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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农村。我出生在农村，长在农村，
当过村支部书记，后来一直从事农村工作，见
证了农村的发展和变迁，对农村有着深厚的情
怀。

前几年，我的一篇文章《喜看乡村变化二
三事》在省委宣传部举办的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小康生活”征文中选登，就萌生了回农村生活
的念头。沙琅镇尚塘村的一个标语口号“尚塘
是我家，农村不比城市差”更勾起一番思绪。
人居环境整治后，看着家乡的变化，说实话，农
村越来越美，心里充满了对农村的向往和对党
的感恩之情。

去年底，为了参加一个小型晚会，我背诵
了几首诗，准备朗诵用。其中有海子的“从明
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
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更催生了一
个念头：回农村寻一处小院，偶尔可以在小院
与旧友新朋把酒言欢，共话桑麻，可以享受远
离尘嚣的那份恬静，有亲人陪伴，与植物相亲，
回归最简朴的生活方式。

我开始关注网上有关农家小院的公众号，
如：“农村日记”“小明院子”“庭院深深”等。我
从中找到了一些符合自己的创作灵感。

“水是故乡甜，月是故乡明”，久居异地的
弟弟对故乡亦有独特的情怀，故乡的一草一木
一山一水一缕清风皆无限美好。“满帘月色寄乡
情”是游子们心中最柔软的一缕思念。我将想
把旧屋地改造成一个小院的想法向弟弟细诉
后，他二话不说，表示大力支持。

拆除了原有破旧的砖瓦房，平整好土地，
用竹篱笆把那几乎荒芜的土地围了起来，形成
一个小园。用钢架铁皮结构搭建起一茶室、一
书房，一厨一卫。房前屋后种上奇楠、菠萝、黄
皮、石榴、百香果、葡萄、罗汉松、金丝楠……还
有瓜果菜。我请好友挥笔提了“自在”二字装
裱悬挂于茶室上方，把此园美其名曰“自在
园”，并用绿色元素行书字体制作“自在园”三
个字镶嵌于显眼之处。

身处园中，虫鸣鸟叫声不时传入耳畔，迎

朝霞看余晖，坐看云卷云舒，身心舒畅，心中好
不自在。偶尔，父母来到曾经挥洒过汗水的这
片热土，指导我如何施肥、除虫，修枝剪叶。我
非常听话地按他们指点管理小院的花草树
木。他们在“自在园”看到根脉在这里得以传
承，他们在这里“发号施令”，岂不亦有“指点江
山”的快意。年迈的父母，沧桑的老脸洋溢着
幸福的笑脸。这种满足与幸福，是农家人对寻
常生活的充分自信。

自从有了“自在园”，我们回老家的次数也
不断增多了，带着老婆小孩，一起劳作，一起收
获，一起感受诗酒田园的惬意。特别是小孩，
每次回到“自在园”，都有忙不完的活，玩不完
的游戏。一篇篇充满乡村气息的日记就取材
于此，耕读文化在这里得以传承。他们陪着
我，在繁忙中品味着幸福。作为诗词爱好者，
我对此作了几首小诗：“蔬果正飘香，诗书意蕴
长。竹篱围小院，心静乃吾乡。”“乡村自在园，
蝶舞鹊声繁。竹木妆如画，何需人语暄。”“朵
朵幽姿满树丫，夕阳映照远繁华。乡村小院新
风貌，淡淡清香入我家。”

“自在园”，这里可以滤去你身上的喧嚣与
浮华，这里，也可以是你追逐诗和远方的一个
驿站。门不上锁，茶具摆在案上，书柜堆放书
籍，文房四宝恭候。若有缘正巧云游至此，我
在与不在，可自行坐下，接一壶水库天然纯净
水，洗盏烹茶，可沉香、可普洱、可乌龙……全
凭君意。亦可挥毫泼墨、听曲沐香，或选一本
喜爱的书荡漾书海，还可以自选一锄一铲一镰
为小园装扮一下容颜，顺便燃烧你多余的卡路
里，此乐何极！

“自在园”没有亭台楼阁，亦无曲径通幽，
虽然简陋，但这里有父母的叮咛、儿时的回忆，
有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
坦然，有你历尽千难万苦也难找的慰藉，有挥
之不去的乡愁。这里撒下的是欢乐，收获的是
幸福，何陋之有？这里是我心中的一方净土，
好与不好，自在就好。来吧！园门为你敞开，
乐在园中。

我的“自在园” ■张辉

雪人
一一

前半生欢喜
后半生流泪

二二
堆起的雪人
任你厮守
都是一场虚幻

过度痴情
会冻伤自己

落叶
一一

这些过河卒子

正在与残冬
进行着一场搏杀

二二
不全都是顺从的
有的
不死的心
还在地上翻滚

三三
每一片落叶
都输入了密码
把春天的门
打开

标签
那片掷地有声的落叶
就是我生命的标签

您的名字
我生命的一道加持咒

爱的真谛
鲜花插在牛粪上
牛粪多么的自信
鲜花多么的执着

爱情变奏曲
水的前世
是一朵云和另一朵云

水结成了冰
这是他们的遗骨
还抱紧不放

父亲不懂爱情
父亲初婚不久
原配病故
之后娶了母亲
父母共生育了八个子女
最后一个孩子出生后
父亲就分房独睡
我一直认为父亲不懂爱情

父亲临死前
留下了遗言:
把他与原配一齐合葬

冬天的诗笺（组诗） ■庄家银
年关，灶忙。平日里要不一潭死

水，要不敷衍将就的土灶，只有到了年
关，才会改头换面，以最忙碌的身影，迎
接喜庆热闹的新年。

乡下的土灶是个大家伙，像厨房里
的定海神针，有它在，大伙安心，哪怕一
年到头，它的使用率不高，可就算是用一
次呢，也有着不可取代的江湖地位。除
了它，那些斯斯文文，小家碧玉式的煤气
灶，是撑不起过年时候的团圆热闹的。
年关到来之前，土灶有点冷清，那口八印
菜锅像是摆设，留守儿童老人居多的乡
村，平日里，大多人家是用不上这大菜锅
的，最多就是用旁边的两口大圆锅煮一
些热水。土灶也不沮丧，它不惧岁月长，
不畏灰尘盖，因为它知道，属于它的盛宴
还没开始，而那一天，总会到来。

年关，姗姗而来，深情一声呼，唤
醒了沉睡的土灶，它睁开睡得惺忪的双
眼，做了几下拉伸运动，做好大干一场
的准备。而留在家里的人们，会在亲人
归来之前，给土灶洗头洗澡，里里外外
洗个彻底，让土灶焕然一新。作为土灶
的最佳搭档——柴薪，也一早被人们准
备妥当，小段大段，被码得整整齐齐的，
叠放在屋檐下的角落里，还有灶堂前的
角落，也被朽了的竹子、树枝、落叶，塞
得满满当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等
主人们鼓起劲儿，吹响过年的哨子，撸

起袖子加油干。
年糕一向是土灶优先考虑的对

象。年糕，又叫粘糕，寓意年年高升，家
人团圆，财富繁荣等，是人们所备年货里
的宠儿。年糕身大体重，一般的锅都兜
不住它，须得是土灶、八印大锅合力，才
能降得住它。黏黏稠稠的年糕浆装在抹
了油的大盆，端坐在锅里，土灶生起明
火，木柴越烧越旺，大火持续烧好几个小
时，整个厨房因为土灶的心急与热情，被
蒸雾包围着，像人们心底的火急火燎。

土灶忙，土灶急。年一天天大踏
步靠近，土灶还有数不清的年货没做
呢。做籺吧，家乡的味道，少不了籺。
多少游子，梦里魂里，牵挂的都是一个
地道的家乡风味。年近了，人多了，籺
做起来也快了，可土灶还是觉得慢，它
已经把锅里的水烧开一遍又一遍，一锅
又一锅了，烧掉的柴薪一茬又一茬，一
捆又一捆。人们在土灶急不可耐的催
促下，边做籺边下锅。籺有好几种：寿
桃籺、生菜包、艾籺、水煮籺。除了水煮
籺，别的籺都是做好后放进多层的大蒸
笼，置于八印大锅上面猛火蒸。这个时
候的土灶是最欢快的，胸膛的烈火跳着
热情的舞蹈，将一笼又一笼饱满、美味
的籺送出炉，慰藉众人的思乡情。

到了除夕，土灶更是忙到恨不得
变出几个分身来。天还没亮透，人们就

得忙活起来，杀鸡宰鹅，将它们收拾干
净，整只放到大锅里清煮，煮得漂漂亮
亮的，黄黄灿灿的，往拜神的桌子上一
放，也显得特别抢眼。如果土灶有千里
眼，看到那一幕的话，应该也会自豪得
意，出自它手的作品，就没有不优秀
的。除夕的晚饭也是相当依赖土灶的，
家里人大多在除夕前赶回来了，老老小
小一家子，人少的家庭有人口近十个，
多的有数十。这个数量，不是秀气的煤
气灶伺候得来的，须得是土灶才妥当。
大盆大盆的肉倒进锅，满篮满篮的菜加
进锅，土灶猛吐火，人们覆手翻铲，来回
翻炒，土灶的胸膛一直燃着烈火，厨房
里烟雾缭绕，蒸汽弥漫，是柴火的熏，是
菜肴的香，是土灶扬眉吐的气。

心急、懂吃的馋猫会守在土灶旁，
霸占添柴烧火的位置，怀着期盼而焦灼
的心情，拼命按捺着性子等待着。每逢
一道菜出炉，馋猫的爪就快速出动，不
怕烫，不怕油，不怕羞，抓一爪便塞进
嘴，跳着脚舞着手哈着气，舍不得吐，硬
是嚼一嚼，囫囵吞了去。然后心满意足
地替舌头肠胃代言，好吃！还是家里这
灶炒菜有镬气，够味道！这个时候的土
灶，尾巴都要飞天上去了，心里得意洋
洋的，丝毫疲倦乏累的感觉都没有了。

灶忙，是年关，是团圆，是喜庆，是
幸福，是人间烟火，是人间值得。

年关，灶忙 ■ 何小雯

第四章

再说徐艳芬出事那天，喜欢独来独往
的张松东正在香港出差，代表树脂总厂同
美国驻香港亚太总裁潘总洽谈扩大合作业
务。张松东入住皇冠酒店总统套房。晚上
和潘总在天然海鲜坊喝酒，潘总很有人脉，
还请来了香港刚退下一线的女明星作陪，
三人喝了三瓶700ml的路易十三。

若是往常，张松东回到酒店肯定呼呼
大睡了，但当晚怎么也睡不着，一宿翻来覆
去。看看床头的无声时钟，七点刚过，他起
身先去洗了个澡，然后穿上酒店的睡袍，踱
步来到茶酒间。右面是开放性厨房，侧面
摆放着一排各种名酒；左面是用来泡茶的
三米见方的原生态木墩，侧面也放置了各
种名茶。张松东坐下来泡七子普洱茶。他
一边品茶，一边看挂在茶酒间两个柱子上
的对联：“万丈红尘三杯酒，千秋功罪一壶
茶”。张松东定神看着，若有所思。

正在此时，龙涛明的电话打来，汇报了
徐艳芬非正常死亡一事，张松东马上作了
三点指示，并说现在动身返回总厂。

张松东打车来到香港机场，离登机时
间还有两个多小时。趁这个空档，他在头
等舱休息室打了几个电话。先是打给潘总
的，说厂里有急事，要马上赶回去处理。接
着打给叶副总，询问一下厂里的生产情况，
同时侧面了解市审计局对树脂总厂进行审
计的进度安排。第三才是打给老同学羊山
镇派出所欧光华副所长的，所里接电话的
同志说欧所长出去办案了，问要留言吗，张
松东想了想说不用了。紧接着，他又拨通
了欧光华夫人，也是高中同班同学李秀芹
的电话，要她转告欧光华，今晚在新半岛酒

店曼谷房吃饭。
打完电话，张松东回到自己放行李的

座位，忽然觉得一阵疲惫袭来，便斜靠皮沙
发，闭目养神。眼睛合上了，但脑海里浮现
了两个女人清晰的面容，一个是徐艳芬，一
个是昨晚一起喝酒的女明星陈某某，一个
已香消玉殒，一个是万人梦迷。喝酒时，女
明星有意无意用她高耸的乳房碰擦张松东
的臂膀，颇有暗示之意。潘总附在张松东
耳旁说，陈某某要价不高，友情价六位数就
同意跟你回酒店了。要是往常，张松东会
毫不犹疑地答应，但是这次来港，心情提不
上来，就说下次下次。

今天张松东运气不错，飞机没有延误，
下午就回到了江南市。司机小杨从机场接
到张松东后，直往厂里飞驰。同往常一样，
张松东习惯给司机带一些礼物，这次是一
小包干鲍鱼片。司机无比感激，这正是他
要的效果。

回到办公室，张松东马上叫来副主任
刘方，让她通知召开总厂领导班子扩大会
议，除总厂副书记、副厂长、总工程师、工会
主席等领导外，还把保卫、党群、生产、机
动、安环、财务等部门负责人也一并叫来。

思路缜密的张松东，在会前已自己打电
话给保卫科长陈桂，要他在会上作个调查情
况通报，核心内容为：徐艳芬之死，是自杀，
纯属她个人行为所致。陈科长认为张总考
虑全厂稳定，这么说是对的，于是答应了。

总厂会议室宽阔大气，但台凳却是老
厂长罗为民时代留下来的，略显老旧。前
来参加临时会议的领导和部门负责人各自
落座，表情都较为严肃。

人一到齐，张松东便讲明了此次临时
会议的目的，并请陈科长通报徐艳芬案情，

重点强调她是自杀死的。张松东接着问询
其他领导有意见没有。叶副厂长说要加强
管理，这段时间一定要确保生产安全稳
定。吕副书记则说会加强管控舆论导向，
确保职工思想稳定。其他领导都摇了摇
头，不作发言。

最后，张松东总结讲话：“同志们，总厂
发生徐艳芬这件事，我们都始料不及。我
听到消息后，马上从香港业务洽谈现场赶
了回来。我认为徐艳芬是一位工作认真负
责的好同志，她的离去，使我们失去了一位
好骨干、好工友、好姐妹。但长期以来，厂
内有些好事之人，对她指指点点，使她身心
俱伤，导致自杀事件。这是总厂以后职工
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加强的地方。关于安全
生产和政工工作，就按叶厂长和吕书记说
的办，散会！”

参加会议的都是总厂核心成员，大家
都知道徐艳芬是张总的大红人，无不为失
去这样一位大红美人感到惋惜。别看平时
喜欢讲点黄段子嘻嘻哈哈的工会主席岳云
太，今天却有自己的体会：张总突然失去了
心腹大美人，却从骨子里看不到一丝悲痛，
这不太正常！

会后，张松东看看时间已经接近六点，
便同司机回到家里，准备好礼物，马上赶到
新半岛酒店。进到曼谷房，看见欧光华同
餐饮经理阿芳在打情骂俏。他们两人看到
张松东似有心事，便停了下来，还是阿芳反
应快：“张总，我们正在等您点菜哩。”张松
东挥挥手说：“老规矩，三件套。”阿芳为张
松东服务惯了，当然知道三件套就是红烧
干鲍、鳌鱼吞翅、清炖燕窝，于是点点头便
识趣地离开了。

张松东一坐下，欧光华便凑了过来，详

细谈起徐艳芬的案情。张松东问他，市局
什么态度。欧光华说目前还没有定性，只
是说徐艳芬死得有点蹊跷。张松东拍了拍
欧光华的肩膀，神色严肃地说：“欧兄呀，我
今天是以两重身份拜托你，一是以树脂总
厂老总的身份，二是以老同学的身份，请你
去见见你师傅，为了厂里的稳定，抓紧结
案，同时尽快把龙涛明放出来。”欧光华满
口答应。当然，除了给他师傅韩劲副局长
的礼物外，张松东也给欧光华拿来了两瓶
纪念型茅台酒。

韩劲昨晚收下徒弟送来的金表，承诺抓
紧把徐艳芬案办结。上班一大早，韩劲便组
织了案情分析会，法医、刑侦和罗为斌等办
案人员全部参加。会议最后明确给出了四
点说法：一、徐艳芬自杀动机欠缺事实依据
支撑，但不排除过往情绪病史和临时情绪失
控情况；二、死亡现场基本符合自杀情形，但
还存有个别疑点；三、基本排除情杀、仇杀和
谋财害命的可能；四、初步定性为自杀。

会议一开完，韩劲随即回到办公室，拿
起电话就打给欧光华：“徐案初步定性为自
杀，你告诉张松东，他的办公室主任中午就
可以回去了。”受人重礼，当有回报，韩副局
长懂得的。

张松东听到消息后，喜不自禁，一通电
话呼朋唤友又组织了晚上的饭局，想着好
好喝两杯松一松。接着才吩咐办公室派人
去接龙主任回来。

韩小倩正巧就是被刘方副主任派去接
龙主任的那个人。接到任务，她十分高
兴。当即来到车班，叫上一台面包车，直奔
市公安局。

小倩出身根正苗红，心地善良，她觉得
带走龙主任的是自己的哥哥，作出这个决

定的人是自己的爸爸，却冤枉了龙主任，作
为他们的亲人，自己心有愧疚。而且，自从
报到时第一次见到龙主任，不知什么原因，
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不到一天时间，
龙主任的音容笑貌已无数次出现在她的脑
海，老是辞不掉挥不去，小倩从来没有过这
样的感觉。

到了市公安局，见到龙主任时，小倩竟
生出一股想拥抱他的冲动，但少女的矜持使
她忍住了。她为自己有这样的想法暗自羞
红了脸，赶紧正了正神色说：“龙主任，办公
室派我来接您，我们都很想您啊！”话语间，
两人走出市公安局门口，坐上了面包车。

龙涛明再见到小倩，心底原有的好感此
刻酿成了一种荡漾的愉悦。有着较高学历和
较深阅历的龙涛明，霎时意会到小倩情不自
禁的语调变化和少女红晕的闪现，心里“咔”
的一下，内心深处油然冒出了爱的情愫。

如果人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见钟
情，那对龙涛明和韩小倩之间的“二见钟
情”也不会怀疑了。

他们两人都很喜欢文学，同是文艺青
年。在返厂的车上，二人有心深聊，谈兴浓
浓，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起文学这个话题，说到
了上海的《青年一代》、辽宁的《辽宁青年》、广
东的《黄金时代》等等刊物上的好些文章，不
仅两人同样看过，并且还有着相似的观点，说
着说着，彼此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车窗外已是风过云走，而车里的龙涛
明正陶醉地忘记了昨天以来的烦恼。忽
然，他脑海里跳出《也红词》中的那首《江南
忆》：“微雨晴时看竹子去，落红深处踏青
来，无日不开怀。”

龙涛明和韩小倩的爱情故事将会如何
发展？请看下面章节。

◎小说连载

■阿明

④

兔送丰康景；
龙迎富盛春。

才登龙虎榜；
又赋凤麟章。

兔颖描丰稔；
龙笺著富康。

燕舞缤纷景；
龙腾锦绣春。

迎春挥凤彩；
筑梦焕龙章。

兔跃云山留硕果；
龙腾锦水兆丰年。

竹海腾龙春烂漫；
李林绽雪燕翩跹。

玉兔返宫邀月舞；
金龙值岁领春归。

李枝笑绽千山雪；
竹海欣迎万里宾。

时雨敲窗携福至；
和风叩户送春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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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时，随滨海作协走访了兴平山
古炮台，及广东南路抗日第一枪遗
址。这两个红色古遗址，一个处在兴
平山顶，一个在兴平山脚下。

这厚重的人文历史古迹，却被岁
月淹没，尘封已久。是滨海新区白蕉
新一届村委班子，慧眼识珠。正如陈
雄亮书记所讲：为传承红色文化，讲好
本土故事，挖掘身边资源，将尘埃拨
开，为其重新树碑立传。

据史载，清同治《广东图说》卷 56
电白县：兴平山（鸡笼山）“邑治咽喉，
最为险要，上有炮台”。

据百度，清嘉庆四年（1799），两广
总督吉庆认为鸡笼山地理位置扼要据
险，指令在山顶建炮台，并将鸡笼山更
名为兴平山，炮台命名为兴平炮台。
取名兴平则是该山地理位置从广义上
来说是处在太平洋西岸。再则是寓意
兴旺平安。

话说兴平山（岭），原为岛屿中的一
小丘，海拔高仅为30米。与博贺古港一
水相连，旧时为天涯海角，距离放鸡岛
只有七海里。山峦不高，可视野开阔，
能见度好，站在山顶，整个博贺港出海
口及周边港湾海面，可一目了然。清政
府在此选址建炮台，可谓慧眼独具。

据史载，电白县境共有八处建有
炮台，而兴平山炮台规模最大，设置火
炮十七门，配守兵丁 80 名。可见兴平
山原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军事要塞。当
时也起到很大的抗倭寇，平叛逆，安邦
保国作用。

随着时间推移，连头岭国防建设
崛起，兴平山古炮台已失去原有作用，
如今只剩下遗址，留下的是怀古。

兴平山（岭）地理位置原是处在一
个小岛之中，这里四面环海，没有陆
路。只有山脚下有少许陆地，是在二
百多年前迁徙至此子民将该片荒野面
纱揭开，从此有了兴平山村。

由于这里地理环境独特。在那多
事之秋，始初曾有人在此落草为寇，充

当海盗，以劫船掠货为生。随着兴平
炮台建起，有了驻军，海盗销声匿迹。

据一进过高等学府兴平山村学子
叙述：在清朝期间，曾有一国师南下寻
龙找穴探风水，踏上兴平山顶，对此赞
叹不已，说此处为一块风水宝地，美其
名曰“丝线吊猪头，有得吃无得留”。
虽然风水之说不科学，可按国师指点
的泉眼之处，后人在此挖掘出一口淡
水井，也就是如今兴平山村人所用的

“园尾井”。这使“龙眼”有了传奇。
在那民不聊生的洪荒年代，解决温

饱问题是民生首选。有了“风水”之说，
加上这里有得天独厚海资源，生存环境
可观。于是便有陈氏人家慕名而来，在
此落居，从此有了兴平山村。也有的人
相中这里是避难好地方，因在本地无路
可走，为躲避债务或官方追捕，“走生
日”（逃难）而到此定居。也有不少有识
之士，看到这里背山面海，觉得易于谋
生，携儿带眷从四面八方迁徙至此。

由于历史源远流长，在兴平山这
个村庄，便聚集着陈、黄、姚、杨、戴等
近20个姓氏人家居住。在这繁杂的姓
氏中，陈氏算为始祖。因此在过去曾
定下规矩，兴平山（岭）属陈氏祖山。
山上资源诸如树木或果树（当时兴平
山满坡遍岭都是石榴树），唯有陈氏人
家方可伐木或采摘果子。其余姓氏人
家不得上岭。至于老人仙逝上岭安
葬，也要征得陈氏族人允许。这规矩
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被打破。

由于落居兴平山村的人都不是平
庸之辈，他们发挥各自聪明才智，通过
一代代人努力，终将原有海岛开辟为
有盐田，有虾塘，有田园，有陆地，背山
面海的美丽家园。

显然兴平山是个人杰地灵地方，而
兴平山炮台和打响抗日第一枪事迹，则
是具有深厚的而我们应予传承的人文历
史。

当我踏上兴平山顶，目睹被岁月淹
没的炮台旧址，思维恍惚回到洪荒岁

月。思古睹今，放眼博贺湾大桥，觉得
如果能将这厚重人文历史加予保护和
开发，那将是现实与历史最佳搭配！兴
平山与博贺港将会以另一种神奇姿态
出现。

至于电白军民打响“广东南路抗
日第一枪”遗址，则是在距离兴平山脚
下几十米的海滩上。这一真实的光荣
历史已载入史册，对于故事的人物、时
间、地点都有共识。但对百度中记载
的“我军民潜伏在芦苇中”的芦苇之
说，我一直存疑，觉得这里是海滩不是
白洋淀，因此我咨询过不少当地老人，
他们都说自懂事以来看到的都是海榄
树（红树林），没见过芦苇。为还原史
实，也搜寻有关资料，从电白人武部供
稿刊发在茂名日报第 2015 一 09 一 02
期B5版，“电白军民打响南路抗日第一
枪”一文是这样叙述：

1939 年 7 月的一天晚上，月色朦
胧，一股日本海军乘坐一艘橡皮艇侵
入电城附近海面，用机枪疯狂扫射沿
海渔船，渔民渔船损失惨重。为抗击
日军挑衅，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
中共电白县中心支部书记、国民兵常
备队中尉政治指导员黄秋耘，决定予
以还击。他带领 40 多人的加强排，在
渔民的引导下迅速潜伏到海滩边的红
树林中，等日军橡皮艇驶近时，以密集
火力射击，封锁海面。日军见我方已
有所准备，且情况不明，不敢冒然进
攻，只好怏怏撤走。这是电白军民打
响的抗日第一枪，也是广东南路地区
军民打响的抗日第一枪。

可见当时我军民潜伏地掩护物是
红树林而不是芦苇。此敬请有关部门
在对遗址诠释时引起注意。

鉴于兴平山既是人杰地灵地方，
又有厚重人文历史和景观，倘若在兴
平山开辟一个公园，宜旅游，宜开展爱
国教育，又利于发展经济，那将是功在
当代，利在千秋伟业！

走访红色古遗址 ■薛伟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