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 2021年 6月 19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 唐爱平 版式编辑 刘也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李向红

“ 拜 请 媒 体 ，多 报 道 像 他 这 样 的 城 管

人。”6 月 17 日，株洲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

工作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布人、株洲市城

管局局长刘伟岔开话题，为城管队员唐磊

建点赞。

唐磊建是株洲市城管信息采集大队四

中队长。今年初，株洲市城管局开展“我为

群众办实事，株洲城管微服务”系列主题活

动，唐磊建进行网络信息摸底，听荷塘区黄

家塘社区工作人员说，电池厂小区居民刘

建湘和妻子是聋哑人，听不到敲门声，生活

上多有不便。

“从来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唐磊建热

心上门，绞尽脑汁也没想出办法。有人建

议，可以考虑装个可以闪灯的门铃。

走遍市场，没有找到闪灯门铃。“于是

就上网淘，先后查到 3 种类似的装置。”唐磊

建网购了其中两种装置。

3 月 26 日，靠着以前的电工底子，唐磊

建为刘建湘家装上闪灯门铃。

“ 只 要 按 下 门 铃 ，不 仅 客 厅 里 看 得 到

彩色灯光，灯光还在移动，他们就‘看’得

到 敲 门 声 。”为 提 醒 来 客 ，唐 磊 建 还 在 门

口贴上“有人来访请按门铃”的标识。

一 来 二 往 ，64 岁 的 刘 建 湘 和 唐 磊 建

成了忘年交。端午节前，唐磊建提着礼物

登 门 拜 节 ，刘 建 湘 一 定 要 唐 磊 建 留 下 来

吃饭。

“这才是为人民服务的好党员！”记者

来访，刘建湘在本子上认真写道。

当天新闻发布会上，刘伟介绍，截至 6

月 15 日，株洲城管“微服务”已帮助 1100 余

名市民解决了类似的“小事”。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6 月 18 日

讯（记者 梁可庭 通讯员 张罩东 李金

树）看党史展板、参加党史知识竞答、观看

党史节目展演……6 月 16 日上午，一场别

开生面的“一起赶场学党史”活动在龙山

县 洗 车 河 镇 文 化 广 场 举 行 ，现 场 热 闹 非

凡，集市成了党史学习教育大讲堂，镇上

的 老 百 姓 们 上 了 一 堂 生 动 的 党 史 学 习 教

育课。

活动现场摆放了 22 块展板，集中讲述

中国共产党党史和湘西州革命故事，吸引

众多群众驻足围观。党 史 知 识 竞 答 环 节 ，

群 众 踊 跃 参 与 ，气 氛 热 烈 ，500 个 党 史 知

识题卡一个小时就被抢答一空。红色节目

展演环节，展现革命时期湘西儿女信仰力

量的情景剧《二十三根麻纱》，讲述红十八

师电台队革命事迹的舞台剧《黎东汉和五

瓦电台的故事》等精彩节目，用群众喜闻乐

见的方式讲党史，赢得了观众们的热烈掌

声。活动现场还为乡（镇）、村（社区）赠送了

湘西党史读本《红色湘西——红二方面军

的摇篮》。

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现场还

设置了志愿服务台和免费义诊处，并摆放

“群众微心愿，党员来实现”心愿征集箱，共

收集群众微心愿 64 条，现场由乡镇及驻村

工作队逐条认领。

此次活动由湘西州委宣传部、共青团

湘西州委、湘西州卫健委、湘西州委党史研

究室、湘西长行村镇银行联合主办。

株洲市民刘建湘和妻子都是聋哑人，听不到敲门声。城管队员
唐磊建帮忙解难题——

爱心门铃闪彩光

一起“赶场”学党史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蔡申熙：

“永远跟党走”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廖建翔

“永远跟党走……”这是 1932 年 10 月 9 日，红军

高级将领蔡申熙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妻子曾广澜的

叮嘱。这段历史记录在他的母校醴陵市渌江中学文

化墙上。

“踏着升熙（蔡申熙原名蔡升熙）路，走好人生

路！”6 月 11 日，记者到渌江中学采访，校长邱卫华

站在校门口的“升熙路 ”上 ，指着耸立在醴陵城西

山谷的渌江书院说：“那座千年书院便是学校的前

身，1905 年改为渌江中学。蔡申熙就是从这里走向

革命 ，成为杰出的军事家 。徐向前元帅评价他‘具

有 战 略 家 的 胆 识 和 气 度 ，在 历 次 战 役 战 斗 中 机 智

果断，勇猛顽强，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军中智囊和军

事天才’。”

蔡申熙，1906 年出生于醴陵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20 年冬由蔡氏公堂出资，就读渌江中学。1923 年，

蔡申熙与陈觉、左权、宋时轮等 30 多人，组织社会问

题研究社，创办《前进》周刊，开办平民夜校，参与爱

国学生运动。

1924 年春，蔡申熙考入孙中山陆军讲武学校，后

转入黄埔军校第 1 期学习。同年，经周恩来批准加入

中国共产党。1926 年参加北伐战争，先后任国民革命

军第 4 军营长、第 20 军团长。1927 年 8 月参加南昌起

义，后任起义部队第 11 军 24 师参谋长。同年 12 月参

加广州起义，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

就在白色恐怖的广州，蔡申熙和党组织失去了

联系。他先后拒绝邓文仪、薛岳、胡宗南等黄埔军校

同窗的招降，哪怕穷得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也是青

筋傲骨。

1928 年 1 月，蔡申熙转移到上海，在周恩来主持

的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奔走于各地，充当“救火队

长”。

1928 年 11 月，南昌地下组织遭到大破坏，蔡申

熙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在最短时间内重新

打通与苏区的联系。1929 年，以江西省委军事巡视员

身份，多次与吉安靖卫大队大队长罗炳辉谈话，介绍

他入党，促成吉安起义。

1930 年初，蔡申熙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

同年 10 月，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 15 军，任军长，率部

东进皖西，攻克太湖县城，于 12 月抵达鄂豫皖苏区，

参加第一次反“围剿”。

1931 年 1 月，第 15 军与第 1 军合编为第 4 军后，

蔡申熙任第 10 师师长、中共鄂豫皖特委委员兼军委

副主席，率部参加磨角楼、新集、双桥镇等战斗，不幸

在一次战斗中负伤致残。同年 5 月，任彭杨军事政治

学校校长，为鄂豫皖苏区培养大批军政干部。

1932 年 7 月，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

次“围剿”，调任第 25 军军长的蔡申熙率部在英山、

麻埠地区与敌军展开激战，予敌以重大杀伤。

10 月 9 日，在湖北黄安（今红安）河口镇战斗中，

蔡申熙腹部中弹，躺在担架上坚持指挥战斗，直至因

枪伤导致内脏破裂大量出血，被送往红军医院。

“总指挥，我怕是不行了，我有一个要求，你能答

应我吗？”蔡申熙忍着剧痛对前来看望的徐向前说。

“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徐向前紧紧握住他的

手。

蔡申熙拼尽最后的力气说：“红四方面军现在在

鄂豫皖苏区处境艰难，必须到外围作战，你们要想尽

一切办法突围，多出去一个战士，就为革命多保存一

颗种子！”

生命垂危之际，蔡申熙最后的“要求”仍然是为

红军的前途和党的革命事业着想！

对于个人问题，蔡申熙的“叮嘱”却极其微弱：

“广澜，女儿萍迹才 3 岁，她需要你照顾。你要坚强，

永远跟党走，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说

完，他闭上了双眼，年仅 26 岁。

1989 年 ，蔡 申 熙 被 评 为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33 位

（后增补至 36 位）军事家之一。

杰出革命英雄

启航新征程

奋斗百年路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杨雄春 柏佳妮

过不了多久，65 岁的唐泽川家梨园的早熟翠冠

梨就可上市了。每天一大早，他和老伴就在梨园忙活

起来。

一棵梨树，能结黄花梨、翠冠、青香 3 个品种，尝

起来肉脆汁多，回味甘长。这是唐泽川琢磨出来的混

合嫁接技术。去年他家种的 6 亩梨树，产果 9000 多公

斤，增收 5 万多元。

大洞村距蓝山县城 27 公里，曾种有油茶林 4000

多亩，但茶树老化严重，产量不高，经济效益低。1993

年，村支两委决定改种梨树，村干部奔赴武汉，引进

黄花梨、青香、翠冠等早熟梨苗。

全村男女齐上阵，砍掉油茶树，种下梨树苗。

3 年后，终于盼到梨树挂果，村民却陷入迷茫：使

用同样的种植方法，每亩产梨竟比人家差一截。

唐泽川没气馁，他查资料，问专家，弄明白梨树

是异花授粉植物，不同品种混合种植，才能提高果子

结实率。他将不同品种的梨树混合嫁接，产量果然增

加一倍以上。这一混合嫁接法被村民们效仿，很快在

大洞村推广。

大洞村村民摸着石头过河，从对种梨技术一无所

知到成为土专家，大洞村梨子品质也随之稳定下来。

过去大洞村只有一条狭窄的泥巴路，梨子运不

出去，只能靠板车拉或人工挑。现在村里修通了三纵

三横环村道路，大货车直接开进果园。

酒香也怕巷子深。产量品质提升了，村民不懂营

销，仅靠本地客商收购和自己零卖，种梨并没给村民

带来多少收入。

村支两委醒悟过来，光卖梨不行，还得延长产业

链，发展乡村旅游。

大洞村的颜值却让人犯了难：无序建房严重，连

车辆进出都困难；垃圾随手乱扔，污水横流；民风彪

悍，与邻近的嘉禾县塘村镇清水村积怨较深，成为边

界“火药桶”。

扫净屋子请客人。大洞村把乡村旅游与美丽乡

村建设结合起来，拆除空心房，统一规划建房，修建

环梨园游步道，打造文化广场和沿河风光带，村美、

园绿、水清、路畅，发展“美丽经济”。村支两委主动到

清水村走访，双方签订睦邻友好协议书，化解积怨，

共谋发展。

2012 年，由蓝山县委、县政府主办、大洞村承办

的首届梨花节，以花为媒，推动乡村旅游。

“ 提 前 一 个 月 准 备 ，忙 得 团 团 转 ，但 心 里 高 兴

呀!”唐泽川已担任 6 届大洞梨花节村级“总指挥”，他

回忆，首届梨花节吸引了 2 万多游客，大洞村旅游一

炮打响。2019 年，成功打造 3A 级景区大洞悠乐园。

春赏花，夏摘梨，梨园情趣引得越来越多的长三

角、珠三角游客前来打卡，同时带动黄花梨销售。大

洞村梨树种植面积由最初的 20 多亩，增至如今近

5000 亩，去年产果 7000 多吨，销售额近 4000 万元。

大洞村成了“网红村”，在外打工的村民纷纷返

乡创业、就业。唐泽川的小儿子唐克飞回村办起了铸

造加工厂。

如今，在大洞村工业园里，聚集铸造企业 24 家，

生产电机配件、刀具、猛火炉等，年产值 4 亿多元。其

中，梨花牌刀具成为热销旅游产品。

大洞村坚持党建引领，发展生态产业，推进乡村

旅游，走出了一条“农工旅”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之

路，去年全村人均纯收入突破 1.9 万元。

“致富不忘感党恩。”大洞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唐杰说，乡亲们打算 6 月底或 7 月初举办第三届

大洞采摘节，办水果丰收宴，庆祝党的百年华诞。

——同心奔小康

启航新征程

奋斗百年路

文|虢安仁

【名片】

周竹安（1891-1977），湖南长沙望城人。

1926 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 年调到党中

央机关从事保卫工作。1929 年被派往法国工

作。1939 年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社会部

从事情报工作。1946 年转中央社会部上海吴

克坚情报系统。1948 年回长沙养病，1949 年

在长沙建立秘密电台，对推动湖南和平解放

起了关键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外交部首

任机要处处长、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驻保加

利亚大使等职。

他是鲜为人知的法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

成员，是重庆酒精厂呼风唤雨的秘书，是《新

华日报》的“金库”，是联络代号为“象”的情报

人员……他就是隐蔽战线的湘籍战士——周

竹安。

教书先生干革命，“账房先生”
海外忙

师从教育家徐特立，投身长沙教育界从

教 14 年，周竹安曾是长沙师范学校师生嘴中

“胸罗锦绣，口吐珠玑”的不世之才。马日事变

后，他改名周竹安转入党的地下工作。

1928 年 2 月，周竹安赴武汉，在旅馆里意

外被捕。原来，党组织派遣了一个从未与周谋

面的交通员，持信予周竹安转交熊瑾玎，但信

还未送到，交通员就被捕了。特务根据地址找

到周竹安，并将来找周竹安的曾三等人一同

拘捕。特务严刑逼供，让他与交通员对质，但

他抵死不招。

保释出狱后，党组织安排他到上海，在周

恩来、李维汉指导下，与熊瑾玎一起租赁房屋

作为中央机关用房，担负中央机关保卫工作

人员。熊瑾玎以“福兴号”商店老板为掩护，周

竹安则做了“熊老板”的会计，从此踏上了“经

商”路。

后来，周竹安受党组织派遣到比利时、法

国留学和工作 13 年，也是以“账房先生”身份

作掩护。其间，他与吴克坚、何以端等人一起

在海外进行抗日宣传和华侨统战工作。

酒精厂秘书能量大，投资出版
拍电影

1939 年秋，周竹安回国返湘。1940 年 1 月

赴重庆，在化龙桥与吴克坚重逢。此时对外

身 份 是《新 华 日 报》总 编 辑 的 吴 克 坚 ，党 内

职 务 是 中 共 中 央 南 方 局 社 会 部 委 员 。南 方

局 书 记 周 恩 来 认 为 周 竹 安 在 国 外 工 作 多

年，其中共党员身份在国内没有暴露，遂安

排他在社会部从事情报工作，由吴克坚、熊

瑾玎联系。

“中共红色管家”熊瑾玎介绍周竹安给私

营国防动力酒精厂总经理任宗德；任宗德聘

请周竹安为酒精厂秘书，后增聘为第三厂经

理。此时，周竹安结识了吴克坚的发小、湖南

平江同乡黄雍和郑挹梅夫妇。黄雍是黄埔一

期毕业生，在国民党内人脉广泛。

周竹安一边从事酒精厂管理工作，谋划

兴办企业、积累资金；一边深入敌人中枢机要

部门，联系国民党“中央调查局”核心内线工

作人员，获取国民党中央与特务机关的重要

情报。他深得任宗德信任，动辄经手数以亿计

的经费，并资助我党《新华日报》度过艰难岁

月，被誉为《新华日报》的“金库”。

当时，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指导

下，周竹安还参与组建了大孚出版公司、昆仑

电影制片厂，在国统区发布进步作品、拍摄进

步影片，安置保护文化艺术界人士，与国民党

进行文化斗争。

湘绣生意做掩护，长沙地下
设电台

“象：程潜只要决心反桂系，并布置截断

桂系退路……是可以谅解的……程应力求留

在长沙，作为内应……”这是 1949 年 6 月 27

日，中共中央给策动湖南和平起义的工作人

员的电报指示。而这个代号“象”的人，便是周

竹安。他的女儿湘田回忆，长沙解放前夕，总

见到“父亲和他的朋友晚上打麻将”。

1946 年秋，周竹安转中央社会部上海吴

克坚情报系统，公开身份是上海大孚出版公

司编辑。

1948 年 10 月，经党组织批准，周竹安回

长沙老家养病。与此同时，黄雍也奉吴克坚指

示回湘，出任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处

湖南分处主任。1949 年 1 月，吴克坚、何以端

指示黄雍在湖南开展工作，促使陈明仁、李默

庵及其他黄埔同学拥戴程潜和平起义。黄雍

提出了配备电台的要求。

1949 年 5 月 7 日，周竹安偕同译电员章

朴以“做湘绣生意”的名头由上海飞抵长沙，

领导黄雍小组并建立了社会部吴克坚情报系

统长沙工作电台，黄雍、郑挹梅等人负责掩护

电台。

1949 年 6 月 2 日，周恩来在发给乔木（乔

冠华）的“6·2 指示”中指出：“争取程潜、李默

庵、陈明仁站在我们方面反美反蒋反桂极为

必要，请你们认真进行此项工作，如有可能，

应与程潜或李默庵建立电台联系。”6 月上

旬，周竹安社会部长沙工作电台转为直属中

共中央的长沙电台，联络代号“象。”

选址充电多险象，和平解放
立大功

建立地下电台，首要问题在于选择台址，

既要不被敌人侦测台发现，又要便于发报。长

沙电台先是安放在黄雍家里，后转移到离长

沙城区 50 余里的九福乡周启铎家里。周竹安

不仅动员家人参与到保卫电台的工作中，还

专门抽调 40 人组建精干小队，夜晚二十里范

围内巡逻，确保地下电台安全。

地址选好了，用电的问题又来了。乡村尚

无发电供电设施，只能使用 6 只汽车电瓶代

替 。为 了 确 保 电 瓶 充 电 顺 利 ，设 置 专 职“ 交

通”6 人往返城乡，与敌人斗智斗勇。变换充

电路径，更换电瓶掩护包装，变换城内收发

地 点 ，在 近 郊 城 外 增 设 收 电 瓶 处 所 防“ 宵

禁”，如此周密安排，还是被敌人水上警察发

现一次，危急关头，“交通员”迅速将电瓶扔

到水里才脱险。

7 月 4 日，周竹安收到毛泽东专电并转

呈程潜：“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

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

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

意见均属可行……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

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

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

解 。”这 封 电 报 ，彻 底 消 除 了 程 潜 的 疑 虑 。

7 月 4 日以后，双方就具体事项多次往来电

文进行磋商。

1949 年 8 月 4 日 ，程 潜 、陈 明 仁 通 电 起

义，8 月 5 日解放军开进长沙城，长沙和平解

放。长沙电台完成了历史使命。9 月，周竹安

应李克农电召，赴北京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其

间，撰写了《长沙电台总结报告》。9 月 16 日，

周恩来听取周竹安汇报并审阅《长沙电台总

结报告》后批示：“竹安同志立了大功，工作分

配请克农同志安排。”

主要参考文献

《湖南解放纪实》 岳麓书社

《周竹安传》 中共党史资料

从不懂技术到成为土专家，从只会卖梨到学会“卖花”，蓝山大洞村村
民不断摸索——

梨花开，客人来

周竹安：

百变穿烽火 笑看和平花
——我党隐蔽战线百年斗争秘闻

周竹安（资料图片）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6 月 18 日讯（记者

刘瀚潞）今天，记者从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

文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湖南省美术书法摄影展”将于 6 月 30 日在

湖南美术馆开幕，届时将展出美术、书法、摄影作品

500 余件（幅）。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湖南省美术书法

摄影展”，由“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湖南大型美术作品展、“伟业”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书法篆刻作品展和“红色·绿

色·古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多彩潇湘影

像长卷作品展三部分组成。

此次展览有三大亮点。一是主题鲜明。美术作品

展精选秋收起义、湖南和平解放、“半条被子”等 60

个 重 点 选 题 ，组 织 4 批 党 史 和 美 术 专 家 组 指 导 创

作，党史与艺术交相辉映。书法篆刻作品展从党史、

革命诗词、历朝历代爱国诗词等选取内容，传承红

色基因。影像长卷作品展聚焦韶山、沙洲村、十八洞

村等地红色胜景。二是参与范围广。活动中，全省美

术力量共同参与创作，老一辈艺术家笔耕不辍。书

法 作 品 展 吸 引 了 全 省 书 法 家 、书 法 工 作 者 踊 跃 投

稿；来自全省 14 个市州摄协会员单位的上百位摄影

师积极投入创作，用影像展现多彩潇湘。三是规模

大、质量高。美术作品展将展出中国画、油画、版画、

水彩画、雕塑等多个门类共计 150 余件（幅）美术作

品；书法篆刻作品展将展出包括篆、隶、楷、行、草、

篆刻、刻字等 7 个门类共计 280 余件（幅）作品；影像

长卷作品展创作了 3 个长度达 100 米的影像长卷，总

长度为 300 米，为全国首创，也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

单幅摄影作品。

本次展览由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文联

主办。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湖南省美术书法摄影展”30日在长启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