：2018年9月，西柏坡所
在的平山县脱贫出列，摘掉32年的“贫困帽”。

70年前，中共中央进城前夕，在西柏坡召开
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两
个务必”的号召，警示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

“巩固脱贫成果、加快转型升级、治理生态
污染等，都是摆在我们面前严峻的考题。我们
要加快步伐，努力走在前面。”平山县委书记李
旭阳说。

李旭阳清晰记得，2013 年 7 月 11 日，习近
平总书记来到西柏坡，同干部和群众座谈时的
场景——

“总书记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平山
党员干部，带头坚持‘两个务必’，把谦虚谨慎、
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的要求落实到
履行职责的各个环节，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

在这片红色土地上，从“两个务必”的见证
者到践行者，老区的党员干部用扎扎实实的行
动，为伟大精神写下生动鲜活的注脚。

今年51岁的陈国平，曾长期担任西柏坡镇
梁家沟村党支部书记。

1996 年上任伊始，面对特大洪灾，陈国平
带着班子成员和壮劳力组成“工程队”，苦干
100多天，修复了道路，新造耕地100亩。

2009年，梁家沟村启动新民居建设，陈国平
主动选了最差的一块宅基地。建设旅游路、打
造红色旅游小镇，需要拆迁，陈国平和3位村干
部率先拆了自家房子。

有着51年党龄的西柏坡村老支书闫文进，
对记者清晰流利地背诵出“两个务必”。“共产
党员就是干事创业的，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要
牢记‘两个务必’，把自己的考卷答好，西柏坡
人更要如此。”

时代，日新月异。奋斗，永不停歇。
西柏坡镇人均耕地少，又处在水源保护地

范围内，生态保护的压力和责任重大，能有今
天的发展，靠的就是党员干部带头。

去年村“两委”换届，西柏坡镇16个村有11
个换了党支部书记，干部队伍更加年轻化。

“村党支部书记从过去平均年龄 60 岁以
上，下降到现在的平均年龄48岁左右，最年轻
的村党支部书记是1987 年生人。”西柏坡镇党
委书记陈东亮说，我们要以敢于考出好成绩的
精神状态，战胜前进路上的一个个困难。

，不负使命荣光奋斗

这是平山县下槐镇南文都村：平整
的道路、漂亮的文化广场、成方连片的
鱼塘……几年前，这里还是垃圾围村、
污水横流，就连村委会大门也被猪圈、
厕所“堵”了起来。

改变，始自扶贫工作组的到来。
驻村第一书记张端树调研后发现，

南文都村距离西柏坡景区不到4公里，
依山傍水，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大有
潜力可挖。

整治村貌，治理河道，修建荷花池
塘，栽植葡萄、樱桃，打造农业生态观光
园……扶贫工作组和村民一起，扮靓着
山村。

土地流转、园区打工、办“农家
乐”……村民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驻村期满，张端树被村民留了下
来。张端树说，永远忘不了村里最后一
位脱贫户说的那一句“共产党好”。

西柏坡纪念馆里，几张黑白图片记
录着历史。

70多年前，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
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通过了

《中国土地法大纲》。“耕者有其田”，点
燃了中国人民“翻身立家”的热望。

上世纪 50 年代，由于岗南水库的
修建，西柏坡人从稻麦两熟的“米粮川”
搬迁到贫瘠的高岗旱岭上，人均耕地锐
减，生活一度变得艰难……

74岁的老党员闫青海的身上，浓缩
了西柏坡人的奋斗创业史：年轻时开运
输船，进城打工，开办西柏坡第一家“农
家乐”、成为村里首个“万元户”……闫
青海一直相信，好日子是奋斗出来的。

“过去，党带领老区人民翻了身，如
今又带着老区人民脱了贫。艰苦奋斗
的精神啥时候都不能丢。”闫青海说。

看准了西柏坡村的旅游业前景，
“80 后”大学生闫二鹏 2005 年回到家
乡，接过了家里的旅馆生意。在经营旅
馆同时，他还开设旅游网站，开发导游
讲解等业务，每年利润达四五十万元。

作为新一代西柏坡人，闫二鹏希望
通过自己的努力，把红色文化更好地宣
介出去。“到西柏坡参观旅游的人越来
越多，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能让参
观者更好地领悟西柏坡的历史和精
神。”

，为了美好生活奋斗

——来自西柏坡的蹲点报告
的足迹

暖风轻抚西柏坡，又是一个春天。
70年前的3月，党中央从这个背靠太行山

的小村落动身前往北平。毛泽东同志意味深
长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都希
望考个好成绩”。

7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从未停下“赶考”脚
步。神州大地上，一幅幅壮丽的发展画卷在描
绘，一部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在书写。

70年前，中国共产党从西柏坡迈开“进
京赶考”的步伐。一个崭新的中国向着世
界昂首走来！

70 年砥砺奋进，神州大地发生天翻地
覆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人的答卷，在960万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恢弘铺展。

同庆祖国华诞，不忘奋斗初心。即日
起，新华社开设“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栏
目，集中推出系列报道，深刻反映70年来社
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和宝贵经验，揭示
中国人民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讲述普通
人与新中国同成长、共命运的动人故事，激
发干部群众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挚情
感，凝聚新时代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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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地名区划学会

去年，株洲县撤县设区为渌口区。
街区在湘江与渌水间的三角地带，距株
洲市中心约15公里，境域北接芦淞区，
东毗醴陵，南临渌水，西畔湘江。渌口
古镇一直是繁华之地，为湘东重镇。

渌口得名源于渌水

渌口得名，源于渌水。渌水，古称
漉水。

东汉建武元年(25)，析临湘县(长沙
县)东南境(含醴陵乡)，置醴陵县，县以
乡名，属长沙郡。今渌口境域其时称漉
浦，属醴陵县。东汉末三国初，属东吴
建宁县地。

隋开皇九年(589)，建宁县并入湘潭
县，渌口，随之划属。隋大业三年(607)，
改临湘县为长沙县，醴陵划属。唐武德
四年(621)，境域随区划频调而归属。唐
天宝八年(749)，复置湘潭县，渌口划属
醴陵县，属潭州。

南梁承圣元年(552)前，《梁书》已将
漉浦改称渌口。南梁中大同元年(596)，
荆州、郢州、湘州（今湖南部分）的官方
地图册上，已标注渌口。

《渌口地名源流考释》认为：北魏
时，渌口仍称漉浦。湘江为湖南四水
(湘、资、沅、澧)之首，渌水为湘江一级支
流，不能称之为“小水”，故将渌水汇入
湘江出口处，称为“渌口”。这表明渌口
得名，当在南梁之前。具体何年，难以
稽考。

渌口一直是繁华之地

《新唐书·地理志》：潭州（今长沙）
有渌口戍。唐大历四年(769)二月，诗人
杜甫从槠洲（今株洲）凿石浦出发，船过
渌口，写有《过津口》诗。诗云：南岳自
兹近，湘流东逝深。和风引桂楫，春日
涨云岑。回首过津口，而多枫树林……
圣贤两寂寞，眇眇独开襟。

据《杜甫过〈津口〉地名传千古》考
证：津口即渌口。说明其时有较繁荣的
人货码头。

《明史·地理志》：醴陵县有渌口巡
检司。明崇祯《长沙府志》称渌口市，置
巡检司，谓“居民颇多”。清代为醴陵县
农村最大集市、集镇，商业繁兴。老街
临渌水岸边，多谷米码头，船上满载谷
米、瓷器、茶叶、生猪、鞭炮、夏布、煤炭、
茶油。每天麻石老街上，呼喊声、嬉笑
声、细语声、呼犬声、哭叫声……声声入
耳，仿如闹市。

《醴陵市志》记载：1951 年 7 月，为
醴陵县渌口镇。1959年元月，划归株洲
市郊区管辖。1965年4月，以原株洲市
郊区东部所辖27个公社、4个镇、3个农
林茶场为县境，置株洲县。

《株洲县志》《湖南古今地名辞典》：
“1965年4月，析株洲市置株洲县，县从
市名。”县治驻渌口镇。2018年，撤株洲
县置株洲市渌口区，区治原址。

渌口古时多繁华，你绝对想不到

渌水又称渌江，为湘江的
一级支流 ，源头有北 、南两
源。北源又称南川河，发源于
江西万载金钟湖，至改江入浏
阳境，经槐花塅、清江口至沙
溪，又经牧马塅、山枣潭、太平
桥至澄潭江，又经大车湾、吴
田市、花江、谢家洲至金刚头，
又经练江潭、浒潭至江口，又
西南入醴陵。

南川河在浏阳境内长61.4
公里，流域面积661平方公里，
流经 10 个乡镇。南川河入醴
陵境后，从北至南流经南桥、
富里、白兔潭、浦口、王坊、王
仙等镇，在渌石与渌水汇合。
南源又称萍水，发源于江西萍
乡杨岐山千拉岭南麓，从大坪
山入醴陵境，亦在渌石与渌水
汇合。渌水从东至西横贯整个
醴陵境，从漂沙井入株洲境，经
渌口入湘江。全长 168 公里，
流域面积5713平方公里。

境内古迹有伏波岭、伏波
庙。东汉建武年间，伏波将军
马援南征交趾时，曾屯兵于此，
后人遂以伏波名山。

伏波庙位于渌口镇南端伏
波岭上，濒渌水北岸。昔谓伏
波岭为渌口最高处。有石崖壁
立江岸，锁钥水中，名小石沩，
下有潭，深绿如墨。《伏波古庙
记》：自唐代邑人即在此伏波岭
上修庙，供奉马援，后屡有兴
废 。 宋 重 建 ，清 咸 丰 八 年

(1861)重修。1927 年 2 月 3 日，
毛泽东莅此考察农民运动。民
国三十三年(1944)9月，庙被入
侵日军焚毁，仅存石碑一块。

1968 年按原貌在原地重
建，庙宇占地约400平方米，坐
北朝南，砖木结构。中轴线上
依次为前厅、后厅，前殿面阔3
间，中有八角覆盆藻，东侧为厢
房。庙宇红墙青瓦，画阁雕栏，
至今游者四时不绝。

历史上有没有“渌国”？

南宋《路史》称渌水流域上
古有“渌国”。今考无据。

一是先秦两汉古籍无记
载。唐以后至民国前的湖南地
方志，甚至醴陵地方文献，均无
考载。地下出土文物，至今未
发现渌水流域所谓的“渌国”古
迹遗址。二是民国《醴陵县志》
为湖南地方志名志之一，该志

《大事记》开篇就认为：“罗泌
《路史》称高阳时有渌国，其地
为长沙渌水……盖皆出于臆
说，不足以入事记。”三是《路

史》不为史家所重。清代《四库
全书总目提要》说：“皇古之
事，本为茫昧。泌（罗泌）多采
纬书，已不足据。”原因是书中

“纪三皇至夏桀之事，依据纬书
及道书，多不经之谈，喜出新
意，好用僻辞古语。”记载多失
史实，早成定论。

现在湖南一些地方志、学
术网刊、学人、文人中多依《路
史》之载：言必称醴陵上古有

“渌国”，是不严谨的无据之
说。

伏波岭的名字因何而来？

▲伏波岭，毛泽东曾在此考察农民运动 东吴 摄

▲渌口区淦田渡口 文吉 摄

▲渌江吊脚楼（资料图）

渌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