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天清晨， 随着第一缕阳光照
进百亩大棚里， 吉如意就开始忙碌
起来。 此前，30岁的吉如意一家人
一直在云南种植大棚花艺。“自产自
销，运输到全国各地。”

近几年， 文家市借助地方红色
旅游的热潮， 开始大力发展屋场文
化建设。去年，吉如意一家人从云南
回到了文家市镇的沙溪屋场， 在当
地政府的大力促进下， 一口气种植
了150亩花海，每年产值达450万元。

福之阳木艺的老板陈智， 同样
是屋场文化的受益者。 一方仿古茶
桌，一杯本地清茶，陈智不停地通过
手机来接单。“屋场文化兴起后，越
来越多的游客来参观， 我的生意也
有了很大的改观。”陈智说，如今自
己每年的销量在200万元左右。

位于沙溪村的沙溪屋场， 居住
村民多数姓陈， 于明朝时期从江西
九江迁居于此， 至今已有近五百年
历史。2016年10月开始， 文家市镇
全面启动沙溪屋场建设， 借助全域
美丽浏阳创建的重大机遇， 致力于
“打造田园综合体， 建设醉美文家
市”，以全域美丽文家市献礼秋收起
义90周年，迎接八方来宾。

如今，以沙溪屋场、红旗屋场、
里仁屋场为代表的美丽屋场逐渐涌
现。屋场在建设，乡村在成长，“望得
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全
域美丽文家市正在步步实现。

在浏阳文家市， 当地人招待客
人必上一道叫“毛栗炖鸡” 的特色
菜。原来，1917年，毛泽东在文家市
做社会调查时， 在一师的同班好友
陈绍休家附近种下了两棵板栗树，
由此引出一段温暖的红色记忆。

“每到秋天， 树上还能结出不少
板栗！” 作为板栗树的守护员，52岁的
陈典惜照看板栗树就像呵护自己的孩
子一样。 他告诉记者，1917年冬天，当
时就读于湖南一师的毛泽东同浏阳同
学陈章甫、 张辉舟一行来到文家市铁

炉冲，住在爷爷陈绍休家中，开始了为
期20多天的农村社会调查。

当毛泽东即将作别陈家时，他
向陈绍休提议栽树留念， 随后便将
两株板栗树树苗栽种在陈家老屋附
近的铁炉冲山头上。

1920年， 陈绍休与兄弟陈绍常
在毛泽东等人的组织下赴法国勤工
俭学，不料次年因病去世。其弟陈绍
常1926年学成回国， 曾任湘鄂赣边
区政府驻军二军分区兵工厂特派员
等职，1933年不幸被左倾分子枪杀。

不过， 两棵板栗树引出的温馨故事
却一直在延续。

“解放后， 陈家后人和文家市政
府多次选摘板栗寄给毛主席品尝。”甘
武告诉记者， 后来村民们把板栗树的
种子撒播在两棵母株的四周。如今，整
座山坡上遍布着数十棵板栗树， 形成
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板栗林。

1967年， 这两棵板栗树被浏阳
列为革命文物树，并挂上保护牌。

2007年7月，它们上榜湖南省第
三批古树名木保护名录。

在文家市会师旧址，外墙上用
几块玻璃保护起来的标语依旧清
晰可见。文家市会师当晚，毛泽东
与各路革命军就是在这里召开了
决定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会议。

1927年9月20日上午，起义部队
1500余人离开文家市向南进发。9月
23日，起义部队在芦溪镇遭反动军队
伏击，损失数百人，总指挥卢德铭牺
牲。9月29日，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
湾村时已不足千人。10月3日，起义部
队开始向井冈山进军。10月27日，起

义部队到达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的
茨坪，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
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承勋吾爱： 我昨日到达浏阳
县之文市， 今日又要到长沙去，我
本想回长沙来，借此与你会会面以
慰离别之苦，但是又无缘了。”在文
家市会师旧址陈列馆里，记者见到
了这样一封家书。字里行间，满是
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对手足妻儿的
深切眷恋。

写信的指战员名叫陈毅安，曾经

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攻克了敌人三个
团，深受毛泽东赞赏。他一共给妻子写过
54封家书，最后一封信，妻子却只收到了
两张白纸。妻子看到后伤心欲绝，因为他
们曾经约定，“如果哪天收到一封没有字
的信，那就代表我已经牺牲了。”

“在这里工作，你会知道许多别人
不知道的故事， 能更加真切地感受到
革命先辈舍我其谁的豪迈气概。”纪念
馆宣传科科长甘武已经在这里工作6
年了， 每天看着纪念馆一点一滴的变
化，心中不免感慨。

“用先辈们干革命的精神干事业！”

“爸爸，我又来看你了。”在平江
起义旧址门前的松柏下， 每次来到
平江，75岁的田奶奶都会带着一束
黄菊，庄重地放在松柏树下，肃然，默
念。1990年，田长江80岁，病重，最终
没能熬过当年10月。

1928年，18岁的田长江跟随国
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一团来到平
江，看到的却是血腥的场景，每天早
晨和午饭后， 听见的却是低沉而凄
厉的杀人号声，一天两次地杀，每次
杀十来个。

1928年7月22日早饭后， 团长
彭德怀背着望远镜来了。 连长就大
喊一句：“田长江， 吹号带枪集合！”
这一声号角吹响了平江起义的冲锋
号，800勇士向县城发起进攻，活捉
伪县长，成立了工农红军第五军，为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起到至关
重要的作用， 也为中国革命胜利奠
定了重要基础。

因为父亲，1990年， 田奶奶第
一次踏上了平江这片热土， 送父亲
魂归平江。 她第一次看到了父亲当
年住过的地方———天岳书院， 即现
在的平江起义旧址， 这里曾住着平
江起义中的独立第五师一团一营。

书院门口， 两根四方麻石檐柱
撑起着大门，门框上镶嵌着“天岳书
院”黑底镏金匾。书院门前，彭德怀
横刀勒马的铜像高高耸立。

“我们就在天岳书院前的一棵
松柏树下， 撒下了父亲的骨灰，”田
奶奶说，“这应该是父亲所期盼的，
和彭大将军一起守望平江。”

徐校雄介绍， 目前的平江起义
纪念馆有“平江起义史料”、“彭德怀
同志光辉业绩”、“英雄的平江起义
团” 三大陈列， 展品包括珍贵实物
164件，图片600张，真实地反映了彭
德怀元帅及其领导的平江起义对创
建人民军队所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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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沙星沙收费站上长浏高速，到洞阳互通上平汝高速，向北1个小时的车程，便可到
平江。平汝高速的“平”，指的即是平江。作为平江起义发生的地方，这里也是中国革命新生
的一个起点。

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声震全国的平江起义。
这是继武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著名武装起义，成立
了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五军。

在平江县党史研究员徐校雄看来，当时的平江交通便利，地邻长沙，工人力量集中，加上平
江人与生俱来的血性性格，天生带有不甘于压迫、敢于反抗的基因，为起义提供了有利基础。

“青山幽径，红色沃
土。文家市，这座人文
鼎盛的会师小镇，在中
国革命史上注定要留
下浓墨重彩一笔。

1927年， 中国共
产党在湖南、江西边界
领导发动了轰轰烈烈
的秋收起义。鉴于三路
起义部队均受挫，毛泽
东当机立断改变了攻
打长沙的计划，并以前
委书记的名义通知起
义各部队到浏阳文家
市集结。

1928年7月22日，
彭德怀在团部召开排
以上干部会议，揭露国
民党反动派的罪恶之
后，部队在城郊男子中
学(原天岳书院)操场举
行誓师大会。800勇士
越过浮桥，向县城发动
进攻，一举解除了城内
反动军警2000多人的
武装，起义部队占领了
县城。

“重走建军之路，
重温‘八一’军魂。”8月
3日， 三湘都市报与江
南都市报、楚天都市报
携手推出的“军旗飘
飘———湘鄂赣致敬建
军90周年大型联合采
访”活动来到湖南浏阳
文家市、 岳阳平江，踏
寻老一辈革命先烈足
迹，感受工农红军点燃
星星之火的红色力量。

■记者 张浩
通讯员 姚志峰 郭日存

1928年：他吹响冲锋号
现在：他魂归平江 “我们要用先辈们干革命

的精神干事业！只有我们的事
业更成功，才能更好地回报社
会。”八一建军节前夕，出生于
湖南桑植的优冠实业集团董
事长钟高明内心“热血激荡”，
组织公司员工一起追忆90年
前浴血奋战的红色往事，畅谈
如何让先辈的精神血脉薪火
相传。

“只准前进 不准后退”

钟高明追忆，1927年，贺
龙率领包括3000湘西子弟兵
在内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
开赴南昌参加起义，并担任起
义总指挥，打响了武装反抗国
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南昌
起义参加者共2万余人，至今
留下姓名者仅1042人。”钟高
明说，“几十年来，每一个贺龙
元帅的家乡人都子孙相传，从
不敢忘。”

作为80后的创业者，钟
高明从小深受先辈的精神熏
陶，甚至在管理企业时也不忘
时刻鞭挞自己。他的手机微信
中时常会转发一面令旗———
“只准前进 不准后退”， 这是
参观贺龙纪念馆时拍摄的。

“贺龙元帅还曾兼任国家
体委主任，是中国社会主义体
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钟高明颇为感慨，优冠实业集
团从事的正是体育产业！以塑
胶运动场材料、人造草+天然
草混植草坪等为主导产品，申
报100多项国家专利，其中优
冠改性TPU获得国家发明专
利证书。目前，优冠产品已经
活跃于俄罗斯、法国、伊朗、迪
拜等20多国市场。

“优冠集团要力争成为

全国乃至全球顶级赛事的场
地供应商。”2016年9月，时任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和时
任湖南省委副书记、 代省长
许达哲调研优冠实业集团时
勉励钟高明。方向明确，优冠
实业集团正全力依托长沙经
开区汨罗产业园打造我国中
部地区首家体育设备制造产
业园。

为社会尽自己
最大的一份力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
千山只等闲。”钟高明谈及创
业理念也是别有心得，“每一
位创业者， 都应该去深刻理
解长征、理解长征精神。我们
只有用先辈们干革命的精神
干事业， 才有可能更接近成
功！”

在钟高明看来，贺龙不仅
是军人，还是一位教育家。“他
从当营长开始， 一生中领导
创建各类学校1800多所。他
说，不重视教育的人，做不成
大事。”贺龙元帅的教育情怀，
更是深深触动这位“家乡人”。

“我曾经也是一名贫困学
生， 一位好心人捐助的几百
元帮我渡过难关。感同身受，
今天我作为一名企业家，有
义务也有责任在促进企业发
展的同时， 为社会尽自己最
大的一份力。”今年正月初八，
钟高明与员工代表一起再次
来到桑植捐资助学10万多
元。 连续5年的助学行动，廖
汉生红军学校获物资及现金
资助达60余万元。2011年，钟
高明还发起成立200万元“优
冠助学基金”。截至目前，已捐
助近百名贫困学生。

板栗树前重温红色岁月 松柏枝下追忆浴血往事
借助红色精神，文家市打造屋场文化全域乡村旅游 用革命精神干事业，优冠欲打造中部首家体育设备制造产业园

最后的家书，是两张没有字的白纸

青年毛泽东在这里种下了两棵板栗树

借助红色精神
打造屋场文化全域旅游

8月3日上午，游客正在参观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

红色文化在这里传承会师小镇

平江起义 中国革命新生的起点

往事

今朝

前辈 后人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匡

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
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
霹雳一声暴动。”在浏阳市“秋收起义文
家市会师纪念馆”大厅的玻璃墙上，一首
毛泽东主席的《西江月·秋收起义》，将记
者带回了那个血与火的年代。

毛泽东曾于文家市镇栽种的两棵板栗树。

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

沙溪屋场，一名年轻人正在为花海进行整理修剪。
本版图片均由记者 张浩 实习记者 应茜文 摄

8月4日下午，优冠实业集团总经理肖帅（左二）为
参观者讲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