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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现场

沿着新修建的村道走进大田县梅山
镇秀岭村，原先的水泥路被柏油路代
替，路面更加宽阔和平坦。在道路两
旁，景观石围成景观带，里面种满了各
种花草和绿植。民居外墙上，彩绘画着
当地名人“红军挑夫”丁刚 （吴明梗）、
吴文楷等老红军的长征故事，以及乡村
振兴带来的新农村巨变。

“进村的路是村庄的门面，多亏了蒋
文静书记积极争取资金投入建设，现在
变得美观整洁。”7月2日，在秀岭村道上
散步的村民吴树长讲述。蒋文静是兴业
银行三明分行大田支行副行长、第六批
省派驻村第一书记，2021年7月，她派驻
梅山镇秀岭村，为村里的各项事业发展
解决了很多难题。

丰富乡村文化设施

“刚到村里的时候，我很担心自己工
作做不好，心理压力大。”蒋文静告诉记
者，作为一名金融从业者，她对农村工
作陌生。为了尽快适应新身份，她积极
走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翻阅有关资
料，了解秀岭村村情，并在春节等传统
节假日，主动拜访外出返乡的乡贤、村
里的老干部、老党员、村民代表及致富
能手，虚心向他们请教。

“蒋书记，村里有的地方没有路灯，
晚上出门很不方便，能不能帮忙改善一
下？”“是啊，晚上没有路灯，我们老人
只能待在家里，想去散散步、找人聊聊
天，都不方便！”……

蒋文静把入户走访时村民反映的问
题牢记在心，多次召集村干部和村民开
会讨论。在实地考察后，她根据村内主
干道和人口密集地，制定了增设路灯的
相关方案。积极向上争取资金 20 万元，
推进实施乡村“亮化工程”，完成太阳能
路灯安装 83 盏，受益农户 526 户 1928
人，切实解决了群众夜间出行难问题。

村里老年活动场所较少，无法满足
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针对这一问题，蒋
文静多方协调推动当地吴、陈两姓的祖房修缮工作，增设了泡茶室
等。同时，筹集资金10万元，将村部的空闲场所进行改造，打造
成老年活动室，不断丰富群众休闲文化生活。

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在秀岭村际下坂，村民们来来往往忙着劳作，拖拉机载着一车
车农作物和肥料，沿宽阔的机耕道跑得欢。

“我们村共有16个村民小组，其中有13个村民小组的水田都集
中在这个区域。”秀岭村党支部委员、村委会副主任詹建华介绍，由于
水田地处下坡位置，以前通往地里的道路只有一条窄窄的泥土路，农
作物从种植到收割，全靠村民两肩挑运和双脚走路，费时费力。

2022年4月，蒋文静向兴业银行三明分行及相关部门争取了30
万元资金，实施秀岭村际下坂机耕道硬化与拓宽项目，一条225米
长的水泥路修建起来了，并将路面扩宽至5米，农用车和机械设备
可直接开到地头，改善了村民的耕作条件。

修好了机耕道，蒋文静开始着手解决村里“用水难”“饮水
难”问题。她多次往返县城，多渠道争取资金110万元，对接县水
利局、水务公司，积极协调将秀岭村列入大田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工
程（二期）项目的覆盖范围，把供水管网铺进家家户户，让村民用
上干净便捷的自来水。

“驻村的时间很短，在有限的时间内为村里多做实事，这是我
的工作目标。”蒋文静看着一个个项目建成，村里的环境越来越
好，她非常高兴，也很有成就感。

蒋文静发挥省派驻村第一书记的引领带头作用，先后为秀岭村
争取到项目10个、筹措资金520余万元，推动实施秀岭村人居环境
提升工程、苏区红色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挡墙损毁修复工程、造溪
垅汽修厂房工程等项目，极大提升了群众生产生活质量。

构建“党建+”新格局

秀岭村共有4户烟叶种植户，种植大户吴新城在2023年种烟叶
净赚了15万元。

“今年我种了60多亩烤烟，农历3月底开始采摘，等采摘结束
后马上进行水稻制种。”吴新城介绍，他们家采摘的烟叶已经烤了
10批，烤出成品约3500公斤，每公斤收购价在30元至32元之间。
搞农业投资大，种植烟叶每亩成本在4000元左右，他需要投资30
万元，承担的风险比较高，一直希望村里能在资金方面多帮忙。

蒋文静把情况反映到兴业银行福建省总行，得到了上级领导的
重视和支持。2023年3月，兴业银行福建省总行向秀岭村捐赠产业
发展资金32.5万元，村里用这笔资金以村集体入股的方式和烟农合
资联营种植烟叶 168 亩，其中收益分成烟农占 60%、村集体占
40%。这样既能降低种植户的生产成本压力，又能为村财增加一笔
可观的收入，并带动住在村里的农民实现就业。

兴业银行大田支行充分发挥自身金融服务等资源优势，全力以
赴做好乡村振兴金融需求服务。2023年10月，兴业银行大田支行
党支部和秀岭村党支部开展“红色合伙人”等系列党建活动，因地
制宜拓宽思路，深入挖掘村集体资产价值，发展“村级+”合作模
式。双方以乡村振兴为目标，构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的“党建+乡村振兴”新格局，做到以党建引领发展、服务发展、
促进发展。

“我们围绕秀岭村茶叶、辣椒和火龙果等产业，先后以省级家
庭农场吴树长家庭农场、福梅辣椒合作社为抓手，打造‘党员创业
致富示范基地’；用好农发蔬菜专业合作社、永福柑桔专业合作
社，建立‘党员+基地+合作社+农户’运营模式，带动60余位村
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蒋文静介绍，村党支部同时发动村民将
分散的土地集中流转到村办合作社，进行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实
现了村集体经济和村民“双增收”。

3年来，秀岭村通过积极探索多元化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有效
途径，着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如今，村里的资源活起来
了，群众的腰包也鼓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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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城建宁，记者找到了张运贵的后人，听
他们讲述这位老红军的尘封故事。

“我的父亲出生于贫苦农家，没有读过书，
父母早逝，从小务农，做过长工，与弟弟相依为
命。当时，建宁县官僚及驻军强征粮税，桂阳村
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张运贵的三儿子张
启平说。

张运贵出生在一个佃农家庭，父母早逝，与
弟弟相依为命。1931年，他21岁，参加了建宁第
一支红军游击队。1932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跟随南广建独立团编入红十二军，赴江
西作战。在频繁的战斗中，他积累了丰富的救助
经验和医药常识，逐渐成为一名红军卫生员。

“1934 年 10 月，外公就跟随大部队踏上万
里长征。”张运贵的外孙刘纪茗接过话匣，“离开
家乡到外线作战，生死难料，当时外公不得不将
唯一的亲人，不满13岁的弟弟送到陈余村一家
裁缝店里当学徒。”

小时候，刘纪茗常常要外公讲长征的故事，
当讲到在雪山中倒下、在草地上陷入泥潭救不
了的战友，在腊子口亲手杀掉驮运药品的骡马
时，外公的眼中满是悲痛。后来，有人问：“长征
那么艰难，你们是怎么挺过来的？”外公回答说：

“还怎么挺？相信党，跟着走就是了！”
那个时候，受伤的红军战士，由于缺医少药，

很难得到有效的救治。部队没有专业的医生和护
士，便培养部分战士学习基础的包扎、看护和救
助知识，张运贵从中学到不少战场急救技能。

到达陕北后，张运贵担任中央干部休养所
护士长。抗战中后期，延安边区物资困难，根据
地实行“精兵简政”，号召“不要吃公家的粮食，
非战斗人员下到地方去”。经过激烈的思想斗
争，张运贵响应号召，复员到延安甘谷驿镇。他
自己动手挖了两口窑洞，开办了医疗诊所，为当

地百姓看病服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南方来的
张医生”。

1950年，张运贵和爱人李秀英商量：“我想
家了，我要回去吃自己种的大米！”“外婆李秀英
是四川籍老红军，这两位老红军用箩筐挑着孩
子们，踏上了几千里回家的路。”刘纪茗说，路过
武汉，外公的老战友，时任武汉铁路局党委书记
袁亚东留他们在武汉工作。外公拒绝道：“我到
哪里都可以工作，种田也可以。”

回到家乡，组织上安排他担任村党支部书
记，后转为乡脱产干部。1957年，经济困难，县里
紧缩编制，张运贵再次响应号召，辞去公职回村
务农。

“我们当时几个孩子很不理解，就问他‘您
是吃公粮的干部，为什么还要回去种田？’父亲
解释，‘要相信党，不管当干部还是种田，都是革
命工作的需要。’”张启平回忆道。

“文革”期间，有人贴大字报质疑张运贵
身份，甚至有人说他是逃兵。家里人很着急，
他却不担心，不去理会外界的说法，照常下地
劳动，直到落实政策。孩子们问：“面对困难
和‘文革’的冲击，您不怕吗？”他说：“别人
说什么我管不了，但我相信党，什么也不
怕。”就这样，张运贵在村里安心干他的“农
民工作”，直到1989年离世。

作为中央苏区核心区，当时仅7万人口的建
宁，就有7000多人参加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只
有4个人，张运贵是其中之一，也是唯一一个直
到去世都在村里务农的老红军。从“相信党、跟
着走”，到“相信党、回农村”，再到“相信党，什么
也不怕”，张运贵用他朴实的语言和行动，诠释
了一名老红军一生平凡的信仰。

“我淘到清代‘沙邑茶坊’石秤砣。”
最近，沙县收藏家江剑飞又有新发现。

这个石秤砣重 3.69 千克，为葫芦
形，顶部提环套有铁环，腹部四面刻着

“沙邑茶坊”四个大字，为行楷字体。
石秤砣，古称“石权”，石秤砣耐腐

蚀，经久耐用，是旧时官衙、大商家必备
的石衡器。江剑飞淘到的这个石秤砣来
自沙县琅口。

琅口是著名的茶市。民国十七年
（1928年） 版《沙县志》载：“清同治
初，茶市大兴，如富口、琅口、渔溪
湾、管前、涌溪等乡茶庄林立。要以
琅口为最盛，由同治而光绪，茶之出
数有增无减。”据 2017 年出版的 《沙
县茶志》，清末，沙县是闽西北、闽中

一带茶叶贸易的重要集散地，仅琅口
街市就有祥盛、同盛、金和丰、金和
济等茶行13家。当时，除沙县地产茶
叶，尤溪、大田、永安等闽中地区的
茶叶大多运托琅口街市茶行交易。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凤岗街道水
美土堡群和目前沙县最大古民居——
虬江街道琅口茶丰峡村（大水湾）“孝子
坊”陈氏大厝就是清代琅口茶商所建。

1983年，沙县琅口农家发现3个当
年盛装茶叶的小木盒，分别有“白毛猴”

“小丹桂”“水仙”，这些都是沙县出产的
上等乌龙茶。

2010年，沙县博物馆从古玩藏家手
上征集到一枚出自琅口地区的清代茶
社模印板。这枚印板用楠木高浮雕阳纹

制作，整体扁凸条块状，通长37.5厘米，
由印面、把手构成，印面刻有“和贵厂
讫”“茶坪”“本厂监造”，均为楷书。这件
文物是清代茶社用于印茶叶袋的印板。

“茶坪”，以前属镇头（琅口），现属南霞。
清道光二年至光绪十八年（1822-

1902年），沙县共有720余座茶园面积3
万余亩，茶叶产量最高年份时接近2000
吨。清同治元年（1862年），沙县乌龙茶
开始出口，销量1万多箱，约150吨；清光
绪十五年（1889年），沙县红边茶出口创
最高纪录，达6万箱，计1200吨。

江剑飞说，清代石秤砣、茶社模
印板，是当时沙县特别是琅口茶业兴
盛的实证，对于研究沙县茶业历史很
有价值。

沙县发现清代“沙邑茶坊”石秤砣
●王长达 文/图

张运贵

峥嵘岁月里的红色信仰
●建宁记者站 陈 震 通讯员 刘纪茗 文/图

▶张运贵在
建宁县纪念馆前
留影。

▶老红军张运贵（前排左五）与老游击队员、
老赤卫队员合影。

▼张运贵（中）在延安和卫生所战友合影。

清代茶社模印板

“沙邑茶坊”石秤砣

张运贵，又名张永贵，建宁县黄埠
乡陈余村人。1931年4月参加建宁县第
一支红色地方武装桂阳游击队，同年随
游击队编入南（丰）广（昌）建（宁）独立
团，1932年初编入红十二军，先后任副
班长、班长。1932 年 4 月参加中国共产
党，1933年7月调江西于都工农学校卫
生所工作。1934 年 10 月参加二万五千
里长征。长征途中调任红一方面军司令
部卫生所任班长兼党支部书记。1936
年随部队抵达陕北保安县。1937年调任
兵站医院（延安中央干部休养所）任护
士长。1943年10月在延安响应党的“精
兵简政”号召，到延安县甘谷驿镇开设
个人诊所行医。

新中国成立后，张运贵回到建宁，
落户桂阳村翁坊桥当农民，参加土改
工作组，1952 年后任客坊区桂阳村党
支部书记。1955 年转为客坊区陈余乡
工作组脱产干部。1957 年服从县委县
政府安排，辞去公职回乡参加农业生
产。1972年经省委组织部、福州军区核
实身份落实政策，恢复干部身份，享受
老红军待遇，1983年离休。1989年12月
13日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