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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王锦飞）7
月 16 日，徐州市体育局举行新闻发
布会，市体育局局长陈钢通报徐州运
动健儿出征东京奥运会的情况。从
发布会上获悉，在中国代表团7月15
日公布的431名参赛运动员中，江苏
健儿共有 37 名。徐州籍运动员有 7
人参赛，其中尤浩是丰县人。

我县1名体育健儿
征战东京奥运会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文欣）近
日，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建设工作联
席会议办公室公布了第七批次特色
田园乡村名单，42 个村庄被命名为
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丰县宋楼镇辛
庄村沙庄位列其中。该村位于子午
河西岸，交通便利，环境幽雅，房前屋
后都种植了银杏、红豆杉等绿化树
木，现有银杏树 2300 多棵，红豆杉
1000 株左右，素有宋楼镇“天然氧
吧”的美誉，是远近闻名的“银杏树之
村”，也是宋楼镇康居示范村。

宋楼镇辛庄村沙庄入选
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李硕）7月
17 日，王沟镇召开第四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十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王沟
镇政府工作报告、镇人大主席团工作
报告；选举产生了王沟镇人民政府镇
长、副镇长。

今年以来，该镇聚焦突出问题，
团结依靠全镇干部群众，攻坚克难、
扎实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年初制定的
目标任务，经济社会保持平稳健康发
展。会议指出，下半年，王沟镇将把
更多精力放在优服务、促发展、保稳
定、办实事上，切实提高政府抓落实
能力。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全面
提升能力素质，紧盯指标，持续整改，
补足短板，奋力谱写王沟镇高质量发
展新篇章。

王沟镇第四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十一次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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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邓学
良 陈铭茜）为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师德师风的重要
论述，秉持有高质量教师才有高
质量的教育这一理念，近日，“强
师德、树形象、争做新时代好老
师”2021 年丰县师德师风培训班
在职教中心举行开班仪式。县政
协主席徐国良出席活动。

培训班特别邀请到青岛恒星
科技学院副校长、青岛恒星科技
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张
王庚，全国创新型应用人才培养
工程中华经典研修基地专家委员
会主任、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

中华文化传承中心课题组宣讲团
主任弘毅，徐州监狱“张恒进传统
文化工作室”带头人张恒进等 7
位著名专家讲师，为我县优秀老
师代表共 740 余人开展为期三天
的讲座，课程设置有《圣贤文化唤
醒良知》《弟子规与家庭学校教
育》《家风家训与五福人生》《汉字
看中国教育智慧》等。

开班仪式结束后，张王庚老
师为全体教师重点讲解了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他
结合《论语》《弟子规》中的圣贤名
句，阐释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兼
容并蓄。同时结合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经典语录不时与现场的老
师进行精彩互动，生动有趣的讲
课方式赢得在场教师的阵阵掌
声。

作为一名好的教育工作者，
应该效法“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的天地之道，遵循践行“仁义礼智
信”的中庸之道，聆听了讲座，老
师们深有体会，更加明白了作为
一名教育工作者要沐浴在率先垂
范、以身作则的国学经典中，践行
在发扬和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的工
作实践中，落实在“学为人师、行
为世范”的实际行动中。

强师德 树形象 争做新时代好老师

2021年丰县师德师风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李超 史
慧娟）近日，我县召开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专题会议，认真学习领会习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和
省、市、县委部署要求，研究安排全县
学习宣传贯彻工作，推动党史学习教
育和“四史”宣传教育不断走向深
入。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光出席
会议并讲话。

会议就全县学习宣传贯彻“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重点工作和网络宣

传、舆情把控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对
近期内宣外宣等工作进行简要点评。

凤城街道、教育局分别围绕学习
宣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进行
交流发言；第三巡回指导组就学习宣
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督导指
导工作进行发言。

针对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会议要求，
要抓好专题学习，以“深学细悟”推动
讲话入脑入心。统筹结合学、多种形
式学、融会贯通学，切实提升学习的
系统性、针对性、实效性。各基层党

组织要认真开好专题组织生活会，重
点学习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交流认识体会，查找差距不足，明确
努力方向。要抓好宣传教育，以“分
类施教”凝聚广泛思想共识。开展好
集中宣讲、开展好群众性宣传教育、
开展好青少年宣传教育，在全县范围
内开展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
神专题宣讲，持续发挥好党史学习教
育县委宣讲团作用，各镇（街道）各部
门各单位要充分发挥好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站）等阵地作用，开展对象
化、分众化、互动化宣讲，不断提升宣

讲覆盖面、感染力。要抓好新闻宣
传，以“矩阵发声”营造浓厚学习氛
围。做强主流舆论声势、做优网上宣
传引导、做好对上宣传推介，以高度
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精心研究谋
划、全力组织推动，多走走、多看看、
多长长见识，多动手、多动腿、多动
脑，多用心、多用情、多用力，确保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在丰县落地生
根，为全县打造贯彻新发展理念区域
样板、阔步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本报讯（融媒体通讯员 欣
闻）县财政局出资 3000 万元设立

“应急转贷资金池”，帮助县域内
广大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
急转贷“过桥”，防控资金链断裂
风险，稳定生产资金流。自 2020
年资金池设立以来，共完成应急
转贷业务 522 笔，转贷金额 7.98
亿元，惠及中小微企业 98家转贷
金额 5.59 亿元，支持个体工商户
424 户过桥资金 2.39 亿元，其中，
2021 年度完成 320 笔，转贷资金
3.72亿元。

应急转贷资金源于财政资金
安排，由指定的徐州普瑞金融服

务公司市场化运作。转贷风险防
控是业务持续的基础，县财政局
指导普瑞金融服务公司设置多道
防线，有效防范转贷风险，做到转
贷资金零损失。

一是落实合作银行承诺。将
贷款银行和申请转贷企业设为

“关联双方”，要求申报转贷企业
提供贷款银行出具的合法的转贷
承诺书，不符合银行续贷资格的
不能获批转贷支持；二是加强企
业前调把控。对申请转贷企业生
产经营、财务状况进行尽职前调，
基于风控重点支持生产经营稳
定、财务状况无明显隐患的申报

企业，与企业签订转贷协议，明确
资金监管和收缴责任；三是实行
封闭运行管理。转贷资金实行封
闭运行，资金划入企业还款专用
账户，专项用于归还银行旧贷，银
行发放贷款后，企业首先偿还转
贷资金，不得挪作他用，对于骗
取、挪用的，取消三年申报各类财
政资金资格，依法追究相关人员
责任；四是强化额度期限约束。
转贷资金设置额度和期限上限，
单个企业原则上不超过 1000 万
元，期限不超过 3天，通过约束进
一步降低应急转贷资金损失风
险。

县财政局应急转贷资金池
服务企业稳生产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邓学
良）7月 15日，首羡镇召开第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代表
们肩负职责使命，依法行使职权，
听取和审议了首羡镇政府工作报
告和首羡镇人大工作报告，并积
极建言献策，围绕本行政区域内
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有关重大事

项，进行了认真的审议和讨论。
会议号召，全体代表要更加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全力抢拼、勇立潮
头，为推动镇域经济社会发展再
上新台阶、为构建“强富美高”新
首羡做出新的贡献。

会议召开期间，代表们先后

视察了该镇部分社会经济发展建
设和民生实事项目建设情况，大
家纷纷表示，要学习和借鉴先进
的工作经验和做法，加强学习，提
高自身履职能力，积极为乡村振
兴和社会经济发展出谋划策。

首羡镇召开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

我县召开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专题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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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铜沛丰地下联络站的创建始末
徐州汪氏祠堂坐落于丰县范楼镇汪洼村，

为苏鲁豫皖接壤地区汪氏家族所共建共享。
1937年全面抗战之前，国民党铜山县月照乡乡
公所和地方官办小学均设在汪氏祠堂。当时，
中共地下党员丁涧桥、汪晓光以学校为掩护，
在铜沛丰边界地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丁涧
桥的同乡好友、月照乡乡长汪传恕一直倾心革
命，暗中支持党的秘密工作。1939 年 4月，汪
传恕在丁涧桥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逐
步承担起该地区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工作。

1938年 6月，湖西地区第一支统一的抗日
武装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成立，不久
便打通了从单东到沛北、湖西到湖东的交通要
道。1938 年底，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挺进湖西
后，湖西义勇队编入苏鲁豫支队，至 1939 年 5
月创建了下辖 22 个县的湖西抗日根据地，并
建立了从鲁南到湖西通往延安的秘密交通线。

1939年 8月，中共苏鲁豫区党委在日伪统
治力量较为薄弱的铜沛丰边区建立铜北抗日
办事处，这是湖西地区第二个县级抗日民主政
权，办公地点设在千里井（今属丰县范楼镇），
并设立铜沛丰地下联络站，汪传恕被任命为联
络站负责人、汪新庄特支书记兼铜北办事处民
众抗日动委会秘书长。因汪传恕公开身份是
月照乡乡长，且乡公所设在汪氏祠堂，联络站
建立以后，为便于开展党的工作，汪传恕遂将
联络站设在汪氏祠堂，用家族祠堂和乡公所两
块招牌为地下联络站提供双重掩护。

1939 年冬至 1940 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
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铜北国民党顽固派头目耿
继勋打响湖西地区军事反共第一枪，制造了湖
西历史上著名的千里井惨案。此后，铜北抗日
武装被迫撤出该地区，党的活动也转入地下，
地下联络站便承担起边界地区党的领导工
作。地下党组织在此传播真理、发展党员、唤
醒民众，开展对敌革命斗争；地下工作者筹备

徐州汪氏祠堂的红色记忆
撰稿：赵本宇 汪家杰

军需物资，搜集敌方情报，护送革命干部，发
动群众参军支前，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湖西
老区的绚丽风采。

全面抗战期间，铜沛丰地下党组织注重
选派智勇双全的优秀共产党员潜伏到日、伪、
顽内部，把敌方大量政治和军事情报源源不
断地传递到党组织和八路军手中，为湖西抗
战胜利争取了时间、减少了伤亡；同时积极培
植壮大革命力量，把边区一大批优秀儿女培
养成为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革命战士，送上
争取人民解放、民族独立的革命道路。

此外，铜沛丰地下党组织还依托汪氏祠
堂及周边村庄，积极筹备枪支、弹药、粮食、
药品等军需物资，运往湖西抗日根据地中心
区。地下党员汪允桂智缴土匪枪支弹药，骨
干群众张允贵、张云山父子拼死保护军粮，
联络员贾洪升巧妙骗过日伪岗哨运送物资，
地下组织外围成员汪永文、汪家绍为筹集、
运送药品英勇牺牲等诸多历史故事，至今仍
在民间广为流传。

抗日战争时期，徐丰公路是徐州地下党
及新四军苏北、苏中根据地往来八路军湖西
根据地行政中心单县、丰县的必经之路，地
下联络站一直承担着护送革命干部经徐丰
公路往返其间的重任。地下工作者把汪氏
祠堂作为中转站，积极依靠地下党外围成
员、骨干群众、进步乡绅等，与日伪顽会匪

“五鬼”斗智斗勇，把徐丰公路打造成一条
“红色秘密交通线”。其间，经地下联络站护
送或经汪氏祠堂中转的革命同志为数众多，
但没有一人牺牲在徐丰公路。

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里，汪氏祠堂见证
了汪传恕、李西武、王玉珍、孟继胜及汪永
昌、侯福荣夫妇等革命烈士在隐蔽战线浴血
奋战、慷慨赴死的豪迈与悲壮，见证了丁涧
桥、汪晓光、陈兴振等革命先辈身履险地、九
死一生的战斗场景，也见证了革命烈士李明
伦、杨印堂与革命先辈汪家林、汪允桂等潜
入敌人内部侦探、传递情报的睿智和忠勇。

抗战胜利前夕，铜沛丰地下联络站遭到国
民党顽固派重创，联络站负责人汪传恕被暗
杀，其他一大批地下工作者除极少数转战外
地外，绝大部分革命同志相继牺牲。不久，党
组织选派地下党员在汪氏祠堂创办小学，继
续开展革命工作。淮海战役前夕，铜沛丰边
区率先解放，汪氏祠堂又成为淮海战役支前
基地，数以百计的担架队、运粮队从这里走向
淮海战役的主战场。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铜沛丰边区曾
先后隶属铜山县、华山县；新中国成立初期，
又先后划归铜山县、丰县。因而，后来在挖
掘、整理党史资料的时候，三个县都忽略了这
个地下联络站，以至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
岁月里，一直“养在深闺人未识”。

2015年，北京徐州籍学者徐莉、李永夫妇
在单县、丰县、沛县等地搜集解放战争时期湖
西南下干部历史资料时，方才发现徐州汪氏
祠堂曾经是中共铜北办事处铜沛丰地下联络
站旧址。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徐州地区汪
氏文史爱好者汪家杰、汪允华、汪永华等历时
一年，走访铜沛丰边区亲历者与先烈先辈后
人，查阅相关文史资料，终于揭开了汪氏祠堂
尘封已久的一段红色记忆。

2020年，汪家杰、徐莉等出于对革命先辈
先烈的敬仰之情和对历史真相的敬畏之心，
抢救性挖掘整理出关于汪氏祠堂与地下联络
站的专题文稿，相继在丰县、徐州期刊《枌榆
社》《徐州史志》发表；2021年纪念党的百年华
诞之际，《徐州日报》《都市晨报》又相继派员
实地采访并进行专题宣传报道。这些闪耀着
湖西老区历史光芒，并因特殊原因长期鲜为
人知的革命故事，对于传承红色基因、告慰先
烈先辈，都将产生积极作用。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