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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老 |区 |新 |貌 |

江苏省盐城市建军东路坐落着新四
军纪念馆。1941年，新四军军部在盐城
重建。纪念馆广场的纪念碑正上方镶嵌
着蓝色“N4A”，背后镌刻着“盐城会师
记”，它们和纪念馆中的老照片、望远镜、
粗布鞋袜一起，见证着那段过往。

有128个以烈士名字命名的村镇和
248处红色遗址遗存的盐城大地，而今红
绿在此交相辉映，革命老区向海而生，迸
发绿色希望。

每年4月，盐城迎来“添丁进口”的时
节。4月22日13时45分，盐城迎来2022
年的第一只丹顶鹤宝宝。第二天，“二
宝”出生。“5月和6月，还将陆续迎来新生
小鹤。”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鸟类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卫华说。

而就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地盗捕
鸟类尤其是丹顶鹤的行为还较为猖獗。
这引发地方政府关注，下决心设立保护
区。当地人起初不理解，一些人认为保
护区面积太大，影响发展。面对质疑，盐
城坚持将沿海湿地“留白”，进行保护。

盐城拥有太平洋西岸和亚洲大陆边
缘面积最大的海岸型湿地，是东亚—澳
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关键区域，
大量鸟类依赖于此，它们在这里换羽、越
冬、觅食、繁衍……

2019年，在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为
我国第54处世界遗产，填补了我国滨海
湿地类型遗产空白。盐城将如何兑现在
世界遗产大会上的承诺？

盐城市响水县陈家港镇，海堤外侧
是一望无际的滩涂。海潮上涨时，这里
是茫茫的海面，海潮退下时，“留下”贝类
等在海滩上。各种鸟儿在上空盘旋，时
而俯冲下来觅食。响水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有关负责人说，由于食物丰富，且没
有人为干扰，当地青脚鹬种群数量明显
增加。

2021年，盐城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
案”写入该市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要

“实施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切实强化山
水林田湖草协同治理”。位于盐城市东
台市条子泥湿地的720亩高潮位候鸟栖
息地，是盐城落实这一理念、开展生态修
复的代表。

为在涨潮时给水鸟提供栖息觅食的
场所，东台沿海经济区向江苏省沿海开
发集团租下720亩鱼塘，将水抽干，作为
鸻鹬类鸟的高潮位栖息地。条子泥湿地
的工作人员说，“720高地”建成后，来这
里栖息的鸟类新增22种，达410种。此
外，东台沿海经济区还租下该集团400多
亩鱼塘，作为燕鸥类鸟的繁殖地。

“鸟儿会用‘翅膀投票’。这几年，条
子泥鱼虾贝类越来越丰富、环境也不断

变好，我们镜头里的‘小家伙们’才越来
越多。”当地生态摄影师李东明说。

东台沿海经济区管委会副主任王卫
国表示，保护好世界自然遗产地，做好基
础设施建设，当好世界自然遗产的“守门
人”。他说：“我们相信，环境好了，来停
栖的鸟类会越来越多。”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紧邻条子泥湿地的弶港镇，有不少

小渔村，村民们祖祖辈辈以捕鱼为生。
随着申遗和生态修复推进，村民积极响
应政府“退渔还湿”号召，退出围垦鱼塘，
建立巡护队。如今，大批候鸟群聚湿地，
小渔村也火了起来。兴办渔家乐、民宿、
旅游度假区等让“枕海而眠”的弶港镇巴
斗村成为生态文化村。

通过几代人的努力，红色老区盐城
正将原本“丑滩薄水”的盐碱地“绿色变
现”，在绿色转型、绿色崛起之路上越走
越宽。 据新华社

祖国的西南一隅，山峦叠嶂，左江、
右江与红水河交织汇集。这里是左右江
革命老区——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最早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之一。

这片红色土地，承载和见证了一代
代共产党人为民族解放、边疆繁荣付出
的牺牲和奉献。记者寻访年过花甲的退
伍老兵隆朝富，听他讲散落在这片土地
上的红色记忆。

把红色故事讲给下一代

“如今的岁月静好，都是革命先辈的
汗水和鲜血换来的。希望你们努力学
习，长大后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伴
随着一群小学生热烈的掌声，身着旧军
装、佩戴两枚军功章的隆朝富，敬了一个
标准的军礼，完成了他用心用情的讲解。

这里是云南省富宁县板仑乡老街村
的一处小院，也是隆朝富的家。

2021年5月，退休后的隆朝富决定，在
自家院子建一个国防教育展厅，将富宁的红
色故事用更生动更形象的方式记录下来。

走进这个约30平方米的展厅，可以
看到身穿军装、携带装具的“士兵”呈现
静态战术动作，3门用竹子仿制的不同口
径火炮整齐排列在展厅中央，一幅用水
泥修砌的地形态势图放置厅前。在隆朝
富的讲解下，左右江的往昔重现……

展厅落成以来，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
绝。“仅集体组织的参观就超过2000人次，
最多一次达60余人，有的甚至专门从广西

等地前来参观。”隆朝富倍感自豪地说。

红色土地上的红色传承

富宁县烈士陵园，烈士长眠在这片
他们曾保卫过的土地上。

“作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和滇黔桂
边游击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富宁这片红
色的土地近百年来涌现出很多可歌可泣
的英雄事迹。”隆朝富说。

1929年至1930年，邓小平、韦拔群等
老一辈革命家领导百色起义、龙州起义，
创建了红七军、红八军。左右江革命根据
地逐步形成，覆盖5万多平方公里土地。

“1930年至1931年，为与中央红军会
合，红七军将士历时9个月、跨越5省、转
战数千公里，与敌战斗100余次。抵达中
央苏区时，7000多人的部队只剩下2000
人左右。”指着珍藏的左右江革命老区地
图，隆朝富讲述起了那段往事。

红军在富宁县的革命根据地开辟
后，隆朝富的父亲投身到革命队伍中。

“我出生在一个壮族农民家庭，听着
这些红军的故事长大，从小就向往参军
入伍。”沿着父亲与哥哥的脚步，1978年
冬，年仅19岁的隆朝富与富宁县200多名
壮乡青年响应祖国号召，穿上了军装。

在一次边境作战中，隆朝富荣立二
等功一次，火线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
年，富宁县组织民兵支援前线，已经退伍
的他毅然报名支前参战……

“血与火的洗礼，让我对和平有着更

加深刻的感悟，也对左右江这片红色沃
土有着更加深厚的感情。”隆朝富说。

加速发展中的左右江

送走了前来参观的游客，隆朝富的小
院迎来了熟悉的客人。隆朝富准备好丰
盛的饭菜，将自己的老战友们一位位迎进
了门。夜幕降临，小院里传来了阵阵欢笑
和感叹，这是属于一段回忆的相聚。

小院里，家庭影院、露台桌椅备齐。
“现在日子好了，儿女不用操心了，我才
有时间精力花心思让自己的退休生活变
得更有意义。”

很长一个时期，受历史及自然、地理
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左右江革命老区在
发展上存在许多困难。

2015年，国务院批复《左右江革命老
区振兴规划》，老区脱贫攻坚、产业升级、
对外开放全面提速，形成新的发展浪
潮。2020年底，左右江革命老区28个贫
困县全部摘帽。

“今年年初，一群小学生过来参观。
跟他们讲解完后，有几个小学生还拉着我
想要再听一遍我带领全班攻下阵地、夺取
战斗胜利的故事。那一刻，我知道，建设
展厅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隆朝富自豪
地向战友们分享，“老师后来还拿了这群
小学生的参观感想给我看，他们都表示自
己要好好读书，长大后保家卫国。”

在隆朝富眼中，作业本上稚嫩的字
体，字字写着“传承”。 据新华社

革命老区的
红绿融合“现代兵法”

桑植县是贺龙元帅的
故乡、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
地。翻开桑植县志，当年仅
10万多人口的桑植县，就有
5万多人参加红军、游击队，
参与组建地方红色政权。
参加南昌起义的桑植人，达
3000余人。

如今，这片热土在红色
旅游的带动下，不断焕发新
活力。

桑植县红色旅游产业
管理办公室负责人王成均
介绍，近年来，桑植县深挖
红色旅游资源，进一步加强
革命遗址、革命文物的修
缮、保护和利用，目前红色
研学、演艺、培训、文创产品
开发等红色产业已初具规
模。

这里不仅有红色基因
的传承，还有“绿色产业”绽
放的旺盛生命力。

初夏，桑植县洪家关白
族乡银杏塔村，茶香弥漫山
野。身穿民族服饰的茶农
们挎着茶篓，穿梭在绿意盎
然的桑植白茶基地。

银杏塔村党支部书记
苏亿胜介绍，村里的桑植
白茶基地十年前还是一片
荒山，历史悠久的桑植白
茶 只 能“ 养 在 深 闺 人 未
识”。在村里致富能手的
带领下，银杏塔村如今有
了1500余亩的绿色有机茶
园。“接下来，我们要继续
在茶叶上做文章，大力推
进‘茶旅融合’。”

除了茶叶，飘香的片片
粽叶也给老区民众带来收
入增长点。桑植县有野生
粽叶27万亩，大多生长在海
拔800米以上的高山上。由
于昼夜温差大、空气湿润、
水源优质，桑植粽叶叶片
大、柔软度好、香气浓郁，深
受海内外粽食企业青睐。

昔日生长在大山深处
的粽叶，如今在桑植实现了
产业化经营，辐射带动全县
2.3万农户6万多农民就业，
依靠种植、采摘和加工粽
叶，人均年增收5000元以
上。

正如一首桑植民歌所
唱：“地是刮金板啦，山是万
宝山呢，树是摇钱树，人是
活神仙……”如今的革命老
区桑植，正凭借红绿融合的

“现代兵法”，呈现出发展新
活力。 据新华社

守护长三角的“绿心”

左右江的红色记忆——寻访老兵隆朝富

丹顶鹤在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休憩。新华社发

“五一”假期，位于湖南
西北角的革命老区桑植县
迎来客流小高峰。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
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内，
人们缅怀先烈、聆听革命故
事；洪家关白族乡的红军体
验园里，游人在“爬雪山、过
草地、飞夺泸定桥”等项目
中感悟长征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