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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的刘德钦不顾做过心脏支架手术的身体，
在渌口区菜码头冒险救下两名女童（详见本报4月
6日A06版）。因用力过度，导致支架可能移位，在
县级医院住院后疗效受限，转院治疗又苦于高额费
用而陷入困顿（详见本报4月15日A10版）。

2004 年 10 月 23 日，重庆开县一辆载有 19 名乘
客的中巴遇险冲进深达5米的池塘，村民金有树带
病跳进冰冷的水中砸窗救下所有人。自己却因长
时间浸泡病情剧变，举债治疗数月，因后续治疗费
告借无门而病死家中。

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义”是文化得以承
继的一条经久不绝的重要脉络。“解衣以活友”“从
井以救人”“舍生而取义”历来为浩然正气。正是这
种正向价值观的代代相传，古代才有像关云长、文
天祥、谭嗣同等这样义薄云天的英杰，今时才有如
戴碧蓉、金有树、刘德钦这般的好人。

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这样的说辞已有时
日，现实中还是有好人在孤寂和悲怆中艰难地生
活。社会公众在消费有限的物质时往往能引发本
能的危机意识，然而在过度消费无形的精神财富时
似乎没有侵骨的认知。信，是传统核心文化的重要

内容，因无序消费诚信导致缺失给社会带来的乱象
已不堪言表。义，是先进文化不可或缺的因子，如
果德钦们换不来大义的公知，“义”也许会渐行渐
远。

德钦们的行为是见义勇为的壮举，当今社会有
奖掖的一些制度。然而，当他们不了解政策，不懂
得如何申报，抑或他们都甘愿事后“默默离开”“默
默奉献”，独自承受因此带来的生命的磨砺时，社会
该怎样才不缺位？

德钦们拯救的是他人，他们的“义”给被救人以
重生，这种“义”必将惠及需要的人，包括一切公
众。如此，面对德钦们的窘迫，甚至危亡，谁人还能
漠视？

金有树病故前留下一句话“我救了19 人的命，
现在谁来救我的命？！”生的渴望，估计在刘德钦的
内心已经有无数次同样的呐喊。

人心都有一把尺子，于情充满温暖，于理凸现
公平，于法彰显正义。不做看客，勇向大义，用这把
尺子度人的同时不忘度己。苛责自己善以待人，则
义之薪火得以燎原，人间亦将洒满阳光。

因此，救德钦们，就是救大义，也是救自己！

（评论版欢迎投稿，已发稿的作者请联
系本报编辑部领取稿费。）

白洋淀文化资源丰富，作家
孙犁笔下的荷花淀，一望无际的
芦苇荡，无不令人神往。在这里，
有圈头烈士祠、赵北口戏楼等历
史文物古迹，也有安新芦苇画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个新城市要立得住，关键
要传承好自己的文脉。”河北省委
常委、副省长、雄安新区党工委书
记、管委会主任陈刚表示，雄安新
区在大规模规划建设之前，就主
动对历史文物、历史风貌、文化遗
存进行保护，启动了“记得住乡
愁”专项行动计划。

雄安新区活跃着一大批民间
艺术团体和个人，雄县古乐、安新
圈头音乐会、容城沙河营百年剧
团……他们以农民为生力军，世
代相传，为当地民众文化生活、艺
术修养的养成作出了贡献。

新区成立工作专班，深入村
庄一线调查走访，并将非物质类
乡愁遗产的类型分为民间文学、
传统音乐等十几个类别，目的是
引导群众树立文化自信，为新区
规划建设注入文化力量。

（据新华社）

从革命老区到雄安新区
白洋淀迎来新生

四月的白洋淀，春风拂面，新苇吐
绿。

今年68岁的王木头每天一大早就
来到村口的码头，摇着小船走水路到白
洋淀抗战纪念馆上班。作为讲解员的
他，白洋淀畔的红色故事讲了一辈子。

“雁翎队，是神兵，来无影，去无踪。
千顷苇塘摆战场，抬杆专打鬼子兵……”
王木头说，这首记录抗日战争期间雁翎
队神勇表现的民谣，至今仍在白洋淀一
带传唱。

白洋淀是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
泊，143 个淀泊星罗棋布，3700 条沟壕
纵横交错，是天然的游击战场。王木头
说，不甘心做亡国奴的淀区人，拿起猎
枪、渔叉、大抬杆土炮，组成了雁翎队。

打鬼子、端炮楼、除汉奸……从
1939年成立到1945年配合主力部队解
放安新县城，雁翎队由最初的 20 多人
发展到120 多人，与敌军交战70 余次，
击毙俘获日伪军近千人。

雁翎队打鬼子的故事，鼓舞了一代
又一代人。“多年来，听我讲解的游客超
过了200万人次。”王木头说，为了让更
多人了解雁翎队，我会一直讲下去，直
到讲不动为止。

70多年后，“雁翎队”精神，依然闪
闪发光。

雄安新区的设立，让白洋淀旅游热
愈发升温。2018 年，白洋淀景区接待
游客量达到270.9万人次。

让“华北明珠”重绽风采

年初，一个令人喜悦的消息
传来：2018 年白洋淀淀区主要污
染物浓度实现“双下降”，总磷、氨
氮浓度同比分别下降 35.16％、
45.45％。

47岁的安新县赵庄子村村民
赵辉说，白洋淀能变干净，他的渔
网被清除值了。

白洋淀对于维护华北地区生
态环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被
誉为“华北之肾”。但上世纪60年
代起，受气候干旱、上游断流等因
素影响，白洋淀干淀现象频发。
粗放式发展更使白洋淀陷入了污
染的恶性循环。

蓝绿是雄安的底色。根据规
划，雄安未来蓝绿空间占比稳定
在 70％。雄安新区开好局、起好
步，重要基础是保护白洋淀生态
功能和强化环境治理。

新区设立后，在白洋淀环境
综合整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606
个有水纳污坑塘全部完成治理；
强化133家涉水企业监管，严格整
改提高标准，不达标的全部停产
整改。

2018 年，新区清理白洋淀围
堤围埝及沟壕水产养殖741处，养
殖面积9.1万亩；排查、整治河道、
淀区两公里范围内入河入淀排污
（排放）口11395个。

这一年，养了 8 年水产的赵
辉，带头将渔网清理掉。“开始清
除渔网时，心里不好受，毕竟靠着
它养家糊口，多的时候一年能赚
几十万。”

“新区设立后，我们村变美了，
设施改善了，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来
白洋淀游玩。”赵辉说，今年计划开
个淀上荷园度假村，转型搞旅游。

守住文化根脉留住记忆乡愁

谁来救救德钦们？
□ 谭秋茂

网友“辉妹子”：
少儿强则家强！每个人都是从家中

走出去的，家书非常有意义！

网友“寂静闪电”：
从前日子慢，车马邮件是期盼，如今

样样赶，写封家书却觉难！变了时代，还
是变了我们？

网友“澄六六六”：
这个活动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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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何春林）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
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为引导广大市
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民族传统
家庭美德，助力我市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全国文
明城市，近日，我市相关部门决定组织开展“微家

书”系列活动。
记者了解到，此次“微家书”活动，由中共株

洲市委宣传部、株洲市教育局、株洲日报社、株洲
市妇联、株洲市文明办联合主办，千金药业集团
协办，株洲晚报融媒体部执行。

我市启动“微家书”活动
市民可通过株洲晚报微信参与，每月点赞数最高的10封家书有奖励

市教育局学生工作科负责人表示，“微家
书”活动可以发掘、培育和传承株洲家庭的好
家风、好家训、好家规，引导大家传承优良的家
庭美德。

“这个活动很好，可以更全面地培养孩子
的核心素养。”芦淞区体育路中学相关负责人
说，学校崇尚“有为教育”，从技能素养、综合社
会实践、人本个性等全方面入手，培养核心素
养全面的学生。“微家书”活动有利于塑造学生
的思想品德，有利于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
化。

扫一扫，写篇“微家书”

第1步：在微信搜索并关注“株洲晚报”微
信公众号（zzwbzzwb），或扫描以上二维码关
注；

第2步：在“株洲晚报”微信公众号底部菜
单，点击“家书传情”，进入活动专题页面，按提
示操作即可。

为鼓励更多的市民参与活动，主办方设置了
丰富的奖品。每个月点赞数最高的 10 封家书，
均会获得相应奖励，获评月度人气奖的“微家
书”，还将直接进入年度好家书评选库。活动结
束后，主办方还将评选出 10 篇“株洲年度好家
书”，10 个“株洲好家风家庭”，同时评选出优秀

组织奖、优秀指导老师奖等奖项。
与此同时，主办方还将组织优秀家书进社

区、进学校活动，进行线下展览，让更多人分享优
秀家书带来的喜悦和正能量。媒体也将对部分
优秀家书进行刊发和报道。

月月有奖，年度还有大奖

“微家书”的字数限定为30至600字，市民投
稿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无论是代代
相传的“经典”家训、家规，还是代表自己家庭优
良传统的一个词、一句话，或者一段家庭的记忆，
一段父母或儿女想倾诉的话语，都可以作为“微
家书”的内容。

参与者只要在株洲晚报微信公众号（zzw-
bzzwb）首页，点击“家书传情”页面，即可根据提
示上传创作的“微家书”。市民上传的每一封“微
家书”，都将生成自己的专属页面，并可一键分享
到微信朋友圈。

通过株洲晚报微信即可轻松参与

“微家书”的“微”，既是指市民通过手机微
信，就可上传和分享自己创作的家书，也指此次
活动涉及的家书，在内容上可以短小简洁，少则
几十个字，多则三五百字，均可成篇。

主办方介绍，通过这样的设计，活动形式更

新颖，市民参与也更便捷，从而希望在网络时代
成长起来的年轻父母们，也能通过积极参与活
动，对我国的传统家庭美德和新时代家庭文明建
设有更切身的体会。

形式新颖易创作易参与何谓“微家书”？

如何参与？

有何奖励？

声音

白洋淀，曾是英雄雁翎队伏击日寇的主
战场，镌刻着鲜明的红色印记。历史与未来
在这里交汇。如今，这里是雄安新区生态建
设重要战场，书写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新传奇。

红色精神依然闪闪发光

▲游客在雄安新区安新县白洋淀景区乘船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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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株洲市地名区划学会

水口镇，自然淳朴的红色圣地

水口镇位于炎陵县，是株洲最南端的建
制镇。

水口镇是个好地方，拥有非常耀眼的红
色文化，而且青山绿水，风景宜人。毛泽东
曾率领工农革命军（工农红军）七次驻扎或
经过水口。毛泽东说：“支部建在连上和发
展新党员都是到水口的事情。水口是个好
地方，我们在那里发展了秋收起义后的第一
批党员。那时，我住在一个姓江的农民家
里。”（节录于《前奏》一书）。水口现保留有
叶家祠、桥头江家、朱家祠等革命纪念地。

朱家祠

位于炎陵县水口镇水口村，处
于水口中心小学院内。旧址系晚
清江南祠堂式建筑，面积为 1558
平方米，坐北朝南，砖木结构，硬
山顶，封火山墙，由前堂和后堂组
成，前堂有门廊和露天井，后堂两
侧有厢房，天花设有八角藻井。
1927 年 10 月，毛泽东率工农革命
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来到水
口，团部设在朱家祠。系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时期革命遗址。

叶家祠

位于炎陵县水口镇水南村米
行组，旧址系晚清江南民居建筑，
坐南朝北,面积为 1479 平方米，土
木结构，面阔五间，进深两间，硬
山顶的两层楼房。1927 年 10 月，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水
口，在叶家祠阁楼上亲自主持了
连队建党仪式。系井冈山革命根
据地时期革命遗址。

水口得名应在南宋之前

水口得名，与地势河流有关。水口下
游，称河漠水，为洣水一级支流。其上游一
为桃溪，一为浆溪。前者源于炎陵县与江西
省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中，大小溪流13条；后
者源于策源乡梨树洲的深山老林中，大小溪
流8条。两溪合流处，河流稍宽，水势稍缓，
水清如镜，其汇合处谓之水口。1993年《酃
县志·姓氏》记载：南宋绍兴年间(1131～
1162)孟文学从茶陵县迁入水口浆村。由此
观之，水口得名应在南宋之前。

《株洲文物名胜志》记载：酃县(今炎陵
县)水口镇官仓下村，有西汉塘铺遗址，出土
泥质灰胎硬陶残片、小方格硬陶罐。境内水
口村发现东汉松山坝墓群。这表明水口一
带，两汉时有人类居住，有村落。五代后晋
(923～936)间，春官尚书欧阳林启奉旨祭炎
帝，爱其山水，遂携眷于江西庐陵（今吉安
县），迁居斜濑渡(今三河乡潘家)，后裔于宋
代迁居水口。南宋后水口一带，己聚落为大
村。元至治元年(1321)，顺天通判霍卷嵩，奉
旨祭炎帝，后携家迁居今县内霍家圩，明初
其后裔迁居水口一带，成为当地旺族。

水口镇历为水陆要津，物产富饶。早在
明清时代，为县内出入桂东、资兴的孔道，是
县内稻谷、木材、茶油、蚕茧、茶叶等作物的
主要产地。清乾隆三十年(1756)，县内有农
村圩场17处，水口圩名列其中。清初分上、
下圩。清末，形成“回”字形街道，长500米、
宽约 4 米，卵石街面，多门面民房。清光绪

《湖南通志》有记载，称水口圩。

叶家祠：“连队建党”纪念地

境内水南村有毛泽东1927年主持第一次连队建党纪
念地叶家祠，以及桥头江家等革命纪念地。1984年列为株
洲市文物保护单位。

1927年10月14日，毛泽东来到水口，住桥头江家。在
这里，他一面对部队进行政治与军事训练，一面进行调查
研究。当得知南昌起义失败的消息后，果断决定进行战略
分兵。毛泽东亲率部队主力于22日从水口出发，经炎陵县
下村、遂川县黄坳、荆竹山，27日到达茨坪。为建立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实现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工作重点转移，走由农
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秋收起义部队在向湘赣边界进军途中，接连受挫，士
气不高，战斗力不强。毛泽东深感加强连队党的建设和党
的领导至关重要。在紧张的行军途中，毛泽东找战士谈
心，做思想工作，挑选优秀士兵，发展为共产党员。1927年
10月14日，在水口叶家祠的小阁楼上，毛泽东亲自主持了
赖毅、鄢辉等6名士兵的入党宣誓仪式，随即在连队建立
党的支部，为实现“党指挥枪”，建立一支党领导下的新型
军队进行了重要实践。

朱家祠：红一团团部旧址

1927 年 10 月中旬，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
一师第一团到达水口，团部设朱家祠。毛泽东在这里接见
了马日事变后酃县（今炎陵县）刚成立不久的中共第一个
党支部──良桥支部的书记周里，听取他汇报党支部的工
作情况和党组织、农民协会在大革命失败后遭受破坏的情
况，详细了解酃县驻军、挨户团等敌情。

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进驻朱家祠后，还派人到宁冈
与袁文才、王佐取得联系，为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打
下基础，因此该祠堂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如今，朱家祠成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团团
部旧址。游客走进去就给人一种光明感，祠堂内挂满了各
种照片，还陈列着革命战争时期起义部队所穿的军装，汉
阳造的步枪刺刀等。

民谣《水口是个好地方》
脍炙人口

水口流传一个群众自编自唱的民谣
《水口是个好地方》，歌词淳朴自然，感情
真挚热烈。它用最朴素的语言表达出那
个时代在这片热土上最珍贵的事物和情
景。歌词如下：

弯弯的小河静静流淌，红红的火烧
云烧上院墙，八岁的放牛娃四处张望，朴
实的大爷热心善良。

一盏灯光彻夜不眠，一碗红薯深夜
飘香，军民一心寻光明，情谊更比流水
长，情谊更比流水长。

弯弯的小河静静流淌，红红的火烧
云烧上院墙，当年的放牛娃子花花，四处
再也找不见大爷大娘。

一生思念亲人红军，一块大洋至今
珍藏，风雨远去江山美，水口是个好地
方，水口是个好地方。

▲朱家祠 记者 谢慧 摄

▲航拍水口镇 记者 谢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