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告广 告】】B2 2021年4月8日星期四 E-mail：rgrbzk@163.com本版编辑：新 然
B3 【【龙游河龙游河】】 2021年4月8日星期四 本版编辑：彭 潍 E-mail：rgrbfk@163.com

双休日，教两岁半的孙子
背诵唐朝诗人白居易的“离离
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
不尽，春风吹又生……”孙子
突然问：“爷爷，这是什么草
呀？”我说：“是一种茅草。”他
又问什么是茅草呀？我说：“就
是长在地里的一种根很长的草
……”末了，我说了一句，那
草根可好吃了。谁知，孙子不
依不饶了，缠住我一个劲儿地
喊：“爷爷，我要吃……”孙子
的话语，让我回到了童年。

我们这些“60后”小的时
候，在过去乡下农村的田间地
头，甚至大路边、田旁，随处
可以见到一种外观和芦苇相
似，植株瘦高、叶片有点像竹
叶的草，那就是茅草。茅草，
生命力十分顽强。无论你割它
几遍，它都会很快又冒出来，
不多时日，又是茂密一片。它
从不怕烈日晒和严寒冰冻。特
别是到了冬季，你哪怕一把火
把它烧得精光，第二年一开
春，它又是一片生机盎然。因
此，在广袤的江海大地上，除
了庄稼，还有很多很多的茅草。

打记事起，我们就知道茅
草根是可以吃的。茅根，从地
里挖出来，白白的、细细的、
长长的、一节一节的，让人垂
涎欲滴。略懂中医的父亲告诉
我们，茅草的根，味甘、略
苦，性是寒的，它的主要功能
是凉血、止血。因此，农家一
旦有人吐血、尿血、鼻子出
血、牙出血等等，就常用茅根
来治。由于它还有清热解毒的
作用，所以人们往往也用于治疗热毒或者湿毒这些病
症，比如像肝炎之类的病，以及由于胃热导致的恶
心、呕吐。

印象中，每年3月至4月中旬，是挖茅草根吃的
最好时节。我们这些小孩子，又似乎对茅草根情有独
钟。每每一挖一篮子，拎到沟里洗一洗，就塞到嘴
里，嚼着、嚼着，嘴丫边常常溢出甜甜的液汁，嚼完
一口，还伸出舌头，将嘴边的甜汁送入口中，仔细品
尝那特有的滋味……那个甜味儿啊，透心透骨地扩散
到全身，传播到每一根神经，甜到心里，真真儿的难
以言表。

此外，军区有3个文工大队，各分区
均有分区剧团，秧歌队、儿童剧团、农村
剧团等遍布城镇乡村。其中新安旅行团是
最负盛名的综合性文艺团体，1946年5月
20日，毛泽东主席亲笔致函新安旅行团，
勉励他们。新闻出版方面，《新华日报》
（华中版）日出数万份，分区均有日报或
大众报，如《江海导报》《盐阜大众》《苏
北报》等共32种。著名刊物有《华中通
讯》《民主建设》等10多种。这些报刊拥
有1万多名通讯员，陈登科就是其中的突
出代表，他本是一个粗识文字的普通战
士，从写百字的新闻通讯稿起步，成长为
一位知名的作家。

5.土地改革的成功范例。

苏皖边区前期经过惩奸反霸和清算斗
争，群众生活得到一定的改善，但从总体

上看，农村中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华中农
村占统治地位，封建剥削远未消除。1946
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
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指出国内矛盾已
上升为主要矛盾，农民迫切要求清除封建
剥削，党必须及时将在抗战时期实行的减
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
的政策。

《五四指示》下达以后，华中分局立
即召开分局及各地委书记联席会议，对土
改工作作了具体部署。华中分局首先选择
淮安县鹅钱乡进行试点，派出以分局民运
部副部长李坚真为队长的土改工作队进驻
鹅钱乡，具体领导土改工作。邓子恢5月
底自延安回到淮安后，亲自抓了鹅钱乡的
试验，并撰写了《从鹅钱乡斗争来研究目
前的土地改革运动》，总结推广这个乡的

土地改革经验。其后，华中分局先后发出
《关于贯彻中央“五四”土地政策新决定
的指示》《关于在减租减息清算中解决土
地问题办法的指示》《关于土地问题给各
级党委的一封信》等文件，要求各级党委
必须掌握五四指示的基本精神，消灭解放
区内残存的封建土地占有制，消灭封建剥
削，实现耕者有其田。华中分局采取边实
践、边总结和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方
法，相继在第五、第六、第七、第一和第
二行政区开展土改工作。刘瑞龙、张维
城、曹荻秋、欧阳惠林、陈立平等分局领
导分别到各地蹲点指导。自1946年6月开
始，在土改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土改
运动迅速在苏皖解放区推开。参照鹅钱乡
土改分田的做法，各地广泛宣传“五四”
指示，做好调查统计，开展斗争清算，通

过分配、复查，最终确定产权。最后则召
开庆祝胜利大会，总结经验，教育群众。
此外，土改过程中有一批苏皖边区进步士
绅主动献田，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土地改
革运动极大地焕发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
为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苏皖边区的土改工作走在了全国的前
列，鹅钱乡作为华中土地改革第一个典型
范例，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在1947年
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上，鹅钱乡最先实行
的“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土地分配政策，
被称为“最坚决的土改路线”。谭震林、
张鼎丞、李坚真等华中土地改革的亲历
者，在其后的解放战争时期及新中国成立
后，又领导和参与了全国其他地区的土地
改革运动，做出了突出贡献。

1998年，我父亲65岁时写了一段备
忘录式的文字，记载了我祖父徐玉彬
（1906-1977）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
间在如皋西南乡镇张黄港从事革命活动的
一些经历。内容主要来自祖父生前口述，
文稿中特别标注：“我家除我而外都不清
楚，（笔记下来）以备后代家史的查考”，
可见这段历史在他心目中的重要程度，尽
管如此，这份手稿还是延续了他字迹潦
草，多有笔误和涂改的习惯。加之口述与
记录相隔时间长达四十多年，记忆偏差和
讹误在所难免。但我觉得这段家史连接着

地方秘密党史的情节，如果任其湮灭在历
史的长河中，殊为可惜，就着凌乱的手稿
梳理了一下大致线索，以飨读者。

1940年，新四军东进，进入如皋境
内，徐玉彬在石庄楼房头（现石庄镇楼房
村）加入中共秘密组织，其身份和工作严
格保密，有“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
女”一说。1941年9月中共如西秘密县委
成立，与公开的如西县委（甲种系统）平
行且不发生横向联系，称为“乙种系
统”，书记改为特派员，秘密党的组织成
员必须政治上绝对可靠，每个党员和支部

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要有坚强的战斗
力等。其组织成员、活动方式、上下级关
系等均绝对保密，一切工作和行动秘密进
行，上下级之间单线联系，上级的真实姓
名和秘密身份，下级不知道，有的支部内
党员与党员之间也不相识。在联系工作
时，都以某种公开职业身份为掩护。这
样，即使公开的党组织遭到破坏需撤离原
地，而地下党组织仍能很好地担负起战斗
任务。随后几年，作为乙种系统内的秘密
党员，我祖父徐玉彬最初的公开身份是张
黄港码头上“捉小猪”的装卸工人。

1945年9月，如西县复名如皋县，徐玉
彬和杨锡山开辟建立张黄港镇政府，杨锡
山、芦志祥任正副镇长，吕正高任指导员，
徐玉彬是党的特派员。1946年国民党军大
举进犯苏中解放区。为了应对紧张复杂的
斗争形势，同年11月，在地委秘工科直接领
导下复建了“乙种系统”，由县委副书记丁
正铎分管，设县区特派员，领导支部小组和
个别党员，石庄区是俞必学领导的三个支
部36人，徐玉彬是其中一员，仍担任张黄港
镇特派员，掌有“生杀”大权，公开职务是副
村长，群众称之为“乡主席”。

苏皖边区政府与新中国的成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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