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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王杰儿时好友王伟川时，老人
正在拾掇村里王杰纪念馆王杰雕像前面
的花束，动作小心翼翼，嘴里念念有词，
时不时地停下来，仰头望着王杰雕像出
神。

“我和他从小就是伙计，上学放学、
吃饭干活，那时候天天在一起。”王伟川
回忆说：“当时王杰在伙伴们中间很有威
望、也有号召力，从村头到村尾，哪里有
活、哪里就有他。当时他的口头禅是‘志
愿军战士英勇杀敌，他们死都不怕，咱们
干这点活能算啥？”

1968年，王杰牺牲三年后，为了纪
念他，金乡县将“华堌村”更名为“王杰
村”，并在村东部修建了王杰纪念馆，让
子孙后代铭记他的事迹。“在我眼里，王
杰是个好伙计，他影响了我的人生。要
说什么是‘王杰精神’，我觉得就是他不
断用行动告诉我的，那种不计得失，以无
为之心做有为之事的坚持，这大半辈子，
我不停地把这些道理讲给学生们听、讲
给村民们听，讲给儿子听，讲给孙子听。
如果‘一不怕死，二不怕苦’，漫漫人生路
还有什么不能克服呢。”

“如果英雄王杰还活着，今年他就
79岁了。”前不久，王杰的母校——金乡
县第一中学的王杰班，迎来了一位特殊
的客人，王杰的同乡、生前战友韩义祥老
人。

一同考入金乡一中、一同入伍，在这
位与王杰生前关系最紧密的战友的讲述
中，时间拉回到56年前。1965年7月14
日，王杰在江苏邳县张楼公社担任民兵
地雷班教员，训练埋雷时发生意外。千
钧一发之际，王杰扑了上去。

他的青春之躯，保住了12名同志的
生命。“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
个大无畏的人。”王杰是这样说的，也是
这样做的。

“不怕工作苦和累，愿把青春献人
民。”这是王杰生前留下的诗。诗如其
人，记录了他的经历，也反映了他的心
境。

“王杰的日记里，6次提到董存瑞，8
次提到黄继光，33次提到雷锋。他这一
生，处处向英雄和模范看齐，总结自己、
反思自己、对标先进、自省自励，不断进
行自我净化、自我完善和自我革新。这

就是我的战友王杰。”韩义祥含泪说。
在王杰纪念馆里，一块巴掌大小的

血衣残片给参观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而更让人感动的是这块血衣残片背
后的故事。

辛庆文老人是这块血衣残片的收藏
者。作为王杰的金乡籍战友和好朋友，
王杰牺牲时，他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当时他身体多处受伤，脸上也有血，我
让他靠在怀里，从他裤腿上撕了一块布
给他擦血。我一边掉泪一边跟他说，你
跟着我，咱回家，我把你带回家。”

王杰去世后，安葬在了他牺牲的地
方。这块沾染了他的鲜血和辛庆文老人
眼泪的血衣残片，一直被辛庆文保留了
下来，虽然老人数次搬家，但这块血衣残
片却一直珍藏在从军日记本中。辛庆文
得知王杰纪念馆正在搜集烈士遗物，他
把这块保存了几十年的血衣残片交给了
纪念馆。作为同学、老乡、战友，为让王
杰精神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几十年来，85
岁的辛庆文一直是王杰精神义务宣讲
员，在社区、在广场、在学校，处处都闪现
着老人的身影。

近日，由江苏省宿迁市委宣传部、宿
迁日报社主办的淮海报盟暨江苏党媒聚
焦“项王故里、中国酒都、水韵名城”采风
活动在宿迁举行。来自苏鲁豫皖4省近
20家党媒的记者用镜头讲述宿迁内涵深
厚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的酒史酒韵、人
水和谐的生态格局，全面展现新时代宿迁
人民共创美好新生活的幸福图景。

宿迁，位于江苏省北部，是江苏省最
年轻的地级市，属淮海经济带、沿海经济
带、沿江经济带的交叉辐射区。境内平原
辽阔、土地肥沃、河湖交错，是著名的“杨
树之乡”“水产之乡”“名酒之乡”“花卉之
乡”“蚕茧之乡”。

近年来，宿迁深耕酒都建设，擦亮了
项王故里、中国酒都、水韵名城三张名片，
彰显弘扬了酒都独特的酒文化，大力提升
了宿迁酒类的品牌效应，赢得了良好的经
济效益。宿迁用好自身资源优势，充分发
挥英雄、美酒、好生态的特色优势，做好酒
与英雄、生态与城市的融合文章，进一步
促进水城融合、酒城融合。进一步释放酒
都效应，推动酒都宿迁城市形象和品牌营
造，全力将宿迁打造成为闻名全国、享誉
世界的中国酒都。

很多初到宿迁的外地游客，都会惊叹
于宿迁的城市森林，极目望去，映入眼帘
的是大片的绿色，还有一片一片的花海，
整个城市掩映在绿荫里、花丛间，人在林
中行，蝶在花中舞，犹如走进一个生态大
公园。“拐角处就是一个公园。”有人这样
赞美宿迁，“除了城市道路两旁的树木外，

就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拐角公园。傍晚，这
些公园里都是三三两两散步的市民。从
欢声笑语中，明显地能感受到这些市民都
有很强的幸福感。”为了能够让市民更多
地见到绿地，亲近绿地，2016年以来，宿
迁积极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按照“片区、街区、小区”分层
次规划，5年来已实施单位庭院开放式改
造近百家，共享单位绿地 60 多万平方
米。宿迁被住建部命名为2019年“国家
生态园林城市”。不光是没有名的拐角公
园，宿迁城区还建设了三台山国家森林公
园、雪枫公园、虞姬公园、东关口历史文化
公园、罗曼园、山水绿廊、酒都公园等10
多个各具特色的生态公园。最著名的当
属骆马湖畔占地面积12.7平方公里的三
台山国家森林公园，被誉为城市的“后花
园”和“天然氧吧”。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
以“那山、那水、衲田”为形象定位，四季有
景，春看衲田花海，夏有曲水风荷，秋赏红
枫之恋，冬来梅村煮雪。公园里独一无二
的“衲田花海”，总面积2220亩，有612块
花田“缝补”拼接而成，形成自南向北的
黄、红、紫三大色区。站在全长2.3公里的
彩虹桥上，俯瞰花海，感受至极绚烂和浓
郁芬芳，犹如置身一个童话般的世界。“真
有眼福啊！”一位游客赞叹。来到宿迁，你
就走近了历史的英雄身边；来到宿迁，你
就可以尽享美景和美食；来到宿迁，你还
来到了一块飘香的土地，洗去一身的疲
惫，品骆马湖鱼鲜，再喝几杯美酒，尽可沉
沉地酣睡在美好的梦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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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自发到王杰纪念馆打扫卫生

王杰战友辛庆文与老伴回忆王杰

王杰战友韩义祥老人讲述英雄事迹

王杰小学教师讲解王杰故事

教育部命名的金乡一中“王杰班”

王杰儿时好友王伟川老人铭记英雄

镜头里的“项王故里、中国酒都、水韵名城”
——淮海报盟暨江苏党媒采风活动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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