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们是 7209 名舍命搏杀、血染湘江的红军战士，也

是 7209名挥别故土、踏上征途的兴国儿郎。

90 年前的冬天，长征路上，冰冷湍急的湘江水见证

了那场关乎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1934年11月

27 日至 12 月 1 日，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桂林北部的

兴安、全州、灌阳，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付出巨大牺

牲，最终成功强渡湘江，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粉

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兴国模范师、少共国际师、中央警备师……这些以

兴国籍战士为主体的部队，在湘江血战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年轻的战士们顶着盘旋的飞机与肆虐的炮火，以血

肉 之 躯 筑 起 中 央 机 关 和 兄 弟 部 队 抢 渡 湘 江 的 生 命 通

道。悲壮的一幕出现在湘江东岸的阻击阵地上——兴

国模范师第十八团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战至弹尽粮绝，全

团千余名兴国子弟几乎全部牺牲。

寒风凛冽，江水刺骨。数万名红军战士就此长眠于

异乡山水，其中，有名有姓的兴国儿郎就有 7209人。

英雄功勋，永世铭记。如今，人们从全国各地纷纷

赶至湘江战役旧址缅怀先烈。其中，一条从兴国到桂林

的漫漫寻亲路，浸润千般滋味，承载万重情意。

这条路，饱含后人对离家先辈的思念、对长年守望

的告慰——

一张红军烈士证书，“北上无音讯”五个字，让多少

赣南籍烈士家属望白了头。

“家里人都说爷爷是北上长征，也不知道是在哪个

路段牺牲的。”刘汉民，兴国县文广旅局干部，在他的少

年记忆里，奶奶一直珍藏着一面镜子，镜子背后是爷爷

的照片。

打听多年，苦苦寻访，今年清明节，55 岁的刘汉民终

于在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英名廊上

找到了爷爷刘青庭的名字。那一刻，他再难自已，泪如

雨下：“爷爷，我来接您回家了。奶奶已经去世了，她生

前一直在等您回去。”

这条路，饱含党史专家对家乡先烈的敬重、对回溯

历史的执着——

万里长征路，里里兴国魂。兴国当地党史研究者引

以为傲的，是家乡先烈一路长征、一路播撒理想信念的

种子。

胡玉春，研究党史 40 年的兴国专家，多次前往湘江

战役旧址缅怀先烈，两次骑着摩托车重走长征路，整理

苦难辉煌历史，依托自己的研究成果为王德淮、王德兴、

刘世萱等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烈士寻亲，并托人为烈士

画像。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在各地巡回授课，一遍遍讲

述长征路上那些可歌可泣的红军故事。

这条路，也见证了两地党委政府守护英烈忠魂、赓

续先辈荣光的自觉——

2020 年，就在当年兴国模范师第十八团浴血奋战过

的地方，“模范兴国”纪念亭落成。纪念亭地面与亭外道

路的高低差恰好是 0.7209 米，代表着湘江战役中牺牲的

7209 名兴国籍烈士。此后，兴国县党政负责同志与部分

烈士后代多次跨越千里，来到这里开展祭奠活动。

沿着这条路，90 年前，先烈们高擎革命旗帜，一路跋

山涉水、勇往直前；90 年后的今天，子孙们致敬崇高理

想，一路情牵心系、满怀追忆。

这种穿越时空的回响，既是亲情的传递，更是深情

的呼唤。

还是走这条路，迎烈士回家，让忠魂安息。今年冬

天，兴国儿女心愿得遂。

11月 20日，兴国县委书记李贱贵一行来到当年战斗

最激烈的湘江界首渡口，代表 86 万兴国人民在这里接英

烈归乡。大家小心翼翼地舀起湘江水、捧起江边土，虔

诚而庄严地装封带回。

9天后，也就是湘江战役整整 90年之后，在兴国县烈

士陵园内，全县各界代表以一场隆重的仪式迎接英烈回

乡归根。阳光下，由湘江水浇灌、江边土培实的雪松青葱

翠绿、屹立挺拔，昭示着烈士不屈的意志、不泯的信念。

以归乡之礼，敬英雄之功，传浩荡之气。守望终得

团聚的欣喜感，传承红色血脉的神圣感，同时在兴国干

部群众心中翻涌。

永丰镇蕉溪村温邦泽、吕维香夫妇二人各自点香告

慰先人。在湘江战役旧址的烈士英名廊上，两人的爷爷

中间只隔了一个名字。温邦泽的爷爷出征前，抱着几个

月大的儿子不忍放手，而后便再无音讯。直到去年清明

节随队去广西扫墓，温邦泽才知道，两位爷爷的生命都

定格在湘江战役。

在兴国，几乎家家都有红军，户户都有烈士。兴国县

史志研究室干部黄晓明说，多少年来，他脑中不时浮现出

这样一幅画面：90年前，兴国子弟们手挽手、肩并肩，离开

家乡随中央红军长征。而在仪式现场，他仿佛看到，这一

对对子弟兵又手挽着手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

90 年沧海桑田，兴国这片烈士故园早已变了模样，

但那份红色记忆却早已根植沃土——当地红色地标苏

区干部好作风纪念园，今年已接待各地游客 240 多万人

次；红色主题鲜明的红兴谷研学营地，迎来一批又一批

“小红军”前来感悟红色底蕴；100 多名红军后人组成长

征合唱团，开展常态化排练、演出，把由兴国籍开国上将

萧华作词的《长征组歌》“接回了家”……

在兴国，革命传统、红色记忆早已融入干部群众血

脉，化作最真挚的守护、最炽热的表达。

受长征烈士“回家”仪式的感染，近日，思维活跃的

年轻人，设计了一个虚拟场景。在这里，归乡的红军与

新时代青年相遇，他们回顾湘江战役的壮烈，观看翻天

覆地的变化。这个时长 7 分钟的短剧《永远的铭记——

穿越时空的对话》，直击兴国人心底的红色情怀，成为当

地社交媒体的“爆款”产品。

“大家是不是已经把我们忘了？”

“不，我们一直都记得，如今的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们。”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的使命已经完成

了，你们的使命才刚刚开始！”

…………

短剧中的烈士陵园，阳光穿过苍松翠柏洒下斑驳光

影，一对母女捧着鲜花来到英名廊前。“你看宝贝，这就

是你太爷爷的名字，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他们的付出和

牺牲。”母亲指着烈士的名字说道。

客串出演母女的，是短剧的主创人员之一钟敏和她

9 岁的女儿糖宝。受母亲的影响，糖宝平时就特别喜欢

听革命故事。

看完自己参演的短剧，孩子若有所思地发问：“妈

妈，红军真的回来了吗？”

钟敏愣了一下，微笑地看着女儿：“只要你心里想

着，他们就会回来的。”

“妈妈，红军真的回来了吗？”
——一条跨越90年的归乡路

曾繁根 本报全媒体记者 张武明 朱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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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吉安讯 （全媒体记者周幸 通讯员吴桂生）“我们

带了 100 箱‘井冈山’牌富硒蜜柚糕，在马来西亚（沙巴）-中

国商业峰会上展销，没想到第二天就销售一空。”近日，从

马来西亚参展归来的江西煜博农副产品有限公司负责人

吴志明说。凭借出色的品质和“井冈山”这块金字招牌，来

自吉安的优质农产品从家庭农场走向国际市场，成了海外

抢手货。

马来西亚（沙巴）-中国商业峰会，是马来西亚官方主

办的“2024 马中友好年度第一盛会”。吴志明介绍，本次峰

会，吉安有富硒蜜柚糕、泰和乌鸡两种产品参展。作为全国

唯一生产富硒蜜柚糕的企业，该公司已与马来西亚客户达

成出口意向。

位于永新县埠前镇的江西煜博农副产品有限公司，是

一家以井冈蜜柚为主的农副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企业。该公

司以埠前镇国亮家庭农场生产的井冈蜜柚为原材料，依托

南昌大学技术团队，在全国率先研发出富硒蜜柚糕。1月初

产品上市后，销量一路攀升。1 月底，富硒蜜柚糕首次出口

至美国华盛顿。今年，该公司富硒蜜柚糕销售额预计可达

700万元。

眼下正是蜜柚销售旺季。走进埠前镇文田村国亮家

庭农场种植基地，技术员和村民在柚林来回穿梭，有的忙

着将最后一批井冈蜜柚采摘、打包、装车，有的忙着挖沟施

肥、修枝修剪等管护工作。该基地流转村民林地 700 多亩，

年产井冈蜜柚 30 万公斤，去年被评为国家级生态农场。11
月 23 日，江西井冈山品牌运营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基

地，采购了 7500 公斤井冈蜜柚，出口至柬埔 寨 。11 月 28

日，吉安市第二批 2 万多公斤“井冈山”区域公用品牌农产

品从万安发车出口阿联酋和柬埔寨。“今年基地的蜜柚已被

采购一空。”国亮家庭农场负责人旷志龙笑着说，“我们将瞄

准海外市场需求，进一步提升品质，让更多农产品走出吉

安、走向世界。”

近年来，吉安市聚焦地域优势和资源禀赋，着力打造

“井冈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以品牌化带动农业规模

化 、产 业 化 发 展 ，建 立 井 冈 蜜 柚 、狗 牯 脑 茶 、泰 和 乌 鸡 等

系 列 农 产 品 生 产 技 术 标 准 规 程 54 项 ，打 造 出 口 基 地 28
个，推动井冈蜜柚等 24 种农产品扬帆出海，其中杨梅酒、

黑蒜、油茶籽、烟笋、羊肚菌等 16 种实现了首次出口。今

年 该 市“ 井 冈 山 ”区 域 公 用 品 牌 农 产 品 销 售 额 预 计 可 突

破 120 亿元。

从家庭农场走向国际市场

“井冈山”农产品成海外抢手货

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
卢小青在景德镇学院上思政课并调研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余燕、李政昊）12 月 25 日，省委

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小青到联系高校景德镇学院上思

政课。她强调，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按

照省委工作要求，勇担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珍惜时代际

遇、不负青春韶华，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卢小青结合当前国内外发展面临的形势挑战，以翔实

的数据、生动的事例阐述了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是什么、做

什么、怎么做等问题。她指出，要肩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

命，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推进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等方面持续用

力，更好助力文化强省建设。广大青年学生要以“忠诚之

我”坚定理想信念，以“实干之我”服务发展大局，以“青春之

我”推动创新创造，以“奋斗之我”弘扬光荣传统，在谱写中

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中展现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授课前，24 日至 25 日，卢小青先后在上饶市鄱阳县赣

剧团、姚公渡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和景德镇陶瓷大学等地

调研。她强调，要统筹各方面资源力量，鼓励和支持群众

自创自编、自导自演的“自乐班”，挖掘和培育一批乡土文

艺人才，深化移风易俗乡风文明专项行动，提升文明实践

效能。要加大赣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力度，做好赣

剧老剧本的整理，强化赣剧青年人才培养，创作一批现代

题材的赣剧精品，让传统剧种焕发时代光彩。要结合高校

办学特色，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和载体，以艺术之美、创

作之美提升思政教育的影响力感染力，更好地培根铸魂、

启智润心。

巩固提升“三大专项行动”
确保全省社会大局持续安全稳定

本报讯 （朱宸廷）12 月 24 日，省公安厅召开全省公安

机关视频会议，就明年巩固提升“三大专项行动”、全力做

好岁末年初安全稳定工作进行部署。副省长、省公安厅厅

长袁勤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要求，要以“化解矛盾风险、维护社会稳定”和“安

全生产风险防范”两个专项行动为牵引，巩固提升“三大专

项行动”。要在工作理念上巩固提升，把工作中行之有效

的理念做法固化下来；在工作措施上巩固提升，深入开展

矛盾纠纷化解提质行动，巩固提升校园及周边安全治理质

效和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在保障支撑上

巩固提升，聚焦制约和影响行动成效的基础性、保障性难

点堵点，做到既保障到位，又在力量、手段、制度机制等方

面支撑到位。

会议强调，要抓紧抓实岁末年初防风险、保安全、护稳

定各项工作，确保全省社会大局持续安全稳定。

美丽江西研究院成立大会
在南昌举行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陈旻）12 月 25 日，美丽江西

研究院成立大会暨首届美丽中国“江西样板”学术研讨会

在南昌举行。副省长万广明，全国政协常委和人口资源

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金南，中国工程院

院士、江西师范大学校长陈芬儿等共同为美丽江西研究

院揭牌。万广明为美丽江西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黄承

梁颁发聘书。

会议指出，美丽江西研究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目标要

求，紧跟美丽江西建设的实践需要，打造美丽江西研究新

平台。要锚定一流，打造有影响力的理论研究平台；要立

足江西，打造有创造力的实践传播平台；要聚集众智，打

造有洞察力的高端智库平台；要为民利民，打造有传播力

的教育培训基地，为我省打造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高地提

供高水平决策参考、贡献高质量研究成果。

进一步提升陶瓷文化
国际影响力

本报景德镇讯 （全媒体记者焦俊杰）12 月 23 日至 24
日，省政协副主席陈兴超率队深入挂点联系的景德镇市昌

南新区、乡村振兴联系点景德镇市珠山区调研。

在昌南新区，陈兴超一行来到千墨跨境电商产业园，

鼓励企业继续探索跨境电商新路径。在江西兴勤电子有

限公司，陈兴超指出，企业要坚持创新驱动，提升核心竞争

力，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在景德镇非物质文化遗产

馆，陈兴超希望在加强非遗保护传承的同时，推动陶瓷文

化与现代生活深度融合，进一步提升景德镇陶瓷文化国际

影响力。

在珠山区松溪竹艺术中心，陈兴超详细了解该中心发

展现状以及乡村振兴产业项目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江

西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统筹推进

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

第六届江西农博会将于
明年1月3日在昌开幕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罗晋粤）12月25日，记者从省政府

新闻办、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六

届江西“生态鄱阳湖 绿色农产品”博览会暨江西电商年货节

（以下简称农博会），将于2025年1月3日至5日在南昌举办。

本届农博会以年货节为主线，通过线上线下双向联

动，全面呈现我省农业农村发展成果，大力宣传推广我省

农业品牌，促进产销对接合作，助推我省农业产业高质量

发展。其中，江西电商年货节线上活动已提前在 12 月 20
日全面启动，截至目前，线上销售额约为 3.52亿元。

农博会举办期间，将开展六大专题活动，包括巡馆、江

西农业品牌发布暨系列产销对接、采购商专场推介、总结

大会 4个线下活动，以及电商年货节、直播带货与推介 2个

线上活动。本届农博会聚焦各地优势特色产业，突出差异

化原则，共有 6000 多款产品参展，其中绿色有机地理标

志、富硒、名特优新农产品占比 80%以上，涵盖粮油、果蔬、

畜禽、水产、中药材、茶酒等众多农产品品类。同时，还有

来自湖南、新疆克州等地的优质农产品参展。

12 月 24 日，宜春港丰城港区尚庄货运码头，桥吊起重机正有序吊运电煤，以确保当地冬季能源供应稳定。

本报全媒体记者 张翰林摄

省人大社会委
聘任35名专家顾问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卞晔）12 月 25 日，省人大社会委

举行专家顾问聘任会，聘任肖守渊、刘为勇等 35 人为省人

大社会委专家顾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少玄出席聘

任会。

会议指出，受聘专家顾问要强化履职尽责，积极参与

社会委各项工作，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服务中心大局，

坚持深入调查研究，充分发挥专家顾问职能作用，当好社

会委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省人大社会委要优质高效

服务，落实专家顾问工作规则，畅通建言献策渠道，健全沟

通联系机制，充分保障专家顾问更好履职，共同为奋力谱

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据悉，35 名专家顾问包含我省有关部门领导、人大代

表、学者和机关业务骨干，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扎实的专

业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省纪委监委机关和派驻机构改革
动员部署会暨集体谈话会召开
马森述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焦俊杰）12 月 23 日，省纪委监委

机关和派驻机构改革动员部署会暨集体谈话会召开。省委

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马森述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深入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是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纵深推

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现实需要。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对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作出新部署新要求，全

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

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坚持向改革要动力，推动

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会议强调，要持续强化理论武装，学深悟透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坚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

进去、把工作摆进去，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 治 执 行 力 ，坚 定 拥 护“ 两 个 确 立 ”，坚 决 做 到“ 两 个 维

护”。要不断增强使命感责任感，不仅守底线，更追求高标

准，坚持守正创新，勇于担当作为，以正风肃纪反腐新成效

诠释对党忠诚。要涵养斗争精神，保持昂扬斗志，踏着不

变的步伐，坚定不移将反腐败斗争推向纵深。要增强斗争

本领，强化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深化

拓展纪检监察干部队伍一体化培养，在实战实训中练就敢

于善于斗争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要坚持蹄疾步稳，

加强改革配套和衔接，细化工作举措，严守纪律要求，确保

改革平稳有序推进。

我省交出全面深化改革攻坚行动亮丽答卷

（上接第1版）把人心聚得更紧、把共识筑得更牢，围绕省委

和省政府中心工作，精心谋划选题，深入开展调研，在资政

建言上贡献更多高质量成果，为江西推进高质量发展汇聚

更多动能。全省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将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

民主，把积极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工作作

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畅通联系渠道，加强政治协商，虚心

接受监督，为大家参政议政、履行职能搭建平台、创造条件。

（上接第1版）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迈出坚实步伐，一

批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得到有效破解……今年以来，改

革攻坚推动我省各领域体制机制更加优化，为经济社会发

展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

通过十大改革攻坚行动，一批改革做法得到经营主体

和基层群众的充分认可，改革红利惠及广大企业群众。前

不久，萍乡市湘东区下埠镇村民甘大爷突发胸痛，从镇卫

生院就诊到区人民医院完成手术、脱离危险，全程用时不

到 2 个小时。“多亏了两级医院快速联动，我父亲才能这么

快转危为安。”甘大爷的儿子感慨道。

三年来，我省 600 余项细化的改革任务逐一督办销

号，推动改革攻坚实现目标集成、政策集成、效果集成，攻

坚行动即将圆满收官。

“我们将巩固和完善全面深化改革攻坚行动形成的一系

列制度成果、实践成果，加大力度总结复制推广改革典型经

验，持续营造‘想改、敢改、善改’的浓厚氛围。”省委政研室副

主任兼省委改革办专职副主任张晓勇表示，省委改革办将按

照省委的部署要求，高质量谋划和推进落实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新举措，推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不断走深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