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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新闻·民生

本报讯 洪灵是杭州市

长河高级中学的毕业生，今

年高考她考了647分。来自

临安区板桥村的她，有着圆

圆的脸蛋，笑起来很甜。

这个月 21 日，洪灵将坐

上开往长春的火车，24 日是

吉林大学新生报到的时间，

她将成为通信工程专业一年

级新生。而她到目前为止去

过最远的地方，只是安徽歙

县的爷爷奶奶家。

爸爸这么大的时候，却

已经走遍大半个中国。爸爸

告诉她，你也可以。洪灵深

受爸爸的影响，要做一个独

立自主、眼界开阔的人。

洪灵的爸爸是安徽歙县

人，初中毕业后学了建房子

的手艺，开始走南闯北。在

帮洪灵的外公外婆建造房子

时，他遇见了洪灵的妈妈，从

此在板桥安了家。

这个家，如今有六口人，

爸爸妈妈、外公外婆、洪灵和

将上小学二年级的弟弟。家

庭的主要收入，来自爸爸走

南闯北帮人家建房。

洪灵说爸爸很辛苦，每

天早睡早起。“五六点就离开

家，基本上我起床后是看不

到爸爸的。哪怕最热的夏

天，爸爸也每天出去在太阳

底下造房子。”

爸爸手上满是劳作留

下的疤痕，脖子有时会痛，

洪 灵 说 这 应 该 是 积 劳 成

疾。

爸爸的勤劳让这个家一

点点在变好。十年前，家里

造起了三层的小楼。

爸爸是铁汉，但也有温

柔的一面。他在院子里开辟

了一小块菜园，种上菜，养些

花，让家温馨起来。

由于离家远，洪灵高中

住校。高考那天，爸爸爬上

学校附近的山，默默地为女

儿加油。这些是洪灵后来才

知道的。妈妈有点不理解，

都到学校附近了怎么不去看

一下孩子？爸爸笑着说怕影

响洪灵考试。

洪灵的成绩一直不错，

初中毕业后是能上临安中学

特重班的，不过她选择了长

河高级中学的宏志班。“长河

的宏志班免学费，还有资助，

还有每个月 520 元伙食费，

可以给家里减轻负担。”洪灵

笑着说，浅浅的酒窝出现在

脸上。

去年 11 月底，化学选

考成绩出来之后，82 分，让

洪灵有些沮丧，这是她最喜

欢 的 科 目 ，却 考 得 并 不 如

意。“考完就知道自己考砸

了，就哭，成绩出来又哭，想

到 就 觉 得 难 受 ，哭 了 好 几

回。”洪灵遗憾地说，“要是

再高 3 分，浙大的三位一体

就能过了。”爸爸却一直安

慰她：“你已经努力了，我

已经很满意了。”

洪灵很快调整好

状态。凭着一股子

劲，半年后，她愣

是把原本只能考

百 来 分 的 语 文 ，

高 考 时 考 到 了

120分。

这个暑假，洪

灵和同学成了一家

教 育 培 训 机 构 的 助

教，每天一百元底薪，上

晚班的话能多十块补贴。

这份工作并不轻松，助教需

要帮老师维护课堂秩序、和

家长沟通、打印资料、做下节

课的准备，快节奏的工作一

度让她忙得晕头转向。

洪灵说，虽然辛苦，收获

也多。她从很多家长身上看

到了为人父母的不易，也更

理解自己的爸爸妈妈了。

本报记者 黄伟芬 文/摄

宏志班女孩
暑假当助教挣学费在中国的近现代革命史上，方志敏是个闪光的名字。1935 年，方志敏在杭州

淳安茶山主持召开了他革命生涯的最后一个重要会议——茶山会议。之后，中国

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结束了北上行动。几天后，方志敏、刘畴西在江西怀玉山

不幸被捕。

今夕抚往，距离方志敏在茶山开会的那个晚上已经过去了近 85 年，但那一夜

发生的故事，仍然在被人们回想。

85年前，在茶山村，方志敏主持召开了他革命生涯的最后一个重要会议

英雄的精神光辉，至今仍照亮村民
85年前，在茶山村，方志敏主持召开了他革命生涯的最后一个重要会议

英雄的精神光辉，至今仍照亮村民

方志敏对村民说
我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

茶山村位于淳安县与安徽休宁县、歙县

三县交界处，一条水泥路从山脚下蜿蜒而上，

几十户人家散落居住在半山腰。

“1935 年 1 月 9 日先遣队大队人马过来

的时候，当地百姓看见有很多士兵，很害怕，

就躲到山里去了。”茶山村多位村民说，小时

候父辈、祖辈经常讲起红军的故事，“方志敏

骑着一匹白马，身着一件黄色披风，身材高

大。”

那天，能躲的村民都躲去山里了，村里只

留下一些病弱的老人。方志敏走到一户老人

的家里，对他说，老伯，别害怕，我们是红军，

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我叫方志敏，跟你

们村的方姓是同一个。

“这些人和以前碰到的部队不一样。”

老人很快放下了戒备。他甚至到处解释，

让大家别害怕，因为这是茶山人自己的队

伍。

村民们渐渐从山里走出来，打开门烧起

水，端出番薯玉米招待先遣队。“啥都不要，水

都不喝。”村民们说，红军纪律严明，不会拿大

家的东西，即使实在需要吃饭喝水也会先付

银元、铜板。

史料记载，方志敏认为茶山村视野开阔，

背靠山岗，有利于指挥作战，所以让军团部驻

扎，临时指挥部设在了村中祠堂。当夜，方志

敏在祠堂主持召开了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扩

大会议。在征得中央同意后，于次日清晨，方

志敏率领部队撤离茶山村，向位于怀玉山下

的化婺德苏区进发。

一周后，红十军团在怀玉山陷入十倍于

己的国民党军包围，方志敏通过封锁线时放

弃了求生机会，返回寻找大部队，于 1 月 29

日被俘，8月于南昌就义。

茶山会议，成了方志敏参加的最后一次

重要会议。

英雄的精神光辉
照亮了一代代村民

方志敏留给村民的，是一种情谊——这

情谊后来父传子、子传孙。

2011 年 6 月 27 日，“茶山的外甥女回来

了！”村民们讨论的人叫方梅，方志敏的女

儿。大家围着方梅，拉着方梅说话：“带你去

找爸爸，带你去看爸爸。”

于是，进了茶山村的茶山会议旧址——

方氏宗祠，祠堂中间挂着一幅画像。方梅一

眼就认出那是自己的父亲。

方梅感谢村民，是村民留住了她父亲的

样子，记住了她父亲的故事。

其实，更想说感谢的，是这里的村民。

村里曾有个老人叫汪里仁，出生于茶山

会议召开的 1935 年。自方志敏、刘英、粟裕

的临时住所修缮好，他每天都去打扫，没有报

酬，完全自愿，一直到 2017 年老人过世。他

曾说过原因：第一是对英雄的尊敬，第二是对

革命精神的敬仰。

还有一个人非常特殊，他是茶山村的老

大队长——余加仟。方志敏到茶山的时候，

他 8 岁，曾和村民一起给红军抬水烧饭。他

的儿子余名祥说，父亲心情好时，会说起那段

时光。父亲非常钦佩红军队伍高度自律、坚

韧不拔的作风，教育子女要勤俭持家、与人为

善、帮扶弱小。

依托茶山会议旧址和中国工农红军北上

抗日先遣队纪念馆，近年来，中洲镇紧紧围绕

“红色中洲”品牌定位，做强做大“红色”产业：

既宣传普及红色知识，又加大乡村振兴的探

索力量，并进一步通过“旅游+”模式带动文

化产业、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现代服务产业

升级。据悉，自 2016 年 9 月新纪念馆开馆以

来，中洲已经实现旅游人次、收入连续三年保

持 30%以上增长，各类讲解的场次突破了

4000 场，接受红色教育培训课程超过 25.73

万人次。

本报首席记者 鲍亚飞 通讯员 杨舒梦 汪仙妹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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