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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何 峰 沈孙晖
余姚市委报道组 谢敏军

春天的梁弄，山清水秀，松柏苍
翠。

这里，曾是全国十九块抗日根
据地之一——浙东（四明山）抗日根
据地的指挥中心，有“浙东延安”之
称，革命先辈在这片热土上抛头颅
洒热血。那段岁月，梁弄人民倾其所
有，不仅为中共浙东区委、浙东行政
公署等党政军机构提供住所，还冒
着生命危险为前线战士送粮送水，
谱写了一首首红色赞歌。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从 70 多
年前的硝烟中走来，如今的梁弄，红
色文化厚重耀眼，绿色产业蓬勃发展，
古色风韵保存完好，金色风情乡愁四
溢，蓝色智慧经济风生水起，经济社会
各项指标位居全国革命老区前列。

艰苦奋斗
敢闯敢试谋发展

走进梁弄商会负责人王沛钢的
办公室，只见桌上堆满了梁弄灯具
南非展贸中心的设计图。“灯具是梁
弄的优势产业，而近几年非洲市场
对稳定安全的照明系统需求大增。”
王沛钢说，“去年年底，梁弄和‘中非
桥’合作，准备在南非建设展贸中心
和公共海外仓。今年，梁弄灯具企业
将借助平台和政府的力量，抱团进
军非洲市场。”

唯有自强不息，才能走向全面
小康。

灯具产业是梁弄的骄傲。当改
革开放的春风吹进四明山，梁弄人
民不等不靠，办起灯具加工厂，建设
中国灯具城，将这片山沟打造成中国
灯具之乡。过硬的质量，加上遍布全
国的 1500多家灯具门市部，让梁弄
制造的灯具“啃下”全国三分之一以
上的市场份额。来自老区的一盏盏
户外灯，照亮了北京长安街，照亮了
三峡工地，照亮了很多人的回家路。

无论时光如何流逝，不变的是
老区人艰苦奋斗的精神。30 多年
前，梁弄人走出大山抢市场；今天，
梁弄人走出国门闯天下。王沛钢
说，“借‘一带一路’倡议的春风，我
们将竭尽全力，早日让梁弄灯具照
亮非洲的夜晚。”

“梁弄工业的发展几经波折，而
有着红色基因的梁弄人既勇于奉
献，又善于创新。”梁弄镇党委书记
何张辉说。1996 年，四明湖水库被
列为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高速发
展的工业被迫“踩下急刹车”，产业
转型势在必行。

当艰难的抉择摆在面前，老区
人民识大体、顾大局。为保护碧波荡
漾的“大水缸”，55家企业陆续关停
或外迁。面对“关了企业，财政怎么
办，人员怎么安置”的担忧，党员一
次次上门做工作，同时引进来料加
工企业，还引导青壮年种植特色水
果。由于工作细致全面，搬迁关停企
业的职工全部实现再就业。

被动转型，主动作为！“壮士断腕”
的梁弄利用优质水资源，迅速引进“百
岁山”矿泉水这只“金凤凰”，从破土动
工到竣工投产仅用时半年。如今，两条
国际顶尖水平的生产线运转不停，每
秒有20多瓶矿泉水下线。“绿水青山”
变成“金山银山”。去年，占地3.3亩的

“百岁山”创造了2.55亿元产值，贡献
了5500万元税收。

因地制宜
创业创新奔小康

这些天，走在梁弄，总能看到开
始泛红的樱桃。这些长在“红土地”上
的红果，给老百姓带来红红火火的日
子。“我们村的大发展，最要感谢的是
习总书记。”站在樱桃林前，横坎头村
党委书记张志灿饱含深情地说。

2003 年春节前夕，时任浙江省
委书记的习近平专程到梁弄镇和横
坎头村考察调研，提出了建设“全国
革命老区全面奔小康样板镇”的殷
切期望。春节后不久，习近平给横坎
头村党员群众回信，鼓励他们加快老
区开发建设，尽快脱贫致富奔小康。

“习总书记当时指示我们要从
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充分发挥优
势，大力发展效益农业，为我们指明
了发展的方向。”张志灿说。正是那
一年，被梁弄人亲切地叫作“红果”
的樱桃在“红村”扎下了根。

“磨破了嘴皮子，还是没有人愿
意种。”回忆起动员村民种樱桃的场
景，张志灿记忆犹新，“说得好不如
做得好。村集体示范，带着群众干。”
2003 年，村集体投资 15 万元，种下
100多亩樱桃树苗。秋去春来，樱桃

树开始挂果，引来不少游客，看到
“钱”景的村民纷纷跟进。见采摘游
红红火火，汪巷村的党员汪国武流
转了数百亩土地，办起“百果园”。

“‘百果园’就是乡亲的试验田，试种
成功了，其他种植户随即跟进。”汪
国武致富不忘乡亲，把优质品种免
费引种给村民，无偿传授技术。通过
摸索，他还将蓝莓、冬枣做成果酒，
附加值实现翻倍。

如今，梁弄拥有樱桃、蓝莓、杨
梅等 60多个品种的小水果，建成了
总面积 1.5 万亩的小水果基地。“游
客能观光、能采摘，还能带走鲜果和
深加工产品，小水果‘接二连三’，完
善了产业链，提高了附加值。”种植
户何达峰说。

和樱桃一样“红”的，还有大糕。
站在梁弄大糕一条街的起点，绵延
1 公里的马路上招牌林立，一眼望
不到头。“大糕是梁弄的传统小吃，
以前作为订婚时的伴手礼，从没想
过还能当特产卖。”梅柏桥是梁弄大
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27 年
前，还是一名“打铁匠”的他见生意
日渐萧条，便开始学做大糕，转型为

“糕点师”。12 年前，他在浒溪线上
开出首家大糕店。“梁弄的红色旅游
越来越红火，农家乐和民宿越开越
多，我的大糕店去年销售额有近
300 万元，是开店时的 10 倍多。”梅
柏桥说。

从水果到果酒，从大米到大糕，
一字之差，却是“惊人一跃”。中国社
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晓山去年考察
梁弄后感慨：梁弄的发展证明，自强
不息是何其重要。

要致富，先修路。2003 年下半
年，宁波市投资3.5亿元建设了余梁
公路。盘山公路变成平原公路，两车
道扩成四车道，“康庄大道”带来的
滚滚人流，推动了红色旅游和绿色
产业联袂发展，谱写了老区“农旅融
合”的新篇章。

勇于转型
五彩梁弄追新梦

时代，日新月异；奋斗，永不停
息。让老区山更绿、水更清、景更美，
让老区人民生活更幸福，梁弄一次
次创新、一次次转型。

“发展红色旅游，利用绿色资
源，壮大特色产业”。近些年，梁弄着
力产业重塑，围绕好山好水好空气
做文章，把“会议教育培训、特色产
业发展、宜居宜游风情小城”作为发
展新定位。

去年春天，习近平总书记给横
坎头村全体党员回信，勉励他们传
承好红色基因，发挥好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同
乡亲们一道，再接再厉、苦干实干，
努力建设富裕、文明、宜居的美丽乡
村。梁弄沸腾了，大家到处传递这个
振奋人心的消息，喜悦之情洋溢在
每一个人的脸上。“梁弄镇全体干部
群众将以坚定的意志和务实的举措，
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把基层堡垒巩固
好，把党员队伍建设好，让老区人民
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何张辉说。

牢记嘱托，立即行动。
转型，推动新发展。在健峰培训

城、浙江省委党校四明山分校、四明
湖国际会议中心落户的基础上，去
年，浙江四明山干部学院挂牌，四明
山新希望绿领学院开课，中国机器
人峰会在四明湖畔盛大举行。去年，
全镇接待会议培训人员 17.5 万人
次、游客 143万人次，绿色产业体系
成为梁弄加速发展的新引擎。

转型，带来新希望。优良的生
态，成为梁弄的一张“金名片”。去
年，“山水绿活”四明山时光小镇、金
影像（余姚）文化产业城和希望的田野·
横坎头田园综合体等项目取得实质性
进展……梁弄有望成为国内知名的休
闲度假胜地和文化产业基地。

转型，激发新活力。新生代开始
接过乡村振兴的大旗。新思维、新模
式，由年轻人打造的稻田里民宿、横
坎头农家、三盏灯茶空间等特色门店
一营业，便成为消费“爆款”。在德国
取得硕士学位的黄徐洁是位“90后”
党员，去年8月，她回梁弄创办“横坎
头农家”。和前辈不同，黄徐洁将“农
家土菜”推上网络，为游客提供外卖
服务。“我们一定跑好这一程，带领乡
亲实现乡村振兴。”黄徐洁说。

“传承红色老区基因、走好绿色
发展之路，是梁弄实现全面小康的
核心；发扬全民创业、全民创新的两
创 精 神 ，是 梁 弄 快 速 发 展 的 关
键。”知名“三农”专家顾益康曾走村
入户研究梁弄崛起的“秘密”。他说，
梁弄不但要当老区全面奔小康的样
板镇，还将成为乡村振兴的样板镇。

梁弄：红色基因引领绿色发展
——“浙东延安”蹲点调研记

四明湖畔的梁弄镇一角。 （梁弄镇供图）

记 者 沈孙晖 何峰
通讯员 罗 捷

【人物名片】
岑成纪，1928 年生，余姚

市商务局离休干部。

1945 年参加革命时，我是
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三五支队三
北特务营战士。虽然当时未到梁
弄战斗过，但听战友一言一语的
描述，我对革命老区早已心生向
往之情。

1958 年，我任梁弄区粮食
管理所副主任，第一次踏上了这
片红色热土。记得上任那天，
我背着被褥、锅碗瓢盆从余姚

城区出发，翻过山路十八弯的高
地岭，走了4个多小时才到梁弄。

眼前看到的一幕让我惊呆了：
梁弄区破旧不堪，小巷很多，最大
的马路仅三四米宽，路上遍地牛
粪。那时，老区人民生活艰苦，难
得吃上一顿白米饭，经常薄粥果
腹。尤其是山区百姓，靠吃番薯、
芋艿等充饥。

1961 年 11 月，我任梁弄区政
府副区长，分管财政。那个年代物
资紧缺，各种东西都要凭票供应。
高地岭虽然已通车，但因没柴油，
车子要靠烧木炭提供动力甚至用手
推来翻山越岭。

当时，区里建设动静不大，产
业十分薄弱，几乎没有工业。老区
人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
区种毛竹、茶叶，平原种水稻，填
饱肚子还是第一“要务”。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四明山麓
后，老区开始“万物复苏”。在我
眼中，梁弄的嬗变从交通起步。周
边一条条公路的兴建，拉近了城区
和山区的距离。尤其余梁公路的建

成 ， 把 盘 山 公 路 变 成 了 平 原 公
路，梁弄终于告别了翻山越岭的
时代。老区人民搞起了灯具、小
水果等多种产业，收入一年比一
年高，生活一天比一天幸福。

虽然我很早就调离了梁弄，
但心一直未曾离开，每年总要回
去走走看看。近几年，梁弄的变
化可谓“天翻地覆”，来一次变一
个样，我都快不认识了。以前只
能步行的羊肠小道变成了车水马
龙的宽阔大街，零落简陋的老宅
变成了连片漂亮的楼房，路上抬
头就见农家乐，服务一家比一家热
情。四明湖畔一处荒山脚，建成了
气派的机器人公园和四明湖国际会
议中心。

尤其是横坎头村，在习近平总
书记回信后成了全国闻名的“红
村”，修葺一新的红色展览馆、浙
东区党委旧址等吸引了一拨又一拨
游客。去年，我孙子领着 8岁的曾
孙也去了横坎头村，让孩子看看祖
辈们战斗过的地方。

很多人问我，老区精神是什
么？在战争年代，乡亲们热情迎接
革命战士到来，这是一种军民鱼水
情；在新时代，就如习总书记回信
中所说，传承好红色基因，党员发
挥好先锋模范作用，和乡亲们一道
苦干实干。

这抹红，永不褪色！

敢教日月换新天
——余姚92岁老人见证梁弄嬗变

记 者 何 峰 沈孙晖
通讯员 罗 捷

“解放区的报纸，是宣传党
的政策、团结教育浙东各界人士
同仇敌忾的喉舌，是动摇敌人军
心的利器。”走进位于余姚梁弄
镇横坎头村的《新浙东报》社旧
址，讲解员对记者说。

《新浙东报》 社旧址坐落在
一个白墙黛瓦的两层楼院子里，
走进大门，右边是浙东银行旧
址，正前方一排房子内，展示着
当年的报纸和办报设备，复原了
当年艰苦的办报场景。

“1942 年 7 月，中共浙东区
委成立后，创办了油印报纸《时
事简讯》。”讲解员告诉记者，印
刷《时事简讯》的油印机和铅字

都是从敌人手里缴获的。
为进一步加强对党报工作的

领导，1944 年 4 月，区党委把《时
事简讯》改名为《新浙东报》，并明
确为浙东区党委机关报。区党委
高度重视宣传工作，成立了谭启
龙、何克希、张文碧、顾德欢和江
岚 等 5 人 组 成 的 党 报 委 员 会 。
1945 年，《新浙东报》改为日报，
发行量7000份左右。

橱窗中，一张张斑驳的《新
浙东报》，刊载了一条条峥嵘岁
月里的新闻。陈列室里还展出了
当时办报用的油印机、煤油灯、
铅字。讲解员说：“当年，茅草
屋里，新闻战士正是在这微弱而
跃动的光线下挑灯夜战。”

“我有一个朋友叫姜炳，是
《新浙东报》 的通讯员，他经常
给我讲当年的故事。”梁弄镇党
委原副书记吴国强告诉记者，

“党报在对敌斗争中抽枝发芽，
新闻战士在艰苦条件下展红旗如

画，奏响凯歌。”
1945年 9月，新四军浙东纵队

奉命北撤。10 月 1 日，《新浙东
报》出版终刊号，刊载《忍痛告别
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书》，报社也发
表了“告别启事”，宣布暂时告别
浙东读者。

弦歌不绝！1948 年，中共浙
东临时工作委员会和中共四明工作
委员会机关报《四明简讯》正式出
版。在当时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不
要说手摇速印机，就连电池、纸
张、油墨等出版物资也被国民党列
为“违禁品”。记者仔细阅读橱窗
中当年工作人员的回忆文章，得知
地下党同志和群众冒着生命危险，
通过层层采购、运输，才将办报设
备置办齐全。

“为躲避追捕，报纸的工作人员
没有固定住处，也没有桌椅床凳，只
能搭建草舍隐藏在山林里。”讲解员
说，具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新闻
战士把草舍戏称为“蛇公馆”“蚂蟥

公馆”“蚊虫公馆”等。
1949 年 2 月 22 日 ，《四 明 简

讯》编辑部遭到敌人袭击，两名同
志不幸牺牲。由于设备被毁，环境
险恶，《四明简讯》 一度停刊，当
年4月17日才恢复出版。

“ 《四明简讯》 的发行对象，
除了游击区的机关、部队干部战士
和地方党员及群众积极分子外，有
时还寄给国民党官员，甚至塞入敌
军的碉堡，宣传我党我军政策。”
讲解员告诉记者，《四明简讯》 对
发动群众、鼓舞士气、促进解放发
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49 年 5 月 7 日，梁弄解放，
《四明简讯》 的工作人员终于在梁
弄有了公开的办公场地。5 月 25
日，宁波解放之日，《四明简讯》
完成了迎接黎明的光荣使命，宣布
终刊。部分工作人员进入宁波市
区，成为 1949年 8月 8日创刊的中
共宁波地委机关报《甬江日报》的
重要力量。

党的喉舌，在梁弄吹响解放的号角
★

横坎头村入口。 （梁弄镇供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