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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井冈
文<刘宏江

巍 巍 井 冈 山 ，是 一 座 英 雄 的 山 、光

荣 的 山 、胜 利 的 山 ，是 中 国 革 命 的“ 风

水 宝 地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心 目 中 的

“精神家园”，也是一座“没有围墙的革

命历史博物馆”。井冈山，是中国共产

党 领 导 创 建 的 第 一 个 农 村 革 命 根 据

地，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是新中国的奠

基石。正是井冈山点燃的工农武装割

据“ 星 星 之 火 ”，为 中 国 革 命 指 明 了 前

进的方向，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井 冈 山 重 峦 叠 嶂 ，逶 迤 磅 礴 ，有 大

小山峰 500 余座。但最峭拔险怪、撼人

心魄的，还是黄洋界。“过了黄洋界，险

处不须看。”这是毛泽东《水调歌头·重

上井冈山》中的诗句。黄洋界也称“汪

洋 界 ”，是 井 冈 山 标 志 性 景 点 之 一 ，位

于井冈山北侧，海拔 1300 多米，山川雄

奇 ，地 势 险 峻 ，时 常 雾 气 缥 缈 ，白 云 翻

腾 ，好 似 一 片 浩 瀚 的 汪 洋 大 海 。 这 里

既 是 欣 赏 美 景 的 绝 佳 之 地 ，也 是 扼 守

井冈山的一道天然屏障。井冈山五大

哨 口 之 一 的 黄 洋 界 哨 口 ，就 设 在 这 易

守难攻的险要之地。

遥 想 当 年 ，守 卫 井 冈 山 的 红 军 居

高 临 下 ，凭 险 迎 敌 ，巧 妙 布 阵 ，虚 实 结

合，以不足两个连的兵力，击溃国民党

一 个 师 四 个 团 一 次 又 一 次 疯 狂 进 攻 ，

粉 碎 了 湘 赣 两 省 敌 人 对 井 冈 山 的“ 会

剿”。面对数十倍于我军的敌人，根据

地军民同仇敌忾，全员备战，以必胜的

信念、顽强的斗志，筑起一道坚不可摧

的铜墙铁壁。在这场激烈而残酷的战

斗 中 ，不 仅 大 刀 、梭 镖 、长 矛 、鸟 铳 、土

炮 ，连 山 上 的 竹 钉 、滚 木 、石 头 和 噼 里

啪 啦 的 鞭 炮 ，都 成 了 军 民 英 勇 杀 敌 的

武 器 。 关 键 时 刻 ，唯 一 一 门 迫 击 炮 仅

有 的 3 发 炮 弹 ，将 山 下 的 敌 军 临 时 指

挥 所 炸 毁 。 敌 人 以 为 主 力 红 军 回 来

了，吓得魂飞魄散，借着黑暗夜色仓皇

逃遁。黄洋界保卫战是井冈山斗争时

期 我 军 以 少 胜 多 的 经 典 战 例 ，不 仅 保

存 了 井 冈 山 红 色 根 据 地 ，也 极 大 地 鼓

舞 了 根 据 地 军 民 的 斗 志 ，狠 狠 地 打 击

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 山 下 旌 旗 在 望 ，山 头 鼓 角 相 闻 。

敌 军 围 困 万 千 重 ，我 自 岿 然 不 动 。 早

已 森 严 壁 垒 ，更 加 众 志 成 城 。 黄 洋 界

上 炮 声 隆 ，报 道 敌 军 宵 遁 。”毛 泽 东 在

率领红军主力回师井冈山途中听到捷

报后，兴奋不已，欣然挥毫，写下《西江

月·井 冈 山》这 首 大 气 磅 礴 的 著 名 辞

章 。 这 首 词 采 用 写 实 手 法 ，还 原 黄 洋

界 激 烈 的 战 斗 场 景 ，描 绘 壮 阔 的 战 争

画卷，词句铿锵，力胜千钧。

“云 间 遥 指 黄 洋 界 ，风 过 犹 闻 战 鼓

声 。”站 在 黄 洋 界 哨 所 工 事 的 遗 址 上 ，

登 临 当 年 红 军 浴 血 奋 战 的 山 巅 峭 壁 ，

我仿佛听到了隆隆炮声和军民的震天

呐 喊 ，仿 佛 看 到 了 山 谷 间 的 冲 天 火 光

和弥漫硝烟。

井 冈 山 上 ，处 处 留 下 红 色 遗 迹 。

茨坪、茅坪、读书石、挑粮小道、荆竹山

雷打石、朱毛会师广场，还有八角楼上

不灭的灯光；大井、小井、红军洞、红军

医 院 、大 陇 红 色 圩 场 、红 军 烈 士 陵 园 ，

还有一幅幅依稀可见的红军标语……

昔 日 井 冈 ，今 为 课 堂 。 踏 上 这 片

被 烈 士 鲜 血 染 红 的 土 地 ，我 不 仅 用 一

双渴望的眼睛去追寻从书本上得到的

井 冈 山 红 色 记 忆 ，更 用 自 己 的 整 个 心

灵，去体贴、去感悟井冈山丰厚而深邃

的 红 色 文 化 底 蕴 。 一 路 参 观 ，一 路 感

怀 。 井 冈 山 的 每 一 个 地 方 、每 一 处 遗

迹，都留下鲜明的红色印记，让我心潮

激荡。这里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都

为中国革命做出过不可磨灭的巨大贡

献，令我永远景仰。

沂 蒙 红 色 影 视 基 地 位 于 山 东 省 沂

南 县 马 牧 池 乡 常 山 庄 村 ，42 集 电 视 连

续剧《沂蒙》就是在此拍摄的。

沿 着 一 条 石 板 路 向 村 里 走 去 ，进

入 朴 素 的 小 院 ，只 见 屋 中 展 示 着 沂 蒙

红 嫂 的 大 幅 照 片 ，照 片 下 面 简 要 介 绍

了红嫂的事迹。

抗 日 战 争 时 期 ，沂 蒙 山 区 有 一 群

伟 大 的 女 性 ，她 们 送 子 参 军 、送 夫 支

前 ，用 青 春 和 热 血 谱 写 了 可 歌 可 泣 的

军民鱼水情。看过电视剧《沂蒙》的人

应 该 都 记 得 女 主 角 于 宝 珍 ，这 个 人 物

的原型是“沂蒙母亲”王换于。上世纪

30 年代，日本侵略军入侵沂蒙山区，沂

蒙 山 的 妇 女 们 积 极 投 身 革 命 ，成 立 了

妇 救 会 、救 护 队 ，拿 起 枪 来 站 岗 放 哨 ，

放下枪杆救护伤员。王换于 1938 年入

党 ，担 任 村 里 的 妇 救 会 长 ，她 见 罗 荣

桓 、陈 沂 等 领 导 干 部 和 烈 士 子 女 无 人

照 顾 ，便 把 20 多 个 孩 子 安 排 到 可 靠 的

人家抚养，成立了战时托儿所，免除他

们的后顾之忧。

对 每 一 个 孩 子 ，王 换 于 都 用 生 命

去 呵 护 。 看 到 烈 士 的 孩 子 没 有 奶 吃 ，

她就将孩子抱回家交给正在哺乳期的

儿 媳 喂 养 。 从 1939 年 秋 到 1942 年 底 ，

孩子们在王换于及其家人的呵护下健

康成长，而王换于的 4 个亲骨肉却因营

养不良先后夭折。

沂 蒙 山 区 的 房 屋 建 筑 ，大 都 以 茅

草苫顶，石块垒墙，进出的门以木板制

作，取卸自如。就是这样的门板，在战

争 年 代 成 了 搭 在 河 上 的“ 桥 梁 ”，带 头

卸 下 门 板 搭 桥 的 女 性 叫 李 桂 芳 。 在

1947 年 5 月 的 孟 良 崮 战 役 中 ，一 支 部

队 奉 命 涉 过 水 流 湍 急 的 汶 河 ，时 任 沂

南 县 艾 山 乡 妇 救 会 长 的 李 桂 芳 ，号 召

妇 女 从 家 里 扛 来 门 板 搭 在 河 上 ，她 和

姐 妹 们 站 在 河 中 肩 扛 门 板 ，让 战 士 们

踩着门板过河。冰凉的河水沁透她们

的肌骨，等队伍过去后，她们的腿站都

站不住了，许多年后，有人落下了终生

不 能 治 愈 的 疾 病 ，有 人 甚 至 再 也 不 能

生育。

在 一 个 展 厅 外 ，几 块 巨 大 的 碑 刻

耸 立 中 间 ，其 中 一 块 是 迟 浩 田 将 军 留

下 的 题 词 。 1947 年 7 月 ，华 东 野 战 军 4

个纵队向守卫南麻（今沂源）的国民党

整编第十一师发起攻击，时值雨季，弹

药 补 给 出 现 了 严 重 困 难 。 形 势 危 急 ，

某部 18 岁的营部书记迟浩田被任命为

代 理 连 长 ，率 领 连 队 坚 守 阵 地 。 激 战

中 ，一 发 炮 弹 落 在 迟 浩 田 所 在 的 队 伍

中，迟浩田右小腿腓骨被炸断，多处负

伤，由于失血过多昏迷过去。后来，一

声 声 急 切 的 呼 唤 将 他 唤 醒 ，只 见 一 位

大 嫂 正 在 喂 他 米 汤 。 渴 ，渴 啊 ！ 正 在

人 们 焦 急 万 分 之 时 ，一 位 年 轻 媳 妇 拿

过 碗 ，在 众 人 面 前 背 过 身 去 解 开 了 上

衣，将挤出的乳汁喂到迟浩田嘴里。

迟 浩 田 被 送 进 后 方 医 院 后 ，经 过

治 疗 又 上 了 前 线 ，一 次 次 战 役 里 闪 现

着 他 英 勇 的 身 影 。 1985 年 ，迟 浩 田 调

任济南军区政委，刚到济南的日子里，

他 每 晚 都 在 做 梦 ，梦 见 救 助 过 自 己 的

大 娘 、大 嫂 ，车 轮 滚 滚 的 支 前 队 伍 ，炮

火 连 天 的 战 场 。 他 坐 不 住 了 ，遍 寻 沂

蒙 ，却 怎 么 也 没 找 到 曾 救 过 他 的 大 娘

和 大 嫂 。 一 次 ，他 在 寻 访 中 遇 到 一 位

老 大 娘 ，老 人 得 知 他 的 来 意 后 说 ：“ 你

就不要再找了，当年救护伤员的事情，

俺 们 这 里 的 妇 女 们 做 得 太 多 了 ，数 都

数 不 过 来 。”迟 浩 田 听 后 沉 吟 许 久 ，提

笔写下“蒙山高，沂水长，好乡亲，永不

忘”几个有力的大字。

在 这 些 宅 院 中 ，摆 放 着 一 些 用 具 ，

如石碾、鏊子等。在战火纷飞的年代，

沂蒙女性不仅送子、送郎上前线，还在

妇救会的带领下为支援前线通宵达旦

地 摊 煎 饼 、做 军 鞋 、缝 军 衣 ，用 柔 弱 的

肩 膀 与 男 人 们 共 同 挑 起 了 支 前 重 担 ，

成为子弟兵的坚强后盾。如今半个多

世 纪 过 去 了 ，当 年 的“ 红 嫂 ”有 的 已 经

故去，有的到了耄耋之年，但红嫂精神

从 沂 蒙 山 区 走 向 全 中 国 ，成 为 激 励 一

代 又 一 代 人 勇 于 奉 献 、报 效 国 家 的 精

神财富，“沂蒙红嫂”这个名字，也成了

一座永不褪色的丰碑。

红嫂情深
文<若荷

“弘扬沂蒙精神”精品线路
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沂蒙红嫂纪念馆—沂南县沂蒙红色影视基地—蒙阴县 、沂南县沂蒙山孟良崮战役遗

址—费县沂蒙山小调活态博物馆—大青山胜利突围纪念馆—莒南县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沂蒙革命纪念馆

（华东革命烈士陵园）—临沂市华东野战军总部旧址暨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

全国 有 不 少 叫“ 红 巷 ”的 地 方 ，其

中 最 有 名 的 当 属 武 昌 红 巷 。 这 条 红

巷 位 于 武 汉 市 武 昌 区 司 门 口 附 近 ，临

近 长 江 ，全 长 不 到 1 公 里 ，却 对 中 国

历 史 的 走 向 发 生 过 重 大 影 响 。 巷 子

里 分 布 着 中 央 农 民 运 动 讲 习 所 旧 址

纪 念 馆 、毛 泽 东 旧 居 、中 共 五 大 会 址

纪 念 馆 。 满 满 的 红 色 记 忆 ，承 载 着 厚

重 的 历 史 底 蕴 ，让 红 巷 无 愧 于 一 个

“ 红 ”字 。

上 世 纪 80 年 代 初 ，我 在 红 巷 附 近

的 武 昌 实 验 中 学 读 书 ，每 天 都 会 经 过

这条小巷。那时小巷里都是破旧的民

居，房龄都有好几十年，这些红色景点

“隐居”其中，别说外地人，本地人不问

路，恐怕也很难找到。

如 今 随 着 经 济 发 展 ，周 边 已 经 焕

然一新。红巷里道路宽阔、整洁，绿树

成 荫 ，十 分 幽 静 。 红 巷 可 以 从 临 江 大

道进入，路口有武昌区政务服务中心，

每天人流如织，十分喧闹；另一端入口

位 于 解 放 路 ，也 是 繁 华 闹 市 区 。 可 是

只要走进红巷，四周顿时就安静下来，

路人、游人都会放慢脚步，收拾心情。

中 央 农 民 运 动 讲 习 所 旧 址 位 于 红

巷 13 号 ，曾 是 大 革 命 时 期 国 共 两 党 合

作 创 办 、培 养 农 民 运 动 骨 干 的 学 校 。

校 舍 建 于 1904 年 ，占 地 面 积 12850 平

方 米 。 里 面 有 4 栋 砖 木 结 构 房 屋 ，学

校中间是一个操场。农讲所从 1926 年

底 开 始 筹 备 ，1927 年 3 月 7 日 正 式 上

课 ，4 月 4 日 举 行 开 学 典 礼 ，学 生 来 自

全 国 17 个 省 ，共 800 余 人 。 瞿 秋 白、李

立 三 、恽 代 英 、彭 湃 、方 志 敏 等 共 产 党

人都曾在农讲所任教。

距 农 讲 所 200 米 远 的 都 府 堤 41 号

是毛泽东故居，它是毛泽东、杨开慧一

家最后团聚的地方。毛泽东在那里完

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蔡和

森、彭湃、郭亮、夏明翰、毛泽民等共产

党 人 也 曾 在 那 里 居 住 过 。 旧 居 内 家

具、床铺、蚊帐，“配置”十分简陋，让人

感 受 到 共 产 党 人 毫 无 私 心 ，不 追 求 个

人 享 受 ，一 心 为 了 国 家 民 族 而 革 命 的

高尚情怀。

距毛泽东故居不远的都府堤 20 号

是 中 共 五 大 会 址 纪 念 馆 。 1927 年 4 月

27 日 ，中 共 五 大 在 此 召 开 。 这 次 大 会

是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后 ，大 革 命 处 于 生 死 存 亡 的 紧 急 关 头

召开的。大会首次选举产生了由正式

委员 7 人、候补委员 3 人组成的中央监

察委员会。

相 比 于 只 隔 了 两 三 百 米 的 户 部 巷

美 食 一 条 街 ，红 巷 显 得 十 分 寂 静 。 正

是 过 去 红 巷 革 命 先 烈 的 不 懈 奋 斗 ，才

换来了户部巷里如今老百姓的幸福生

活。到武汉旅游，必去户部巷“打卡”，

同 时 也 应 该 去 红 巷 看 看 ，了 解 这 座 英

雄城市的成长轨迹。

“井冈之路·星火燎原”精品线路
江西省吉安市井冈山会师纪念馆—茅坪八角楼毛泽东故居—

黄洋界哨口—五龙潭红军洞—小井红军烈士墓—小井中国红军第

四军医院旧址—大井朱毛旧居—北山革命烈士陵园—茨坪革命旧

址群—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旧址—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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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近 ，我 和 大 学 同 学 在 长 沙 景 点

畅游了一番 ，最难忘的是母校湖南第

一师范学校旧址的红色之旅。

我 的 母 校 ，也 是 一 代 伟 人 毛 泽 东

的母校。

时 隔 十 几 年 ，与 当 年 的 同 学 一 起

重 返 第 一 师 范 ，还 是 一 样 的 建 筑 ，人

却多了很多。一进校门 ，教学楼三角

形 门 楣 上 的“ 第 一 师 范 ”几 个 大 字 映

入眼帘 ，这是毛泽东为母校题写的校

名。走进一楼大厅 ，左边墙上是毛泽

东 给 第 一 师 范 的 题 词 ：“ 要 做 人 民 的

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右边墙上则

是 毛 泽 东 在 第 一 师 范 的 老 师 徐 特 立

的题词：“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

穿 过 大 厅 是 大 礼 堂 ，礼 堂 保 持 着

民 国 时 期 的 风 格 。 礼 堂 后 的 墙 壁 上

挂着一幅油画 ，画的是毛泽东讲演时

的情景 ，右侧墙壁上有当时的第一师

范校歌。我进大学的第一课 ，就是从

大 礼 堂 开 始 的 。 这 么 多 年 ，礼 堂 没

变，我们都已成长。

走 出 礼 堂 ，穿 过 长 廊 ，我 们 随 着

讲解员的步伐 ，参观了名人在第一师

范的历史展览 ，特别是毛泽东在第一

师 范 学 习 、生 活 、革 命 的 展 览 。 相 比

于以前的展览 ，现在的展览运用了更

多 高 科 技 手 段 。 多 媒 体 投 影 正 播 放

着青年励志片《恰同学少年》，看着影

片中的第一师范青年学生朗诵《少年

中 国 说》，我 们 仿 佛 也 回 到 那 段 激 情

燃烧的岁月。

走 着 走 着 ，来 到 一 间 教 室 ，在 此

参观的游人很多 ，这就是毛泽东当年

上 课 的 教 室 —— 国 文 第 八 班 教 室 。

教室里 ，右边第一行第四座是毛泽东

坐 过 的 课 桌 ，上 有 写 着“ 毛 泽 东 的 座

位”的牌子，大家都在这里拍照留念。

离 开 国 文 第 八 班 教 室 ，来 到 宿 舍

区。这里是一个安静的庭院 ，栽种了

许 多 花 草 树 木 ，平 房 绕 庭 院 四 周 而

建，自习室、阅览室，还有毛泽东当年

锻炼身体用井水洗澡的古井 ，不由得

想 起 青 年 毛 泽 东“ 文 明 其 精 神 ，野 蛮

其体魄”的观点。

我 们 跟 随 讲 解 员 的 步 伐 ，一 一 参

观 了 这 座 在 中 国 革 命 史 上 具 有 极 大

贡献的第一师范旧址 ，随后到达城南

书 院 体 育 场 ，正 对 面 就 是 毛 泽 东 铜

像。来到铜像前 ，我们不由得感慨万

千。我们这几位参观的大学同学 ，现

在 有 的 是 基 层 干 部 ，有 的 是 教 师 ，大

家都是党员 ，回忆起当初入党的光荣

时刻，我们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

伟人母校
文<魏亮

“跟着毛主席去游学”精品线路
湖南省长沙市橘子洲景区—岳麓山—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旧址—

中 共 湘 区 委 员 会 旧 址 暨 毛 泽 东 、杨 开 慧 故 居 — 湘 潭 市 韶 山 市 毛 泽 东

故居和纪念馆—湘潭市湘乡东山学校旧址

猫儿山下
文<蒋平

说 起 桂 林 猫 儿 山 ，可 能 知 名 度 不

如 漓 江 ，但 要 说 猫 儿 山 是 漓 江 发 源

地，可能人们会兴趣大增。如若更进

一 步 ，知 道 猫 儿 山 最 高 峰 海 拔 2145

米 ，系“ 华 南 第 一 峰 ”，还 是 红 军 长 征

突破湘江后翻越的第一座大山、著名

景点“老山界”所在地，很多人可能就

会迫不及待要去“打卡”了。

坐 落 于 猫 儿 山 脚 的 全 州 县 才 湾

镇，系工农红军湘江战役著名的觉山

铺 阻 击 战 发 生 地 。 觉 山 铺 阻 击 战 是

湘江战役中著名的三大阻击战之一，

这 里 是 湘 江 战 役 中 双 方 投 入 兵 力 最

多、伤亡最大的阻击战场之一。

一 草 一 木 一 英 魂 ，一 山 一 石 一 丰

碑。星罗棋布的石林石阵，点缀着庄

严肃穆的烈士陵园。远远望去，红军

长 征 湘 江 战 役 纪 念 馆 犹 如 一 只 巨 大

的红军八角帽，静静矗立在崇山峻岭

之中。纪念馆里，展出了大量从战壕

旧址里出土的实战文物，战役的惨烈

程度从中可见一斑。

怀 着 崇 敬 的 心 情 沿 路 北 上 ，进 入

猫儿山地界。这儿山陡林密，人迹罕

至，属于一个被战争遗忘的角落。正

因为如此，这里成为游击战的绝佳处

所，红军自此开始踏上胜利的道路。

莽 莽 苍 苍 的 原 始 森 林 在 风 中 摇

曳 ，诉 说 着 上 世 纪 的 两 场 重 要 战 事 。

其一为红军翻越老山界，取道黎平直

赴 贵 州 ，其 间 艰 辛 ，在 陆 定 一 的 名 篇

《老 山 界》里 有 着 详 尽 描 绘 。 其 二 是

1944 年 抗 日 战 争 中 ，日 军 进 犯 广 西 ，

与援华的“飞虎队”展开惨烈空战，一

架美军轰炸机在猫儿山失事，10 名美

军 飞 行 员 下 落 不 明 ，直 到 50 多 年 后 ，

一 位 上 山 采 药 的 老 农 才 发 现 了 飞 机

残骸。后来，人们在飞机失事地为美

军 飞 行 员 塑 像 、树 碑 立 传 ，作 为 世 界

反 法 西 斯 同 盟 及 中 美 友 好 的 见 证 。

因 为 这 两 段 历 史 ，神 奇 的 猫 儿 山 ，再

披一层神秘面纱。

盛 夏 的 映 山 红 ，依 然 保 持 着 春 天

红彤彤的底色。凉风送爽，为四面八

方的游客展读着红色历史，延伸着红

飘带的传奇。山腰处峭峰耸立，毛泽

东《十 六 字 令》中“ 惊 回 首 ，离 天 三 尺

三”的意境犹在眼前。若在繁星满天

的 夜 晚 ，更 有“ 手 可 摘 星 辰 ”之 感 ，云

雾萦绕之间，置身天当被地当床的广

阔，尽显长征路上的豪情。

老 山 界 四 季 温 暖 湿 润 ，是 长 江 和

珠 江 两 大 水 系 的 分 水 岭 。 著 名 的 漓

江 及 资 江 源 头 ，相 距 不 过 数 米 ，却 代

表 南 北 两 条 水 路 。 这 儿 的 野 生 植 被

种 类 繁 多 ，保 存 完 好 ，不 时 惊 飞 的 野

禽，让一路旅程不再孤单。

一 路 登 顶 ，云 蒸 霞 蔚 ，以 迎 客 松

为主的针叶林，不时吐云纳雾。云开

雾 散 之 时 ，若 隐 若 现 的“ 睡 美 人 ”峰 ，

恍 若 仙 子 迎 客 ，人 行 至 此 ，不 觉 有 腾

云驾雾之感。当年的红军长征路，是

鏖战强敌后的疲惫奔袭，而今后人重

走 长 征 路 ，是 安 步 当 车 的 抚 今 追 昔 。

同 样 的 场 景 ，不 同 的 心 情 ，让 人 油 然

而生对前辈的崇敬，对幸福生活的珍

惜，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血战湘江·突破包围”精品线路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桂林

市全州县湘江战役大坪渡口—桂林市全州县湘江战役全州觉山铺阻

击旧址—桂林市兴安县千家寺红军标语楼—桂林市兴安县红军长征

湘江战役界首渡口遗址、界首红军堂、界首红军街—桂林市兴安县光

华铺烈士墓—桂林市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桂林

市灌阳县湘江战役灌阳新圩阻击战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