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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学党史··跟党走跟党走
争做新时代的担当人

履行全县农村公路路政、道路运政、海事、航政、港口、水上运

政、治超、邮政快递、交通工程建设等领域执法职能。以提升行业文

明、优化行业服务、改善行业形象为目标，以打造“有为交通、科学交

通、精致交通、和谐交通”为载体，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

线，大力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被省文明委授予 2016—2018年度

“江苏省文明单位”称号。

得民心的县长——张静江

金湖县交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张静江，原名张金江，清宣统元
年(公元 1909年)生于原金南乡。

张家世代种田。张静江少时仅读
半年私塾，就辍学在家放牛、放猪，
下田做轻微农活，形成他勤劳朴实、
勇敢正直的品德。成人后，为养家糊
口，除种田外，还从事捕鱼、烧木炭
以及其他营生。其时，湖西一带土匪
众多。这些土匪杀人放火、抢劫“绑

票”，无恶不作，老百姓深受其害。张
静江义愤填膺，挑头发动乡亲联合抗
匪。为筹办防匪的武器，他动员一些
富户出钱购买枪支，自己也毅然卖掉
耕牛与几亩土地 ,献上一部分购枪款。
有了武器，他们自发组织的防匪武装
也就有了实力。有几次土匪进村抢掠，
均被击退，保护了一方安宁。

1940 年 4 月，新四军开辟高宝湖
西。张静江看到新四军是穷人的队伍，
是保护老百姓的，立即带上枪支，参
加抗日武装。7月,张静江加入中国共产
党。翌年 1月,担任金沟区平安乡乡长。
一年后，任金沟区民运科长。1943年，
改任金沟区农抗理事长兼民兵大队长。
也就在此任上，他积极支持并带领金
沟区数千民工，投入农抗河 （今利农
河） 的施工，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5 年 6 月 ,张静江调任天高县农
抗理事长。是年 11 月，天高县撤销，
于小金沟建立高宝县。1946年 4月，张
静江任高宝县委副书记。同年 8 月下
旬，为了对付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对淮
南解放区的进攻，淮南区党委副书记

李世农根据华中局的指示，将退到高
宝水网地区的炳辉(天长)、高宝两县地
方干部和武装，组成天高游击支队，
坚持敌后斗争。炳辉县公安局长林长
青任支队长，县委书记梁明伦任政委，

作为高宝县委副书记的张静江，调任
副政委。由于敌军力量过于强大，9月
9日，游击战斗失利，梁明伦牺牲，游
击支队一部撤到淮宝。张静江又回到
高宝县，后随高宝县干部武装北撤。
1947 年 7 月,高宝县委、县政府在小河
东重建，张静江担任高宝县长，参加
艰苦的收复淮南战斗。1948年 4月，高
宝县与天长县在金沟河东合并成立天
高县，张静江担任天高县长。当年底，
天高县改称炳辉县，移驻天长县城，
张静江继续担任炳辉县长。1949 年 8
月，张静江调任仪征县委副书记，直
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新中国成立伊始，张静江被选派
进苏北区党委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
担任区党委农村工作团副团长。1951
年 7 月调任六合县长。自此,又与六合
结下不解之缘。1953年 2月，又担任六
合县委书记。1954 年,长江、淮河发生
特大洪水。由于江水暴涨,六合临江堤
段告急，数万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
威胁。其时,张静江胃病发作，疼痛剧
烈。但他强忍病痛，住到重点险段八

卦洲一带，指挥民工抗洪抢险。因病
痛与劳累，他多次昏倒在堤上。经抢
救苏醒后，又坚决拒绝县委其他领导
的住院安排，顽强挺立在抗洪第一线，
直到江水回落，险情排除。为此，张
静江受到江苏省人民委员会的表彰，

《新华日报》 还报道了他的先进事迹。
1956年 2月，张静江结束在六合 5年的
任职，被派往江苏省干部文化学校学
习。1958 年 9 月毕业,留校任校党委书
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张
静江同无数老干部一样，被当作“走
资派”批斗、“靠边"。1969年 5月，他
又被下放回到家乡金湖。粉碎“四人
帮”后，随着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
展，1978年 7月，年届古稀的张静江复
出,担任金湖县革命委员会顾问。他积
极为家乡工农业生产出谋划策。又倾
注很大精力，回顾 1939 年到 1949 年金
湖人民的革命斗争历史，撰写出长篇
回忆录 《难忘的十年》，用战争年代金
湖人民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的革命精
神 ,教育干部，教育群众。1982 年 12
月，他离职休养，随子女定居在六合
县城。1990 年 7 月 28 日，张静江在六
合逝世。 （县委党史工委）

金湖融媒体金湖融媒体 宣宣

放暑假了，这是我们尽情玩耍、尽情放飞的“天
堂时间”。许多小朋友都外出旅游，饱览祖国的山山
水水，可我却爱上我们家乡的草草木木，爱上美丽的
荷花荡、水上森林氧吧……但最让我忘不了的是幼时
的记忆，忘不了我心中最美、最快乐的荷花广场。可
紧张的学习和作业，让我好久好久都没能去荷花广
场。

趁着假期，踏着夏日的晚霞，我来到了“远
在天边，又近在眼前”的荷花广场。当站到带有“荷
花广场”景观标记面前时，我不由得被修葺一新的人
造景致所吸引，荷花、莲蓬、树木、和平鸽栩栩如
生，园林大师们的精湛技艺让我发出由衷的赞叹！它
不仅仅是广场的门面，更是一道靓丽的风景，是一幅
儿童画。上面中间写着“文明连着你我他”，展示出
荷花广场欢迎八方来客的胸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周年”景观，让我感受到“生在红旗下，长在
甜水里”的幸福，我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声：“党啊，
母亲！生日快乐！”

向右看，只见一道文化墙和八个高高耸立的文
化柱精美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上面雕刻着古老的尧
帝文化、血脉传承的红色文化，镌刻着党的恩情，镌
刻着金湖的历史和现代文明。每一墙、每一柱都是一
段艰难的、光辉的战斗史、奋斗史，它每时每刻都在
提醒我们“不忘初心，强国有我！”

向左看，一条蜿蜒的三河绿丝带由远及近地缠
绵在广场的身边，一边缠绕着片片莲叶，一边缠绕着
水中的柳树、翠的杉、碧的水、飘荡的芦苇，满眼绿
色，绿色金湖，用“杉青水秀，为荷而来”全域旅游
广告词来描述它，是再恰当不过了！ 向前看，一
个巨大的形似莲花盛开的观景台呈现在眼前。这朵莲
花是我幼时的记忆，四、五岁时，每到荷花广场，我
必定要拼尽全力，一步一步地登上去，与其说是登，
还不如是挪是爬，是我咬着牙冲上去，那就是为了爸
爸妈妈口中的一句话：“你真勇敢，你真能干！”一阵
欢快的吵闹声，把我从回味中唤起，只见二层的荷花
观景台上，有的在嬉闹，逗着小孩东倒西歪的学步，

有的面对面地谈笑风声，有的窃窃私语，好像有说不
完的小秘密；有的放声高歌，好像要将快乐告诉全金
湖，他们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不经意间，我数了
一数观景台上的莲花，“15 瓣，对，15 瓣，太幸运
了，这不就是我的幸运数字，吉祥号吗？”真的巧合，
我的生日，八月十五中秋节，象征着莲花祝福人们幸
福团圆……

无意中的联系，不经意的缘分，增强了我对荷花
广场的好感，也增加了我对荷花广场的喜爱。抬起
头，荷花广场的景观尽收眼底，身后的柳树湾、三孔
石拱桥和一幢幢高楼，紧紧地护卫着这“莲花仙境”，
护佑着湖城这块风水宝地。

荷花广场是我心中的吉祥物，是我走出家门的第
一眼美景，是我走出家门的第一个公园。广场游乐场
上的电动玩具车是我幼时来时非要闹着坐一坐的，五
颜六色的小玩具一定会选一个的，各式各样的“金湖
小吃”必须要吃到开心…荷花广场！您是我们金湖人
民的休闲快乐之地，纳凉度假避暑胜地。您看，大妈
们的广场舞跳得正欢，小朋友的嬉戏正乐。您看，健
走队员们意气风发的风采、铿锵有力的步伐，正向着
金湖“处处有美景，天天变美好”的行程前进。

我站在荷花广场，我要向全金湖、全世界大声
地说：“我爱你中国！我爱你家乡！我爱你荷花广
场！”

我站在金湖荷花广场
■ 金湖县实验小学四 （7） 班学生 张之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