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麓的涓涓细流，一路融汇百

川，奔腾到海，黄河宛如一条巨龙，盘旋在祖国的大地上。

有人见过她的娴静温柔，有人见过她的凶猛暴戾；有

人见过她的水清见底，有人见过她的泥沙俱下……

真可谓，说不完的黄河，看不尽的黄河。

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记者走进位于黄河岸边的黄

河博物馆，获得了“一日概览黄河”的难得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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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今天，烈士们的心愿，在我们的眼前实
现，我们一定要倍加珍惜，不要忘记：安定团
结就是最大的幸福……”这是9月17日上午，
记者在位于新县的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
馆游客中心的留言簿上看到的一段留言，留
言密密麻麻写了一页多纸，大概有千字。

博物馆工作人员黄敏回忆，那是 2017
年 10月 21日，来自哈尔滨的游客郝志宏在
博物馆参观两小时后在游客中心站着写
的。当时她一个人，背着行囊，边写边流
泪。那时，党的十九大正在北京隆重召开。

捧着写满游客参观感言和建议的留言簿，
黄敏自豪地说：“鄂豫皖苏区首府厚重的红色
历史，是我们老区最鲜艳的名片。这些年，来
我们馆参观的游客逐年上升，去年接待69.8万
人，今年前8个月已经接待了近40万人。”

新县被称作“红军的故乡，将军的摇
篮”，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心和首府所在
地，这里先后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
军、红二十八军等主力红军。长期的革命斗
争，为新县留下了 365处革命历史遗址和纪
念地，其中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7处，
省级 20处，包括鄂豫皖苏区首府旧址、鄂豫
皖苏区首府革命烈士陵园、鄂豫皖苏区首府
革命博物馆在内的新县革命纪念地，被中宣
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参观了革命教育基地，心情非常激动，
这么多革命先烈流血流汗，才有了我们今天
的幸福生活。”

“愿先烈英灵，护佑祖国繁荣富强、人民
幸福安康！”

……
留言簿上，一页页力透纸背的文字，写

下了后辈对先烈的深刻缅怀；一条条饱含深
情的留言，道出了人们对英雄的无限敬仰；
一句句发自肺腑的话语，说出了百姓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越来越多的游人走进红城新县，走进大
别山革命老区，革命先烈的红色故事被广泛
传颂，革命事业的红色基因被代代传承，引
导人们坚定跟党走。

根据留言簿上留下的电话，记者拨通了七
旬老人郝志宏的电话。她高兴地说：“昨天在
网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到鄂豫皖苏区首府革
命博物馆的消息，非常激动。”郝志宏还在电话
里给记者朗诵起她写在留言簿上的诗句：

“……让我们心连心、手拉手，跟着习主席一起
走，坚定不移，脚踏实地，永远永远跟着党！”

博物馆馆长汪蔚告诉记者，新县按照“建
成全国重要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红色旅游基
地、红色文化传播基地”的目标定位，深入挖掘
和保护红色资源，不断整合提升全县红色旅游
资源，不仅红色旅游品牌叫响全国，而且持续带
火了山水游和乡村游，“红绿相映”的全域旅游
已成为老区人民脱贫增收的支柱产业。③9

●黄河文明演进的缩影

距黄河不远处，静静伫立的砖红色小楼，就是我国最早成立的河流博
物馆——黄河博物馆。这里的黄河主题展览，被誉为“黄河巨龙的缩影”

“一部黄河的百科全书”。与它遥望的，既有黄河中下游的地理标志郑州
桃花峪，又有黄土高原的终点。

“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黄河博物馆的大厅内，是毛泽东
同志潇洒飘逸的红色草书大字。在大字后面，则是电光映照下的黄河壶
口瀑布。

在中国，没有哪条河流像黄河这样，让炎黄子孙寄托着如此深沉的情
感。毛泽东同志这句话，既朴实无华，又掷地有声，道出了黄河与中华民
族天然的血脉联系。

黄河博物馆里，图片、化石、出土文物等一应俱全，形象简洁地勾画
出了中华民族的孕育脉络。场景复原和声光电技术的运用，让我们迅
即产生了强烈的“沉浸感”。

蓝田人、大荔人、丁村人、河套人、仰韶文化等，在这片土地上薪火
相传。“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被视为中国历史文化的渊源。

王朝、文字、姓氏文化……华夏文明的不同载体，让这个博物馆充
满了“张力”。

我们在参观时，正逢从广东来的两位大二女生，其中一位姓叶的女
生，从小就听说先人来自河洛地区，特想来黄河看看。在密密麻麻的姓
氏起源图中，她终于找到了叶姓，而且得知叶姓的发源地，就在距郑州
不远的平顶山叶县，开心得不得了。

上下5000年的文明史中，黄河流域有3000多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中国
历史上的八大古都，有五个在黄河流域，闻名世界的中国四大发明，均诞生于黄河流域。看
到这些，我们可以自豪地说，黄河是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母亲河。

●一部黄河史，一部治水史

围绕黄河的外形、独特的色彩和丰富的内涵，黄河博物馆用独特的“语言”，浓缩了一部黄河
变迁、黄河文化和黄河水利史。

在千秋治河展厅，墙上玻璃罩内一张斑驳的石刻图片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上面有“道光廿
三年河涨至此”的字样，在讲解员的介绍下，方知这张照片摄于渑池县东柳窝村，其中这块石头，
标示着黄河水曾经涨到的位置，以警示后人。

一块风化严重、盐碱侵蚀石头的图片，无声地告诉人们，历史上黄河的水患，带给人们多大
的灾难。在三门峡一带，至今还流传着一首歌谣：“道光二十三，黄河涨上天；冲了太阳渡，捎带
万锦滩。”当年官员上报的奏折里，就有“河水陡涨二丈有余，满溢出槽”的内容。

墙上的历史在诉说：在1949年前的2540年间，黄河决口1590次，改道26次。黄河治理的
难度可以从一句古话看出来：黄河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次大改道。更不用说开封“城摞城”的现
象了。每一层城池下，埋葬了多少苍生的性命！

海晏河清。中国老百姓时常把黄河的治理与天下太平的梦想联系在一起，可见黄河治理之
要、之难。在传说中，就有大禹的父亲鲧为治水不力丢了性命，就有大禹治水13年“三过家门而
不入”的故事。历史上也出现过贾鲁、潘季驯等杰出的治河专家，提出并实施了“分流、浚淤、堵
塞”“以堤束水、以水攻沙、水沙并治”等治河方略。

在展厅的墙上，一幅黄色的长卷，被称作不可多得的“宝贝儿”。这是一幅民国时期豫冀鲁
黄河工程图，密密麻麻记录了清代黄河历次决口的位置及当时的河防工程。

千百年来，囿于社会制度和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加之战火连绵、时局动荡，黄河安澜、惠泽神
州，常常只能是人们的美好愿望与梦想。

党领导人民治黄以来，黄河70余年没有决口，真正实现了岁岁安澜。随着三门峡水库、小
浪底水库等陆续发挥作用，通过运用调水调沙等手段，黄河克服了断流问题，实现了连续20年不
断流，维持了河流的健康生命。

●新时代，新使命

从世界屋脊一路向东，黄河穿越崇山峻岭，百折不挠，归流大海，行程5464公里，不仅哺育
了两岸人民，也是不屈不挠民族精神的象征。

然而，黄河仍面临着一系列困扰：来水过少的问题，泥沙淤积带来的地上“悬河”问题，水质
污染问题等。黄河的保护与开发成就斐然，但仍属刚刚破题，后续发展充满挑战。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兰州考察时指出：黄河、长江都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保护母
亲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

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
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在黄河博物馆里，有两张对比鲜明的照片让人印象深刻，一

张是断流时的黄河河口，河床龟裂，湿地归零；一张是黄河河口生态恢复的照片，花红草绿，
如幻如梦。

这是黄河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缩影，也昭示了黄河生态文明建设的光明前景。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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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县城区的英雄山上，“八面红旗”高高飘扬（9月17日摄）。每一面红旗，都代表了从这里走出的一支红军队伍。⑨6 本报记者 史长来 摄

□本报记者 董学彦 胡巨成

9月 18日，在庄严肃穆的鄂豫皖苏区首
府革命博物馆，记者从新县红军后代、革命烈
士家属代表的话语中，深深感受到老区人民
对总书记的衷心爱戴，深切感受到老区人民
牢记总书记嘱托，传承红色基因、永远跟党走
的坚定决心。

永远做红色基因的传承人

9月 16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鄂豫皖
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会见当地红军后代、革
命烈士家属代表。“我当时很紧张，但看到总
书记温和的笑容，心里很快就平静下来。”红
军后代、革命烈士家属代表黄德耀说。

黄德耀来自大别山一个革命世家。他的姥
姥晏春山被誉为“大别山江姐”，爷爷黄本富也
是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姥爷潘家年、母亲潘凤
英、父亲黄世祥均是老红军。退休前，他是新县
检察院的一名干部，现在被大别山干部学院聘
为访谈教学课老师，讲的就是“满门忠烈”。

他说：“只要能讲动，我就要把这个红色
基因、把前辈们的光荣传统一直讲下去。”

刘小妹的爷爷刘名榜 1928 年参加革

命。上世纪50年代，八一电影制片厂以刘名
榜为原型，拍摄了电影《五更寒》。刘小妹现
在是新县县委的一名干部，家里出了多位革
命烈士。

刘小妹说：“总书记的话在我心里扎了
根，我不仅要站好红色接班人这个岗，而且要
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

像打江山一样建设家园

一口浓浓的乡音，让记者不得不一遍遍确
认他说的每一句话。为了弄清他的姓名，记者
递过采访本，请他把姓名写在上面。但老人却
接过笔写在自己满是老茧的手上：叶志立。他
憨厚地笑着说：“字不好，就不写你本子上了。”

叶志立今年71岁，是革命烈士叶成焕的
继子。叶成焕 1929年参加革命，1938年牺
牲时年仅24岁，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
六旅七七二团团长。

记者见到叶志立时，老人连声感叹：总书
记会见红军后代、革命烈士家属代表，真是太
令人激动了。

叶志立没见过父亲，却记住了祖辈教育父
亲的话：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70多
年来，老人一直住在新县郭家河乡土门村的老

宅里，为从未谋面的父亲守孝，用朴实的言行
守护着一个红色家庭的尊严与荣光。

叶志立说，由于拙于言词，他没能和总书
记说上几句话。其实他很想告诉总书记，托
共产党的福，乡亲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水泥路通到村，青石路连到门，红色旅游把自
己的家乡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公园。

张爱华和潘国章是红军后代，也是一对
夫妻。出于对革命先烈的敬仰，他们曾义务
守护“红军洞”革命遗址55年。

“总书记说吃水不忘掘井人，让我们非常
感动。”张爱华说，“作为革命后代，我们有责
任继承先辈遗志，把家乡建设好，告慰革命先
烈。”

“现在，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茅屋变成了
小洋楼，野菜变成了鱼和肉，吃穿不愁样样有，
我们过得很满足。”张爱华的脸上充满自豪。

吴铁壁是开国中将吴先恩的儿子。从总
书记的讲话中，他感到了一种情怀和力量。
他说：“总书记牵挂的是老区人民的生活，思
考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与担当。我们要把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
心和使命代代传承，拿出革命先烈打江山的
劲头建设祖国。人民群众一定会更加幸福，
我们的祖国一定会更加强盛。”③3

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

□本报记者 王映 胡巨成

苍山拥抱，碧水环绕，一道道梯田水塘
错落有致，一排排土坯瓦房朴实静美，村头
学校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在天空中格外耀
眼。

大别山的红与绿，在岁月的调色板上无
数次糅合浸润，才化作今日新县田铺大塆的
五彩缤纷。

9月 16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一行来到
田铺大塆。

那一刻，小山村走进了大世界。

山村多“创客”

身处新县这块红色的沃土，田铺大塆也
沉淀着浓重的红色基因。

战火纷飞的岁月，田铺乡诞生了一代名
将许世友；乡亲们曾经有过的奉献和牺牲，
让村后青龙岭的苍松翠柏永远铭记。

万象更新的新时代，春风春雨让大别山
区旧貌换了新颜，田铺人也在开辟着乡村振
兴的新征程。

2014年，田铺乡政府与田铺大塆村“两
委”着手村庄改造建设，发展乡村旅游。村
庄道路、供水排水、人工湿地、大塘花田面目
一新，原始风貌却应留尽留。两年后，村里
成立三色农耕园艺农民专业合作社，与上海
一家旅游管理公司合作，背靠青山绿水，打
造“创客小镇”。

“啥是‘创客’呀？”村民们问。
合作社负责人用通俗易懂的话解释：

“‘创客’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想到一个‘好
点子’，再用这个‘好点子’走出一条致富路。”

其实，直到村民们的老宅被一处处改造，
村里如雨后春笋般“长”出一间间咖啡馆、主
题商店、手工作坊和特色民宿，游客从几百公
里外的大城市跑来流连忘返的时候，“创客”
在村民心中的形象才真实和丰满起来。

而山村原有的价值也被相继呈现，竹编、
皮影戏和茶油、蜂蜜一起，成为游客追梦的好
素材。古老的田铺大塆，与市场拉起了手。

创新创意融入美丽山水，现代小店碰撞

古老村落，田铺大塆把创业平台给了返乡农
民和大学生，村民们既能入股分红又能在家
门口打工就业，随着更多游客涌入，村民的
日子也更加滋润。

2018年，游客超过35万人次，旅游综合收
入1500多万元，吸纳就业120余人，其中建档
立卡贫困户10人，年人均增收1.8万元——创
造这些数字的，就是这个只有81户 295位村
民、367间房屋、名叫“大塆”的小山村。

乡愁载不动

虎头帽、虎头枕、老布鞋、花鞋垫……满
满的“怀旧风”摆满货架，五颜六色很是好
看。

田铺大塆“匠心工坊”的店主彭芳珍大
学毕业后一直在北京打工，有一年回乡探
亲，看见老家的红色游、绿色游越来越兴旺，
一下子动了心思。

每一件手工绣品，都是彭芳珍向附近村
的村民收购的，店里还有一位绣娘用最原始
的技法现场展示，一针一线绣出了载不动的
乡愁，直扑游客的心底。

“我现在特别满足！”彭芳珍说，“回家
了，既能照顾老人孩子，又能开店挣钱，日子
就像这墙上的‘福’字一样红火！”

竹子，又称“不秋草”，取永不凋谢之意，
当地人以此为名建起竹编工艺品体验馆。

竹编手艺人余品林今年63岁，是新县非
物质文化遗产竹编工艺的传承人。过去，他
风餐露宿、走村串乡给人编竹器，这两年在田
铺大塆安了家，用山上的竹子编出生活的美
好，也编出对传统工艺那份依依不舍的情怀。

余品林身边总围着许多游客，有兴趣的
人还会跟他学上两手。他将复杂的工艺进
行拆解，让学习的人能够一目了然、快速入
门。“俺在周围村里收了 5个徒弟，尽力把这
门技艺传下去，老祖宗的东西绝不能丢了。”
余品林说。

创业好还乡

“老家寒舍”是田铺大塆的一家民宿。9
月 16日，民宿主人韩光莹特地准备了板栗、

野生猕猴桃、野生菱角这些山中物产，热热
闹闹摆满一桌子招待特别的客人。

习近平总书记与韩光莹一家围桌而坐，
亲切地唠起了家常。

“总书记能在百忙中到我们村走一走、
看一看，真是太让人激动了。”韩光莹表示，
他有信心带动更多的村民加油干，共同致富
奔小康。

“老家寒舍”客厅的墙上，展示着韩光莹
一家的红色履历：爷爷是伤残老红军、三爷
爷是红军烈士、父亲是有着46年党龄的老党
员。先辈初心，韩光莹时时回望感悟。如
今，他已成为村里返乡创业的带头人。

韩光莹几年前曾在韩国打工，在网上看
到美丽家乡的建设画面，心里直痒痒。他索
性辞去工作回到田铺大塆，投资 20多万元
将年久失修的老房改造成民宿，年收入近
10万元。

“老家寒舍”的成功示范，让村民们放开
了手脚，村里相继建起11家民宿。韩光莹牵
头成立民宿合作社，建了民宿接待中心，所
有民宿规范经营，统一管理，携手共赢。

“希望更多的乡亲参与进来，把民宿的
规模越做越大，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生
活的美好。”韩光莹说。

还是老家好啊。乡村的样貌变了，村中
人口结构也悄然发生改变，田铺大塆的留守
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明显减少，返乡人
员一天更比一天多。

村民许秀清开的“春临农家”，是田铺大
塆的第一家农家乐。起初店里只有老两口
忙活，后来生意好得“顾不过来”，流水席能
开到下午三四点钟，儿子儿媳干脆带着两个
孩子从外地回来帮忙，从此一家六口过起忙
并快乐的日子。

“俺家原来是村里最穷的，现在成富裕
户了！”许秀清爽朗地笑了起来。

沧海桑田，山乡巨变。走出贫穷迈向富
裕的田铺大塆，正在把神圣的革命红和醉人
的生态绿，转换为推动新时代新发展的乡村
振兴实践，创造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创造
属于自己的美丽幸福家园。③4

田铺大塆是“老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