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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渡江战役胜利暨镇江解放
194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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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

一处办公房：

讲述当年“华丽转身”

70年前，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时刻到来：渡江战役打响了！长江两岸沸腾了！
这是“一千余华里战线上”一段同样炮火连天、铸就显赫战绩，也同样写满传奇故

事的重要渡江阵地：镇江。
古城镇江，人文深厚。1300多年前，唐代诗人王湾在此留下千古名篇《次北固山

下》：“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王湾笔下的“残夜”，恰可用来比拟70年前新旧更替之际的镇江。冲天火光映照

下，“旭日”正在冉冉升起，饱经磨难的北固山从此迎来真正意义上的“江南春天”……

一个登陆点：聆听滚滚春江潮

这是一张将瞬间定格
为永恒的珍贵历史照片，画
面记录：1949年4月22日傍
晚时分，镇江扬中境内的西
南江面上，一艘载满解放军
战士的小木船，正奋力冲向
南岸敌占区，迎风劈浪、奋
臂划桨的是位小姑娘……

这是镇江域东路渡江
战斗的一个缩影，随军的新
华社摄影记者邹健东及时
抓拍了下来。这张生动走心
的照片后来发表时，被命名
为《我送亲人过大江》。

“我”，当然是指画面上
那位身材瘦小、梳着大辫子
的划桨小姑娘。但是，在长
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世人
并不知道主人公的名字，只
亲切地称其为“大辫子姑
娘”或“扬中小姑娘”。

照片上这位只留下“最
美背影”的“大辫子扬中小
姑娘”，后来终于被找到了！
她叫颜红英，那年只有19
岁，至今身上还留有弹伤。
她当时是随父亲颜建法和
17岁的妹妹颜根兄一起并
肩支前。姐妹俩轮流划桨，
父亲则在船尾掌舵——掌
的是一船之舵，更掌着这个
普通农家的“红心”之舵！

颜红英后来嫁至苏州
吴江农村，迄今过着平凡生
活。当天下午，采访团抵达
扬中渡江纪念馆采访时，年
事已高的颜红英因身体状
况未能亲临，特意委托其女
儿董小妹、儿子董红兵远道
赶来。“我们很小的时候就
知道了妈妈送解放军渡江
的事，她经常跟我们说当时

的情形。”站在“我送亲人过
大江”的主题雕塑前，姐弟
俩久久凝望。董小妹说：“这
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和
妈妈有关的雕塑，心里感到
很光荣。”

记者了解到，董小妹的
儿子今年30岁，在外婆“红
色精神”的感染下，毅然报
名参了军。如今他是联合国
维和部队的一员，为维护世
界和平贡献着中国力量。

照片是黑白的，记忆
却是“红色”的：渡江战役
中的“小木船”，意义堪比
淮海战役中的“小推车”。
陈毅老总说过：淮海战役
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
推出来的；而张震将军说：
没有人民的支持，我们过
不了江。

镇江：正义刺破“残夜”北固迎来“江春”
镇江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胡冰心 王露 文雯 盛林娟

■ 南京日报记者 毛庆
《我送亲人过大江》 的历史照

片，成为记录当年镇江沿线渡江战
役壮阔场景的标志性缩影。70年前
的渡江战役胜利将中国带入了一个
崭新的时代，也将这段记忆深刻地
印在这些亲历者的脑海里，永不磨
灭。这些记忆是最为宝贵的财富。

■ 九江日报记者 江慧
第一次到镇江，此前便被“我

送亲人过大江”的红色故事先入为
主，让我对镇江这座城市的印象深
深烙上一层革命色彩。等真正走进
这座城市，走进“我送亲人过大
江”的故事当中，发觉，镇江、九
江这两座城市相像的地方有着太
多。都是人文荟萃，都是底蕴深
厚，有着久远而动人的故事。

■ 铜陵日报记者 刘洋
拥有一颗“红心”才能够成就

一番事业，而这颗“红心”就是不
畏困苦艰难、勇于破浪前行的精
神。镇江这座英雄的城市，如今岁
月静好，人民安居乐业，城市生机
勃勃，我想这与镇江人民传承弘扬
不畏困苦艰难、勇于破浪前行的精
神分不开。

■ 芜湖日报记者 王亮
短短一天时间，虽然远远不够

体味一座城，但从市区到县城，让
人最有感触的是那股潜力。战略方
向、区域布局的谋划，道路的拓宽
改造，景观工程建设，都让人对这
座城市的未来充满期待。感谢镇
江，让采访团一行感受到这里70年
来的沧桑巨变，也祝镇江人民的日
子越过越红火，给大家一个更精美
的镇江。

■ 滁州日报记者 李邦军
尊重历史、敬畏历史，通过多

种途径尽力保存历史记忆，是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对待历史应持的正
确态度。滴水之恩,不一定涌泉相
报，但一定要铭记于心。致力于延
续历史文脉，留住城市记忆，彰显
城市特质。无疑，镇江在这方面是
值得大家学习的。

■ 常州日报记者 刘一珉 陈暐
《我送亲人过大江》的红色故事

昭示：革命为了人民，人民的支持
也是胜利的根本。当年参加渡江战
役的王辅一将军说：“我们是人民用
双手托着送过长江的。”毛主席说：

“兵民是胜利之本。”我们不能忘记
英雄，同样也不能忘却更多的平民
英雄。

■ 江阴日报记者 肖遥
走进江南名城镇江市，走进名

为“我送亲人过大江”的红色主题
展馆，记者感慨良多。当年的战地
记者需要顶着枪林弹雨冒着生命危
险做采访，而新时代的记者则要站
在另一场没有硝烟的前沿阵地担当
作为，用手中的笔和镜头记录一个
个时代瞬间。

采访团在镇江
行程记录

镇江日报记者
胡冰心作主题发言

马小淋 摄制

位于镇江市京口区谏壁街道
的王家花园，建于1930年，建筑面
积近4000平方米，砖木结构，曾经
雕梁画栋，装饰精巧。宅内有八
角亭、假山花园、荷花池及名贵花
木，为镇江近代私家花园的代
表。虽然1971年经历了一场大火
后仅剩框架，但依旧能从细节里
看出其当年的恢弘气势。此宅现
为市级文保单位。

然而，更引发采访团记者们
浓厚兴趣的，是附着在这座百年
老宅身上的“军事故事”：这里曾
是我军最早培训初级海军人才的

“摇篮”。
今年 85岁、差不多与该建筑

“同龄”的严成永老人，是原谏壁
乡宣传委员，一辈子土生土长的
他，见证了王家花园的兴衰历史
以及渡江战役前后这里同属“军
事重地”的性质之变。

渡江战役前，王家花园就已
成为军事办公房。1946年，国民
党陆军整编第八十三师第十九旅
第五十六团前来驻防，团部设在
王家花园。1949年渡江战役胜利
后，在南京起义的国民党第二舰

队部分官兵来到王家花园，在此
组建解放军华东海军炮艇大队，
王家花园便由国民党的团部华丽
转身为我军华东海军炮艇大队的
队部。这里也是我军最早培训初
级海军人才的“摇篮”——被亲切
地称为“海校”。

严老回忆，因为谏壁地处长
江和大运河交汇处，当时运河里
停了好多炮艇，常有国民党的飞
机前来轰炸，为了避免被炸，炮艇
都三三两两分散着停泊。“经常看
到解放军进出‘海校’（王家花
园），也有部分解放军住在村民家
中……”回首那段充满硝烟的岁
月，再比照今天的和平生活，老人
由衷感慨：“真是太幸福了！”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王
湾《次北固山下》）。

时过境迁。镇江这座英雄的
城市，如今岁月静好，人民安居
乐业。她不仅是长三角地区重要
的港口、工贸和风景旅游城市，
更先后获得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全国文明城市、国家生态市、中
国优秀旅游城市等众多国家级荣
誉称号。

“高质量发展”旗帜引领下，去
年镇江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050亿
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01.5亿元，
工业应税销售4400亿元；去年新签
约亿元以上项目167个，其中制造
业项目占比达76.6%；全年新增贷
款593.06亿元，全市制造业贷款占
比位列全省第二；全市利用外资
9.14亿美元，其中制造业占比超过

70%；新增省级“科技小巨人”企业
6家、上市挂牌企业117家……

“镇江始终坚持以发展为第
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不动摇，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镇
江市委书记惠建林表示，坚持苏
南标准、苏南定位，镇江要勇于
自我加压，加快追赶超越，不断
提升发展热度。

2014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镇江时，曾殷切寄语“镇江
很有前途”。如今，318万镇江人牢
记总书记嘱托，努力作答时代命
题，不断以新的工作亮点和发展
成就，自觉践行新发展理念，开创
镇江美好前途，突出高质量发展，
致力于抒写新时代更加精彩的英
雄故事。

镇江城北，朗空之下、
金山湖畔，旷阔怡人的春江
潮广场，有着“镇江外滩”之
誉。

这里是镇江过去沿江
分布的 8号码头旧址。微波
荡漾的“金山湖”，前身便是
汹涌长江的一部分。1949年
4月 23日，镇江渡江部队的
中路正是由此登陆上岸，解
放了全城。

3 月 18 日上午，采访
团抵镇后“寻迹”的第一
站便是春江潮广场。历史
已然久远，但在镇江市原
党史办主任俞祖泉的介绍
之中，记者们仿佛身临其
境 地 听 到 那 惊 天 动 地 的

“解放涛声”。
“镇江的渡江共分三

路。西路在高资登陆后，
向南京、句容方向推进；

中路由瓜洲、六圩过江，
在 8 号码头登陆进城；东
路经扬中在大港姚桥一带
登陆。”俞祖泉说，当时中
路有不少江中小岛，都是
国民党据点，解放军首先
要攻克这些小岛，才能顺
利渡江。扬州六圩驻扎的
是国民党保安部队，号称
2000多人，实际为 1000多
人。解放军华东警备七旅
的19团、20团、21团，在
22日晚间就将扬州六圩一
举拿下。后来，19团的解
放军用缴获的 4 艘炮舰，
在夜幕掩护的 23日凌晨时
分开始渡江。

渡江时，战士们一路
关注着江上的动静，直到
看到百姓站在江边举着小
红旗，挂着欢迎解放军的
横幅，战士们这才松了一

口气。原来，早在 22日下
午 6 点，国民党就已指令
盘踞镇江的残部撤向杭州
方向。

家住润州区金山街道
迎江路中心社区的老党员
王建敏，是位老兵，今年
已 94岁高龄。虽然腿脚不
便，坐在轮椅上的她却精
神矍铄，亲身参加了渡江
战役的她回忆起当年，历
历在目。

老人介绍，自己隶属于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
军，是一名保管员，“1949年
4月 21日那天，我和部队一
早从芜湖出发后，于 23 日
到达镇江，随部队一起在春
江潮广场这里登陆……”当
时，江面上已经行进着不少
渡江的轮船，声势浩大的场
景令老人至今难忘。

一座美丽城：

行进在高质量发展的春天

一张老照片：饱含无限“红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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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岁的严成永老人讲述王家
花园的“前世今生”。

高质量发展在镇江。

《我送亲人过大江》(历史照片）

颜红英的子女在渡江
原址接受记者（右）采访。

美丽的镇江夜景。 谢道蕴 摄

7市党报记者
镇江采访感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