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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GBAOCEHUA星报策划

9 月的合肥依旧炎热，但却阻挡不住大家相聚

的热情。美联英语合肥首家培训中心于9月1日在

华润万象城举行了盛大而隆重的开业仪式。

出席本次开业庆典的各界来宾包括：美联英语

副总裁 William，美联英语合肥区域负责人 David，

万象城管理中心总经理成峰以及万象城管理中心

副总经理薛忠文。同时，此次庆典活动也受到了合

肥本地一些英语爱好者的真诚祝贺。

美联英语是国内高端体验式英语培训的领军

品牌，是集研发和教学为一体的全国性的大型教育

集团。为满足中国学员轻松学好英语的需求，美联

英语每年投入巨资用于教学研发，由近百名中高级

开发人员组成的国际语言教学研发团队，是目前中

国语言培训行业唯一具有强大研发团队的英语培

训机构。

经过数年课程研发和教学实践，美联英语于

2010 年成功推出“4D 英语动力系统”，从兴趣、目

标、科技、方法等方面全方位解决了中国人普遍学不好

英语的难题，并不断陆续推出美联英语胶囊、美联空中

英语课堂、免费英语学习等，以适应网络时代的来临后

学员学习习惯的转变和对更新的学习方式的不断追

求，以提高学习效果。

自2006年成立以来，9年的耕耘与拼搏，求实创

新，美联英语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美联的

学员满意度及学习进度在国内同行中遥遥领先。让学

员在轻松愉悦中享受英语学习的乐趣，让学员会用英

语，美联英语坚信“会用，才算会英语！”

如今，首家中心落户合肥华润万象城店，美联英

语合肥培训中心的成立再一次见证了美联英语的重大

发展。凭借公司强大的实力，将为合肥的消费者带来

美联英语成熟的产品体系和高标准的服务体验。

地址：政务区习友路与潜山路交叉口华润万象

城L101E/L431商铺

美联英语在华润万象城举行了开业仪式

9月5日，华润桃源里营销中心暨样板间惊艳开放，不

仅有来自合肥各区的客户，还有来自同行的客户莅临现

场，共举盛事。现场人气爆棚，客户热情高涨，逾百人蜂

拥争睹一级水源栖息地之上的山水人居范本。现今，桃

源里售楼部内场面火热，正火爆验资中。

桃源里惊艳绽放，全城共举盛事
当天，活动还未开始，华润桃源里营销中心迎来了众多

客户。客户们纷纷表示，随着愈加接近桃源里，清新空气以

及绿意十足的路边风景，让人心情豁然开朗，以及各个干道

上清晰的指示牌，感受到了华润悉心的服务和热情。

在众人期待中，华润桃源里营销中心正式开放，之后

的来访客户更是接连不断，现场气氛愈加火热。同时，桃

源里的样板房也同步开启，大家纷纷走进样板间。据销售

人员介绍，本次推出的华润创新研究的有机户型，每一个

细节都是精益求精。南北通风，采光通透；选用的是环保

生态型的建筑材料，避免对人体产生有害的影响。

同时，在温情一片的营销中心内，热闹的验资区尤为

引人注目。客户们一圈又一圈围在工作人员周边，或咨询

着验资程序的相关信息，或与置业顾问详聊项目起来，现

场一片欢声笑语。随着时间流逝，活动在宾主尽欢中圆满

落幕，同时也意味着桃源里的有机生活由此走入大众。

入住水源栖息地，有机生活良品
人们生活的开展，正是源于是脚下的土地。作为合肥

一级水源栖息地，蜀山东、董铺水库旁的这片绿洲，恰是罕有

的宜居之所。连绵起伏的万亩葱郁，达311250亩的潋滟湖

光，以及三园一岛（四季花海、大蜀山森林公园、植物园）围合

的自然秘境，造就的是负氧离子含量高的鲜氧中，以及适宜

的生态气候，有益身心健康。

此外，桃源里依托城市主干道和公交快速通道辐射全

合肥，7 公里内优享百大鼓楼、三里庵、政务区等三大城市

级商圈，营造惬意、舒心生活。桃源里，外界纵横着的是牵

动城市的繁华阡陌，内里隐藏着的是夹岸百步的缤纷落

英，形成自然里有机生活良品。

桃源里火爆验资中 营销中心暨样板间倾情绽放
【华润·桃源里】89～125㎡低密有机生活空间，鲜氧上市

林维先：

赢得皖江根据地最后胜利
林维先（1912—1985）。安徽省金寨县人。1929年参加中

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林维先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参谋长，

率领部队东进皖中。他指挥部队在蒋家河口伏击日军首战告

捷，揭开了新四军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1943年，林维先任沿

江支队支队长兼政治委员，并担任中共沿江地委书记，多次粉

碎了日军的“扫荡”。 胡北 星级记者 俞宝强

老兵忆抗战：
投笔从戎参加抗日
把侵略者彻底赶出中国

星报讯（记者 陈明） “参加抗日战争，就是为了把日本

侵略者彻底赶出中国。”日前，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来到

古城歙县一居民小区，拜访已有 93 岁高龄的何力行老人，聆

听这位曾经浴血抗日的老兵，讲述他在那战火纷飞岁月里的

抗战故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眼看着国土一寸寸沦陷，正在学校

读书的何力行满怀一腔热血，决定投笔从戎参加抗日。1938

年，何力行报考黄埔军校 17 期三分校步兵科，毕业后分到 28

军 52 师，从此踏上了艰苦的抗战之路，并在部队里先后任少

尉排长、上尉连长、少校等职。

“这是荣誉，更是肯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老人拿出了

两枚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章，让家人给他戴上。老人回忆，他第

一次参加战斗是在苏南，当时打的是阻击战，时间不长日军就

退了，双方几乎没什么伤亡。“刚上战场有点怕，枪一响就不怕

了，目的就是把侵略者打败”。

1943年，何力行所部在芜湖清弋江，夜晚突袭日军碉楼，

迫击炮、重机枪同时向日军猛力开火，老人感觉那一仗打得很

过瘾，击毙了7个日军，还俘虏了几个。在那次战斗中，何力行

的腿部被敌人投下的手榴弹炸伤，至今腿上还有一处伤疤，一

遇季节转换时还隐隐作痛。

“抗战期间，看到有战友牺牲，心里非常难受，眼泪一擦，

抱着必死决心，想办法打死打败敌人。”回忆起这些令人悲伤

而难忘的抗战往事，老人含着眼泪说，由于战斗惨烈，有的战

友牺牲后，遗体都无法辨认，他们为抗战胜利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是英雄，要记住他们。

“这些抗战老兵大部分都已经不在了。”老人指着挂在墙

上的一张 1997 年与黄埔同学的合影照，久久不愿离开。他

说：“18年前，在合肥相聚时，和自己一起拍照的幸存抗战老兵

是153 人，现在这些老兵基本都相继去世，只剩下了10 个人，

最小的89岁，最大的101岁”。

老人感叹在抗日战争中，能活下来非常幸运，虽然目前自

己健康状况尚可，闲暇时还喜欢看看书报，生活安乐，但他要

让下一代记住抗战这段历史。“我要把这两枚抗日战争胜利纪

念章，交给我的曾孙，作为一个记忆，让他们永远不要忘记，日

军对我们中国的侵略”。

采访中，记者有幸见识到一本黄埔

同学录，显然这本同学录因年代久远已

经有些泛黄。

打开扉页，一组“抗日校训”映入眼

帘，令人热血沸腾。里面还详细记载了

黄埔校友当年的姓名、地址以及隶属大

队等信息，当然，还有他们英姿飒爽的半

身军装照。

“在学校里，除了文化课、政治学

习就是军事训练，上下午分开。”老兵

周宗勉说，将近三年的军校生涯给他

留下了深刻印象：抗战特殊时期军校

生活很艰苦，学员们穿草鞋、睡大炕，

最困难时还吃过马料。因布料奇缺，

他们冬天的棉裤只有半截，剩下的只

好用布把腿裹上才能御寒。

“第一次参加战斗时，黄河结了厚厚

的一层冰，士兵们用骡马拉着弹药和重

型装备过了黄河，准备歼灭驻守在包头

城的鬼子。”时值抗战相持阶段，战斗打

响后，日军采取固守不出的策略，我军久

攻不下……

至今，周宗勉的左小腿还有一处深

深的伤疤“荣誉”。

“包头没有打下来，部队便撤回驻

地。开始长达多年的对峙阶段和拉锯

战，再也没有参加过大的战役。”周宗勉

说，后来部队除了正常的轮流换防，大多

数时间都在后方从事农垦、修水利等基

本建设，有些设施至今仍然惠泽着当地

百姓。

抗战胜利后，周宗勉随部队赶往北

京，一路上接受日军投降。

（图为周宗勉拿着自己年轻时的照片）

提起日军侵华以及国人抗日的历

史，54岁的沈彬不禁回忆起他所了解和

听说的有关自己祖父沈忠明的一切。

1937 年 7 月 7 日，奉命驻守卢沟桥

的中共地下党员沈忠明和其他官兵们

携兵而食，枕戈待旦，密切注视着对面

日军的动向。

沈彬说，他听父亲和叔叔说过，当年

祖父沈忠明身负重伤仍然坚持战斗，挥

起大刀与日军肉搏，左臂被敌人砍掉，身

上也中了几枪，最终倒在血泊中，死时年

仅27岁。他听说当年战斗中，除了两个

人出去送信外，其他人全部战死。

1983 年 12 月 22 日，当时还属濉溪

县马桥区闸河乡黄营村的村民沈恕芬

收到了由国家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

证明书》。作为长子，他在父亲牺牲 45

年之后，终于等来了这张迟到的证明。

2002 年 4 月 5 日，清明节。沈彬带

着家人在祖父沈忠明与妻子的形式上

的“合葬墓”前树立起一块墓碑。作为

长孙，以后的每年清明沈彬都会带着家

人在这里追思着英魂。

然而，寻找沈忠明的墓地一直成为

沈家人的心愿。沈彬说，希望自己能到

北京去，到祖父曾经浴血战斗过的卢沟

桥畔，寻找一下祖父的足迹，祭奠一下祖

父和那些与祖父一起为国捐躯的英灵。

27岁地下党员
肉搏日军以身殉国

27岁地下党员，肉搏日军殉国 新婚18天，热血青年奔赴战场
星报记者走进淮北，听抗日老兵及见证者讲述当年那战火纷飞岁月

牛眠村惨遭日军血洗，27岁地下党员
与日军肉搏，以身殉国，年轻小伙新婚18
天即加入抗战队伍；寒冬料峭，战士们用骡
马拉着弹药和重型装备过黄河，歼灭驻守
在包头城的鬼子……

随着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枪声的
响起，淮北各地人民以血肉之躯筑起抗敌
卫国的长城，用鲜血和生命描画了一幅波
澜壮阔的抗日历史画卷。而这一个个故
事，也铸成了淮北抗战史的不朽丰碑。

如今，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市场星
报、安徽财经网记者走进淮北，重新感受那
段战火纷飞岁月的英勇精神。

□匡佳佳 记者 曾梅 文/图

1938 年 5 月 30 日，正是麦收时节，日军从

南坪打了过来……

“到丁成兰家，把他一家都赶到屋里，用

机 枪 扫 射 …… 一 家 四 口 被 杀 死 ，那 时 我 11

岁，记得很清楚。”在淮北市委党史研究室的

材料中，赫然写着南坪镇黄沟村村民丁胜昌

的证言。

类似的证言有厚厚的一叠，共两百多份。

这些证言全部是幸存下来的老人所说，他们见

证了日军在淮北的累累罪行。

在淮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研科，保存着一

份触目惊心的名单。“刘大汉，男，农民，78 岁”

“冯氏，女，农民，50 岁”“张三春，男，2 岁”……

这些名字最后全部标记着“亡”，死亡时间定格

在“1938年5月”。

这份名单是淮北市统计在册的抗战时期惨

遭日军屠杀的平民名单，多达 20 多页。但是，

研究室工作人员却告诉记者，这只是遇害同胞

的一小部分，被屠杀者远不止这些。

另外一份证词目录，则是工作人员走访获

得及各个村上报而来的村民证词。

证词共 210 页，是 200 多名老人接受访问

时说出的，涉及淮北市及濉溪县17个乡镇。

记者还了解到，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对牛

眠村、罗集村、渠沟村、吴双楼 4 个村子进行了

大规模的屠杀，共杀害3000余人。

“吴双楼惨案是前两年才发现的，当时访问

到了两名老人，几天前我们又去了一趟。其中

一名老人已经去世了，另一名老人也已经说不

清话了。“

1938 年 5 月，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淮

北的土地。

采访中，不少老兵向记者回忆，那时的日本

侵略者所到之处，无恶不作。

在渠沟，364 名无辜人民惨死在日军的刺

刀和纵火焚烧之下；在烈山，檀山村 87 名无辜

村民被集体屠杀；在牛眠，三日内 600 余人被

杀，100 余人被活埋，400 余人被烧死，田野村

头遗尸无数……

然而侵略者的血腥暴行，并没有吓倒淮北

人民，他们纷纷拿起武器，义无反顾地走上抗日

战场。

在宿西，1936 年 6 月，吕子荣、赵汇川等组

织了抗日游击队。

在宿东，成立宿东抗日游击支队，共3个大

队，300多人。

在萧县，中共陇海路南工委书记李忠道组

建了萧县抗日游击大队。

在宿南，王峙宇、张幼斌组织了100多人的

抗日游击队伍……

随后，宿东、宿西多路抗日队伍在古饶乔店

子联合成立宿县抗日游击总队，周龙凤任司令，

赵汇川任副司令，政治部主任先后为孔子寿、李

时庄，下辖 8 个大队，全队共 1000 多人。各地

抗日武装在战斗中锻炼成长，发展壮大，不断升

编为八路军、新四军的主力部队。

淮北民众拿起武器保卫家园

淮北抗日老兵王洪生的抗战经历，同

样令人敬佩。

1943 年,王洪生刚满 18 岁，刚结婚

18 天的他，就参加了由彭雪枫领导的新

四军。说到抗战，王洪生一生难忘……

尽管如今已是 90 岁高龄，但这位老

军人依然有着惊人的记忆，对 70 多年前

的很多事情记得十分清楚。

据他回忆，1943 年，约一个加强班十

二三人的日本兵来到濉溪(今岳集、临涣地

界附近活动)，虽然日军人少，但是有机枪

有炮，老百姓都很害怕。当时日军强征当

地劳力为其据点挖战壕、修炮楼，稍有不

从，就拿手腕粗的棍子毒打，乡亲们敢怒不

敢言。

不仅如此，日军还发展了名为“维救

会”的伪军两三百人，控制着当地。

“堂堂中国人，怎么能咽得下这口

气？”为了打日军，王洪生毅然决然地参

加新四军，端起枪杆子和日军、伪军战

斗，白天不正面硬碰硬，晚上开始打游

击，有了游击队的战术骚扰，拖延了日

军的防御工事工期，为抗日队伍争取了宝

贵的时间。

从 1943 年参加抗日战争，到解放战

争结束，王洪生九死一生，记得有次战斗

王洪生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时，被一枪打中

右脸颊位置，子弹从后颈部穿出，为了救

他四名抬担架的战友被冷枪打死三个，王

洪生的右胳膊、左腿又再次中弹。

老人 因 伤 退 伍 后 ，就 在 家 种 地 务

农。现在，老人身体尚可，除了有点耳

背，身体并无大碍。采访结束时，王洪

生站起来，挺直身板向大家敬了军礼，

尽管身体已不那么健硕，但仍透着当年

的几分英武。

新婚18天，参加新四军加入抗战

同学录再现“黄埔岁月”

200余份证言揭露日军罪行

后人展示沈忠明的《革命烈士证明书》

新四军第四师师部旧址 淮北市烈士陵园“忠魂亭” 淮北市烈士陵园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