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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放
路
上
说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五周年

在南昌市青山湖区罗家镇板溪村的

一隅，住着一名年逾八旬的老人——胡毛

毛。岁月在他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

却抹不去他心中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谢

埠之战与解放路的传奇。他用颤抖却充满

力量的声音，向年轻一代讲述了那段烽火

连天的岁月。

“1949 年 5 月 21 日，整个村子都被紧张

的气氛笼罩着，那年我才 6 岁。”胡毛毛缓缓

开口讲述，当天凌晨，二野 13 军 37 师先遣

团 110 团从灌里缪村强渡抚河，迅速包围谢

埠镇，迫使当时驻扎在此的国民党保警大

队投降。

“那天早上，解放军战士到我家请求借

火煮饭。我虽然年幼，但已能感受到他们

身上的那股坚定与勇敢。”说到此处，胡毛

毛脸上露出了温暖的微笑。然而，这份宁

静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战斗打响，村子被

炮火声笼罩。

“敌人的炮弹在屋后炸响，弹片穿透窗

户，打在了家里的衣柜上。3 个清晰的弹

孔，成了那段历史的见证。”胡毛毛指着一

张捐赠证书中的照片 ，眼中闪烁着光芒 。

证书记载的捐赠物正是那个历经沧桑的衣

柜，如今衣柜已被南昌市博物馆珍藏。

“那场战斗，从黎明持续到黄昏，敌人

像潮水般涌来，却一次次被解放军战士击

退。他们就像钉子一样，牢牢钉在谢埠这

片土地上，守护着我们的家园。最终，数百

位英雄长眠于此，用他们的生命换来了南

昌解放的曙光。”胡毛毛的声音微微颤抖。

1949年5月22日，随着谢埠之战的胜利，

解放军大部队从罗家镇出发，沿着后来名为

“第二交通路”的道路挺进南昌城。这条道

路，见证了人民解放军的英勇进军和南昌的

解放历程。1966年，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时刻

和人民解放军的丰功伟绩，“第二交通路”被

正式更名为“解放路”。“当时听到这个消息，

我们全村人都非常激动。”胡毛毛回忆说。

时光荏苒，解放路从一条尘土飞扬的

小道，逐渐发展成为南昌市的重要交通干

道。“现在从解放东路出发，东接天祥大道

可直达南昌高铁东站，西接洪城路过南昌

大桥直达红谷滩。”在胡毛毛看来，解放路

见证了南昌的快速发展。

那一天，
解放军从这条路进城

本报全媒体记者 吴志刚 康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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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放”到“解放”
胡光华

路名，是地理坐标、区间方位，也是历史记忆、精

神传承。

放大江西地图，一条条名为“解放路”的道路，散

布于大小城镇街区。75 年来，这些解放路在峥嵘岁

月中与新中国一同成长。今天的解放路上，既有老

百 姓 现 实 中 的 幸 福 生 活 ，也 有 历 史 纵 深 里 的 沧 桑

巨变。它们的历史变迁，是时代进步的缩影。

每当举国欢庆共和国华诞，耳畔便会响起 1949

年 10 月 1 日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的那句庄严宣

告。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经过

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从此

亿万中国人民便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

满怀豪情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一条条解放路，从战

火硝烟中走来，向着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方向走去。

走进这些解放路，追寻革命红色记忆，回望建设

改革历程，感受伟大时代变迁，有两个关键词鲜明地

跳出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新中国成立后，我

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

下，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自此，改革

的春风，让经济社会发生波澜壮阔的巨变，一条条解

放 路 因 此 迅 速 成 长 ，成 为 繁 华 兴 盛 的 现 代 都 市 道

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解放路的发展历程，也是人

的思想解放的过程。

从 一 条 路 ，到 一 座 城 ；从 一 个 区 域 ，到 一 国 之

疆。新中国 75 年的奋斗，祖国大地沧桑巨变，实现

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当前，我

们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更须用好改革开放关

键一招，更需要以思想开放引领改革航程。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思想解放的过

程。没有思想大解放，就不会有改革的大突破”。从

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再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面临的困难挑战愈加艰巨，更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冲

破腐旧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破除体制机制

障碍，不断深化改革开放。

条条解放路，风光各不同。各地的改革发展，一

定会遭遇各种不同的问题。解放思想的过程，就是

在实践发展中解决问题的过程。我们要当解放思想

的先行者，在改革发展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总结新经验、探索新规律。当前，我省正聚焦“走在

前、勇争先、善作为”的目标要求，以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为动力，加快打造“三大高地”、实施“五大战

略”，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是省委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客观科学分析发展中的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

作出的战略部署。我们应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

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

解放路上看变化，我们看到的是思想解放与改革

进程的相互激荡，看到的是改革开放精神在全社会凝

聚的磅礴力量。解放思想需要科学理论的武装，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

下 ，我 们 永 葆“ 闯 ”的 精 神 、“ 创 ”的 劲

头、“干”的作风，必将唱响更多

“春天的故事 ”，奋力谱

写中国式现代化江

西篇章。

晴空万里，水清岸绿，微风过处，碧波

涟漪。

八宝洲（现属彭泽县棉船镇），长江中

心一大冲击洲 ，南倚长江 ，与马当要塞相

望；北临安徽，中间只隔一条支江。

“灵芝号”（或称“鳞字号”）原是八宝洲

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渡口，因 75 年前渡

江大军挺进江西从这里开始，被誉为“江西

解放第一渡”为人所知。

“八宝洲对面就是安徽宿松县和望江

县，枯水期江面最窄处不到 200 米，水流也

相 对 平 缓 ，因 此 成 为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二

野 、三 野 部 队 挥 军 向 南 横 渡 长 江 的 突 破

口。”在“灵芝号”渡口，彭泽县棉船镇文化

站 站 长 谈 保 光 讲 述 了 那 段 振 奋 人 心 的

历史。

1949年4月21日凌晨，月色朦胧，白

雾锁江。“开船！”1 时 40 分，随

着一声令下，二野 4 兵团

13 军 37 师 109 团 作 为

先遣支队，从长江北

岸向对岸进发，船

像利箭离弦，齐向八宝洲滩头敌军阵地冲

去。冒着枪林弹雨，先遣支队不到半小时就

到达对岸，击溃滩头守敌后，继续攻击敌军

各阵地，消灭残敌。就这样，八宝洲——这

个国民党号称“永远炸不沉的军舰”，在一夜

之间被我军全面攻占。

之后，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继续由八

宝洲渡江攻占马当镇，于 4 月 22 日黎明解

放彭泽县，拉开了解放江西的序幕。

“八宝洲之战，是我军在渡江战役第一

天进行的关键性战斗。”109 团团长顾永武

（后任成都军区副参谋长）在《纵横》杂志刊

发的《“渡江杀敌第一功”——攻克八宝洲

之战》一文中写道。由于 109 团圆满完成了

控制八宝洲江心阵地，掩护我军左右两翼

突击部队顺利渡江的光荣任务，后来兵团

党委在庆功大会上，授予 109 团“渡江杀敌

第一功”的光荣称号。

一条南北向的道路，从江畔延伸至老

城深处，宛如一条时间纽带，连接着过去与

现在。两侧的居民楼下，是一排排商铺，其

中不少是有五六十年历史的“老字号”。

“ 这 条 路 原 先 叫 老 街 ，后 来 为 了 纪 念

彭 泽 解 放 ，改 名 为 解 放 路 。”今 年 80 岁 的

洪 徽 ，是 解 放 路 的 老 街 坊 ，他 告 诉 记 者 ，

解放路曾经是彭泽最繁华的街道，见证了

县城的变迁，也承载了几代人厚重的记忆

和情感。

这些年，随着经济发展，彭泽县城中心

逐渐转移。解放路繁华不再，但老街的红

砖灰瓦、雕花木门，还有那些历经岁月洗礼

仍屹立不倒的“老字号”，依旧保持着独特

的韵味，像慈祥的老者，静静地守候在城市

的角落。

2018 年，解放路的路面、建筑外立面、

线路等进行了改造提升，在保留传统韵味

的 同 时 ，更 好 地 适 应 群 众 现 代 生 活 的 需

求。改造后的解放路，焕发出新的生机与

活力，每逢周末或节假日，都有许多游客前

来“打卡”。

“希望解放路能继续在保护中发展、在

传 承 中 创 新 ，让 这 份 珍 贵 的 记 忆 延 续 下

去。”洪徽老先生的话语，充满了对未来的

期许。

那一夜，
解放军从这渡过长江

本报全媒体记者 周亚婧

1949年 7月 16日

吉 安

1949年 7月 17日

宜 春
1949年 7月 23日

萍 乡

9月 10日，走进上饶市信州区解放路社

区徐定鐎老人家中，墙上一张巨幅照片瞬

间吸引了记者的注意。“这是十几年前拍的

城区全景图，我给它取名叫《魅力上饶》。”

徐老介绍。

1949 年 5 月 3 日，上饶解放。城里的中

正路改名为解放路，这条全长 2300 米的路，

沿途有汽车站、火车站以及白鸥园、宝泽楼

等地标建筑，由此成为一代代上饶人的集

体记忆。

今年 86 岁的徐定鐎，是浙江温州人，不

到 18 岁就开始在位于解放路的见真我照相

馆担任摄影师。出于职业习惯和对摄影艺

术的热爱，他一有时间就会去大街小巷走

走 看 看 ，定 格 下 或 珍 稀 或 寻 常 的 一 个 个

瞬间。

翻开老相册，仿佛穿越时空隧道：1949
年、1984 年的上饶老火车站 ，低矮陈旧的

站房 ，旅客在局促的候车室排着长队 ，一

直延伸到室外 ；1990 年的火车站 ，宽敞便

捷的站前广场、焕然一新的高杆灯和巨幅

广告牌 ，初具现代气息。2006 年 ，异地新

建的第四代上饶站 ，在信州区松山村（今

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境内）竣工通车。随

着 2015 年 6 月 28 日京福高铁全线通车，上

饶进入高铁枢纽时代，迎来了更大的发展

机会。

1990 年、1992 年，解放路上的宝泽楼和

白鸥园市场先后开业。彼时，改革开放的大

潮早已席卷大江南北，这两个综合市场一经

亮相，迅速成为当时的“打卡地”。对于

老上饶人来 说 ，

节假日多去逛几次白鸥园市场，或许就能

跟上时尚的步伐，拎着大包小包回家前，到

宝泽楼面包店捎上几个刚刚出炉的面包，

这才算过了个圆满的假期。

岁月悠悠，沧桑巨变。如今的解放路，

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市声喧嚣、满目繁华，

推窗见绿、出门即景。解放河两岸经综合

治理后，从黑臭水体变成了水清岸美、四季

有花的亲水休闲地带。

建筑可阅读，城市有温度。“我拍过几

万张全家福，感受到寻常百姓的生活变迁；

一张张老照片，更是记录了老城区的日新

月异。”徐定鐎老人由衷地说。

那一年，
镜头在这里捕捉微笑

本报全媒体记者 余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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