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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肃省会宁县中川乡的大墩梁
一座普通的山岗上，长眠着800余名红
军指战员，年仅 28 岁的副军长罗南辉
是那场阻击战中牺牲的红军最高将

领。如今，苍松翠柏掩映下的红军烈士
纪念碑，正默默诉说着 82 年前那段悲
壮赞歌。

罗南辉，1908 年出生于四川省成
都市西郊一个农民家庭，早年曾在水烟
铺做工。1926年进入川军江防军第7
混成旅当兵。1927年秘密加入中国共
产党，在所在部队从事兵运工作。他团
结教育下层士兵，组织成立“士兵联合
会”，同反动军官作斗争。1929年6月
参加第 7 混成旅旅长邝继勋等领导的
遂宁县射洪嘴起义，任起义军营长。后
被党组织派往川军江防军第 2 混成旅
继续做兵运工作。1930 年 10 月参与
领导该旅一部在汉州（今广汉）举行武
装起义，任警卫大队长。

1930 年底，罗南辉赴四川万县任
中共川东特委军委书记，不久因叛徒告
密被捕。他在狱中立场坚定，机智巧妙
地同敌人进行斗争，始终未暴露身份。
出狱后，任中共四川省委除奸小组组

长，领导该小组处决了一批叛徒、特务，
保卫了党组织的安全。

1932年罗南辉任中共南充中心县
委军委书记，同年 11 月参与发动和领
导南部县升（钟寺）保（城）农民起义。
后奉派到川军第 29 军做兵运工作，
1933 年春率该军 1 个连起义，参加红
四方面军。同年 10 月任新成立的红
33 军副军长，率部参加了川陕苏区反

“六路围攻”。他担任前线指挥，率部连
续打退敌人二十余次轮番进攻，歼敌四
个团，俘敌近两千，取得红33军成立后
的首战胜利。后指挥所部清剿川陕边
反动武装“神兵”的作战，取得五战五
捷、歼敌 5000 余人的重大胜利，有力
保卫了后方的安全。

1935 年罗南辉参加长征，曾率部
担负筹粮任务。在人烟稀少的藏民地
区，他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积极开
展群众工作，走村串户，收集、购买粮
食，最大限度地保证了部队的需要。同

年11月，红33军与红5军团合编为红
5军，他任副军长。后在甘肃通渭指挥
作战中负伤。1936年10月，为掩护红
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罗南辉奉
命率红5军担任后卫，他躺在担架上指
挥作战，在甘肃会宁华家岭一带阻击敌
人。10 月 23 日在会宁县中川乡大墩
梁遭敌机轰炸，罗南辉壮烈牺牲，年仅
28岁。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闻讯
后悲痛不已，他流着眼泪说：“南辉同志
是红军中的一位优秀指挥员，他的牺牲
是我军的一大损失。”

为了铭记先烈的英雄业绩，1986年
10月，会宁县人民政府在大墩梁烈士陵
园修建了大墩梁红军烈士纪念碑。
1996年10月，会宁县人民政府对大墩
梁烈士陵园又进行了全面维修、扩建，
并在罗南辉墓前新立墓碑一座，以表达
对这位红军优秀指挥员的深切怀念。

文/新华社记者 吴文诩
（新华社成都10月13日电）

罗南辉：喋血长征的青年将军

本报讯 记者常理 代玲报道：应急
管理部10月13日从中央救灾物资成都储
备库、拉萨储备库向四川、西藏两省区交界
处山体滑坡和金沙江堰塞湖灾区紧急组织
调拨中央救灾物资。

据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这批救
灾物资包括7000顶帐篷、3万件棉大衣、5
万床棉被、5000张折叠床等，用于支持两省
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和过渡期生活保障，确
保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和灾区社会稳定。

此前，应急管理部会同自然资源部、水利
部、气象局、中国安能建设总公司等单位已建
立应急联动处置机制。应急管理部已经启动
每日会商研判机制，前后方密切配合，保障排
险救援救灾工作科学有序高效开展。

应急管理部党组书记黄明在会商研判调
度会上表示，要确保群众生命安全，要在党
委、政府领导下强化统一指挥，设立前方临时
党支部，依据前方实际需要安排力量和物资。

记者还从西藏自治区应急办获悉，西
藏自治区已紧急调拨500万元应急资金用
于灾区救援。西藏各级各部门紧张有序救
援，截至12日18时，西藏昌都市共设立25
个安置点转移安置 3 县 10 乡群众 13637
人。国网西藏电力公司已迅速启动应急响
应机制，组织开展了相关隐患排查工作。

另经长江防总测算，13日至14日金沙
江堰塞体下游至石鼓河段将相继出现洪峰，
部分江段可能出现历史最高水位。为此，长
江防总紧急下发通知，部署下游洪水区相关
避险工作。继续密切关注水雨情监测预报，
加强地区之间联系沟通和信息共享，共同做
好应急处置工作，全力减轻灾害损失。

据了解，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此前
针对四川、西藏两省区交界处山体滑坡和
金沙江堰塞湖灾情已启动国家Ⅳ级救灾应
急响应。截至 12 日 20 时，西藏、四川 2.1
万余人紧急转移安置，消防救援力量490
人69车已赶到灾害区域，消防救援尖刀队
已携带卫星设备到达核心区，并传回清晰
视频画面，供后方分析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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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景德镇市在脱贫攻坚战中
以产业扶贫为主抓手，坚持“长短结合”
原则，扶贫项目既注重帮助贫困户短期

“快脱贫”，又力争实现“造血”保障长期
“不返贫”，已取得初步成效。

日前，记者在景德镇市昌江区鲇鱼
山镇徐湾村看到，道路两旁的荷塘里生
长着大量即将成熟的莲蓬。这是徐湾
村近年才大面积种植的扶贫白莲，今年
预计收获6000余斤，收益能达30余万
元。采访中，记者看到村里还有马家柚
果园、瓜蒌合作社等多个正在成长的扶
贫产业园。

徐湾村原本是省级贫困村。如今，
随着诸多扶贫产业的兴起，深山小村正
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

徐湾村的变化得益于景德镇大力
推行的产业扶贫工程。近年来，景德镇
市提出，发挥万名干部结对帮扶作用，
推进落实产业扶贫工程，努力实现贫困
户短期收益有保障、长期稳定脱贫有产
业支撑。在具体帮扶中，帮扶干部所在
单位需给每人每年支持不少于 3000
元资金。景德镇水务局作为徐湾村的
帮扶单位，近两年在该村投入超过 80
万元，用于改善基础设施和拓展系列

“长短结合”脱贫产业。
景德镇水务局驻徐湾村第一书记

张武安告诉记者，该村的扶贫产业项目
中，近期能见效益的有莲子种植、瓜蒌
中药材种植、村级光伏电站、养鸡等项
目，三四年后能见效益的有马家柚果
园、茶园等项目。

马家柚是近年江西大力培育的品
牌特色水果。记者在徐湾村看到，今年

种下的50余亩马家柚长势喜人，大部
分果树高度已超过1米。张武安介绍，
果园3年后进入丰产期，亩产净收益能
达到近万元。果园以“集体+贫困户”
的带动模式，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净收
益的51%用于村集体经济收入，49%用
于贫困户分红。果园的日常经营维护
还能给村民创造不少就业机会。

据测算，按照当前产业规模，徐湾村
现有的44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在所有项目
产生效益后，户年可增收1万余元。徐湾
村有望实现贫困户长期脱贫保障全覆盖。

景德镇各区县还注重因地制宜，发
展符合当地实际的特色产业。记者来
到茶乡浮梁县界田村，看到满山的茶园
在阳光下青翠夺目，不少茶园工人和游
客穿行其间。

原来，在脱贫攻坚战中，界田村依托
当地特有的茶叶产业，成立多个专业合

作社，探索走出一条茶产业扶贫开发路
子。该村短期注重扶持贫困户通过鲜茶
叶的出售和粗加工来增加收入，长期则
重点培育茶叶产业的基地化和品牌化，
发展名优茶，实现产业增值。

记者走访村里的进来合作社了解
到，合作社流转的荒坡地已有1000多
亩，发展社员103户，参与季节性用工
贫困户达300余人。贫困户既可以到
基地打工获得劳务收入，还可以将补助
资金、信贷资金以及土地等生产资料折
价入股，实现收益分红。近两年来，合
作社通过发展茶产业实现辐射带动社
员人均年增收2000余元。

进来合作社负责人朱进来透露，随着
全域旅游的兴起，节假日来茶园的游客也
越来越多。下一步，他们计划依托当地优
良的生态环境，将茶园打造成观光旅游基
地，带动更多村民和贫困户兴业致富。

江西景德镇：

短期快脱贫 长期不返贫
本报记者 周 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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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山东烟台10月13日电 记者王金虎、通讯员李仁报道：
13日，第十一届国际葡萄酒博览会在山东烟台市举办，来自新西
兰、意大利等17个国家地区以及国内10多个省份的近400家企
业参展。本届博览会呈现四大亮点：注重葡萄酒全产业链的展示、
注重葡萄酒产业与旅游的融合发展、注重葡萄酒文化传承、注重产
业与电商科技的结合。

烟台是中国葡萄酒工业的发源地，如今正朝着产业化、专业化
和国际化方向迈进。数据显示烟台全市葡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
28.5万亩，葡萄酿酒企业达到162家，规模以上企业35家；全市年
产葡萄酒33万千升，占全国产量的33%，主营业务收入225亿元，
占全国的53%。

第十一届烟台国际葡萄酒博览会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