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正好赶在羊肚菌种植
前收割完毕， 用过的营养包经发酵
后用作有机肥料， 既不耽误羊肚菌
栽培，又使大棚得到综合使用。 ”该
基地羊肚菌种植技术员王伟伟告诉

记者。
陈楼村羊肚菌种植基地始建于

2024 年， 占地面积 70 余亩。 王伟
伟介绍， 羊肚菌对温度要求高， 如
果温度高于 22 摄氏度或者低于 5
摄氏度， 菌丝就会死亡。 因此， 每
年的 11 月份最适宜开始种植羊肚
菌 ， 冬季利用天膜和地膜覆盖技
术， 基本可以达到羊肚菌生长的温
度需求。 次年 2 月份， 羊肚菌进入
采摘期， 采摘下来的羊肚菌经过去
杂、 除根、 烘干、 选级、 装箱等环

节后， 进行销售。 “我们生产的羊
肚菌大部分销往四川省金堂县， 那
里是羊肚菌批发集散地， 因为我们
是混级销售， 每斤销售价格在 600
至 800 元 ， 高的可以达到每斤
1000 余元 。” 王伟伟说 。 2024 年 ，
陈楼村羊肚菌销售额有 300 余万
元。

沈丘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县
长、赵德营镇党委书记卢琪珍说，食
用菌种植占地少、见效快、效益高，
不但适合家庭种植， 也适宜集约化
经营。下一步，赵德营镇将积极引导
群众充分利用庭院、闲散地等，发展
食用菌产业， 使食用菌成为该镇特
色产业发展的重要一环， 让食用菌
成就乡村振兴路上的大产业。 ②5

（上接第一版）截至目前，该镇工业集
聚区内有亿元以上项目 4 家、百万元
以上项目 16 家。其中，中通快递豫南
分拨中心拥有职工千余人， 每天有
数十辆大型货车发往省内外， 有几
百名农村妇女和剩余劳动力实现家

门口就业。 叶桥行政村青年周建设
早期靠在郑州从事建筑行业积累的

资金，在址坊镇建起占地 200 亩的食
用菌基地 ，从事小香菇种植 、加工 、
收购、销售工作，带动周边群众种植
香菇、平菇等食用菌，小香菇撑起了
群众奔小康的“富民伞”。

乡村振兴，向美而行。 址坊镇坚
持把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作为推动乡

村全面振兴的切入点， 压实工作责
任，聚焦重点难点。 自 2024 年以来，
该镇坚持开展 “周三清洁日 ”活动 ，

在麦收秋收关键节点开展专项整治

行动， 掀起多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热潮， 持续推动镇村面貌不断提档
升级，实现“一眼净、全域清”的工作
目标。2024 年，该镇出动各类机械 30
余台次，发动党员群众 、保洁员 180
余人次， 清洁卫生死角 110 余处，清
洁堆积建筑垃圾 30 余处、路肩 21 余
条，整治沟渠 16 条 ；种植绿化树 10
万棵，种植草坪 1500 平方米，实现乡
镇村生态和谐、宜居宜业。

讲好新时代的址坊镇故事

名人辈出、底蕴深厚、内涵丰富
的历史文化一直是址坊镇人改革进

取、顽强拼搏、勇往直前最鲜明的底
色、最充沛的“养分”。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瓦屋赵遗址

的石碑屹立于颍河入周第一村瓦屋

赵村， 是春秋战国齐桓公会盟诸侯
时，其外延将士驻扎地 ，史称 “齐盟
寨”， 在西华县志有准确记载。 它与
小白庄遗址连为一体， 西段古城墙
出土的陶瓷器皿记载着浓厚的仰韶

文化元素。
址坊镇诸葛村显庆寺，三国蜀相

诸葛亮曾两次光临， 得到显庆寺主
持指点迷津，留下了“诸葛亮撒灰过
河”的美丽传说。

2019 年国庆前夕， 电影 《攀登
者》热播，方五洲原型王富洲不畏艰
险、 勇攀高峰的精神再次唤醒了许
多人心底那份刻骨铭心的记忆 ，这
份西华县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成为

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大动力。
“我作为址坊镇带头人，深感自

豪，觉得肩上的责任重大，我一定会

带领全镇党员干部，发扬王富洲‘不
畏艰险、永不言败、舍我其谁’的勇于
攀登精神，多措并举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扎实推进址坊镇乡村全面振
兴。 ”址坊镇党委书记李文涛说。

王富洲的故乡南流行政村，在其
精神感召下，积极争创“五星”支部。
2024 年， 南流行政村村委会为本村
考入江南大学的王鹏丞发放助学金

2000 元，激励本村学子努力学习，照
亮他们的求学之路。 该村给 80 岁及
以上老人送生日蛋糕，开展“孝子孝
媳”“五好家庭”“优秀共产党员”“五
星级文明户”等评选活动，到处洋溢
着文明新风。

夏季的址坊镇空气清新、草木含
香，行走在沙颍路上的址坊人喜气盈
盈、充满希望……②5

沙颍河畔夏意浓 美丽址坊活力足 食用菌成就大产业

������图为珍藏于郸城县档案馆的一张土地房产所有证。 这一份珍贵的档
案，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轰轰烈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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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扶沟县档案馆保存的由河南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国魂———吉鸿

昌将军牺牲 50周年纪念辑》一书中，
记载了吉鸿昌将军牺牲前写给妻子、

兄弟的 2封家书和好友的 1封书信。
这 3 封书信充分体现了吉鸿昌将军
对家人的无限关切和眷恋， 也体现
了他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情怀。 吉
鸿昌的事迹和精神在中国历史上写

下了光辉的一页。 2009年，吉鸿昌被
评选为 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
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2014年，被
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 300 名著
名抗日英烈与英雄群体名录。

吉鸿昌 (1895 年 10 月 18 日—
1934 年 11 月 24 日) ，字世五，原名
吉恒立 ，河南省扶沟人 ，著名的抗
日英雄和爱国将领。 吉鸿昌于 1913
年加入冯玉祥部，从士兵逐渐晋升
为军长，以骁勇善战著称。 1932 年，
吉鸿昌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 年 5
月 ，参与 “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
盟 ”的组织工作 ，是该组织的领导
成员；1934 年 11 月 9 日，在天津法
租界国民饭店被军统特务刺杀受

伤后被捕， 最终于 11 月 24 日被蒋
介石下令杀害于北平陆军监狱，年
仅 39 岁。

1934 年 11 月 24 日， 吉鸿昌在
北平（今北京）就义前给妻子胡红霞
写下遗书。遗书内容：“红霞吾妻鉴：
夫今死矣！ 是为时代而牺牲。 人终
有死 ，我死您也不必过伤悲 ，因还
有儿女得您照应。 家中余产不可分
给别人， 留作教养子女干等用。 我
笔嘱矣，小儿还是在天津托喻先生
照料上学， 以成有用之才也。 家中
继母已托二、三、四弟照应、教 (孝 )
敬，你不必回家可也。 ”

1934 年 11 月 24 日， 吉鸿昌就
义前给兄弟写下遗书。 遗书内容：

“国昌 、永昌 、加昌等 ：见字兄已死
矣，家中事俱已分清，您嫂红侠（霞）
及小儿鸿男、悌悌由您红霞嫂教养。
吾弟念手足之情照应可也。 唯兄所
恨者先父去世嘱托继母奉养之责，
吾弟宜竭力教（孝）敬，不负父兄之
托也。 兄吉鸿昌书。 ”

1934 年 11 月 24 日， 吉鸿昌就
义前写给好友的遗书：“欣农、仰心、
遐福、 慈博诸先生鉴： 昌为时代而
死。家中事及母亲，已托二、三、四弟
奉养，儿女均托红霞教养不必回家，
在津托喻先生照料教育。 吾先父所
办学校校款，欣农、遐福均悉，并先
父在日已交地方正绅办理。 所虑者
吾死后恐吾弟等有不明之处， 还要
强行分产， 诸君证明已有其父兄遗
嘱， 属吕潭地方学校教育地方贫穷
子弟而设款项，皆由先父捐助，非先
父兄私产也。 永昌弟鉴：兄死矣，家
产由先父已分清， 学校款您不必过
问。 您嫂红霞教养两子， 您能照料
则照料，否则不必过问，听之可也。
有不尽之言大家商量办去。 我心已
乱，不能再往下写，特此最后一信，
祈兄等竭力帮助，生者感激，死者结
草。 鉴书匆匆不尽馀言。 ”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之际，重读
抗战家书， 重温革命志士在一封封
家书中寄寓的家国情怀、 记述的难
忘历史， 既是对革命先辈的深切缅
怀， 也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
举措。 我们要永远不忘先烈遗志，
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让革命先
烈浩气长存。

������新中国成立以后， 于 1950 年
6 月 30 日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改革法》， 以法律的形式将
封建地主的土地变成了农民的土

地， 给了农民最基本的生存保障。
于是， 历时两年的土地改革运动
开始了。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 随
着无数曾经是贫农、 佃农的农民
分配到了土地， 存在于中国两千
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废除 ，
中国农民长时间想拥有土地的愿

望得以实现， 为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 生活幸福
提供了保障。 1952 年的这份 “土
地房产所有证” 就诞生于土地改
革运动之中， 是法律落地生根的
表现， 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农民权
益保障的实物见证。

在郸城县档案馆， 我有幸见
到这份珍贵的档案。 这张证明于
1952 年 3 月 1 日在河南省郸城县
发放， 详细记述了所涉土地的位
置、 状况、 面积、 附属物， 包括
可耕地、 非耕地以及房屋地基等，
并详细注明了各片土地的具体面

积以及证明的持有人。 所有证左
侧有一枚红色印章， 时至今日依
然可以看到 “郸城县人民政府 ”
的字样 。 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 ，
持有这份土地房产所有证的农民

享有耕种土地及居住、 典卖、 转
让房屋的自由。 这张证明是国家
依据法律对农民土地权益的重视

与保护。
人民爱党， 党亦爱人民。 土

地改革有效提高了农民群众的生

活质量， 同时也为国家的发展建

设提供了保障。 数以亿计的农民
获得了土地， 他们可以根据自己
的劳动力和生产工具进行农业生

产， 也可以自主决定劳动成果的
分配， 不再受地主的盘剥。 农民
积极投入到农业生产中， 生产积
极性得到显著提高。 在生活质量
和劳动效率提高的同时， 农民的
经济收入也得到提升， 通过劳动
得到的收入可以用于生活用品 、
子女教育等方面。 在党的领导下，
人民过上了远超新中国成立前的

生活水平。 土地改革对国家建设
也有深远的影响： 农业生产力的
提高为国家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大

量资金； 农民得到土地， 社会秩
序趋于稳定； 农民经济得到保证，
促进了城乡协调发展， 推动了社
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郸城县档案馆珍藏的这份珍

贵档案反映了当时农民的土地权

益状况。 这张 70 年前的土地证明
如今已经失去了法律效力， 在后
续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 农民
的私有土地已变为集体的公有土

地。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 现行的土地证主要有国
有土地使用证、 集体土地所有权
证和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三

种， 任何土地权属的变更或土地
用途的变更， 都必须按照法定程
序办理土地权属变更登记手续 ，
并更换相应的证书。

如今， 这份土地房产所有证
静静地躺在郸城县档案馆的展品

柜里， 向每一位来客诉说着中国
农村土地制度的发展变迁。

����� �一档一春秋，一册一华夏。 2025年 6月 9
日，第十八个国际档案日如约而至。档案是历史
的重要载体。 一份档案，承载了人生记忆，记录
了社会现象、历史进程。 从个人档案的管理到历
史档案的查阅，从档案文化的传播到档案资源的

利用，档案工作贯穿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把红

色资源利用好、 把红色传统发扬好、 把红色
基因传承好” 的重要指示精神， 推动周口红
色档案活起来、 亮起来、 热起来， 即日起，

周口市档案局、 周口市档案馆与周口日报社
联合推出“周口档案里的故事” 专栏， 遴选
一批鲜为人知或有特别意义的档案资料， 讲
述其背后的故事， 充分彰显新时代档案文献
的重大意义。

开 栏 的 话 ：

吉鸿昌家书：诉不尽的铁骨柔情
□朱长伟 武永枝

一份见证新中国土地改革的档案
□王奕舒 李华

吉鸿昌将军

写给妻子的家书

写给兄弟的家书 写给好友的书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