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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河美景令他欣然作画

15日上午，记者跟着 82岁的盛锦荣来到他家对面的城南
社区医院。盛锦荣一边示意记者将红毯放在院内地上，一边将他
一直抱在怀里的“宝贝”递给记者。只见他弯下身、动作麻利地将
红地毯在水泥地上铺好后，才放心把交给记者的“宝贝”———《高
邮市河图》铺上。
“这里是南水关！”“我看到步康大药房了，招牌是绿色的，跟

真的一样！”“大运河也在上面，河面上还有许多船，画得真好”
……此时，许多街坊邻居围过来欣赏，大家你一句我一句，一边
看一边议论一边赞赏。
惟妙惟肖，是记者对这幅国画的第一感受。整幅画卷起于中

市口凉亭，止于南水关，全长 11.5米，色彩清新，景物逼真，真实
再现了蓝天白云、小桥流水、桃红柳绿的市河美景，极乐庵、王氏
纪念馆等“招牌景点”也点缀其中，络绎不绝的高邮人、少数民族
人以及外国人让整幅画卷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
“改造后的市河真是太美了，我想用手中的画笔将这些美景

记录下来。”盛锦荣向记者介绍了他作画的初衷。盛老一家一直
住在市河河畔，原先的市河垃圾成堆、臭不可闻。“家里的后门对
着市河，一年到头也不敢开，实在是太脏太臭了！”“现在是开门
见景，生活环境好得没话说。”盛老老伴张福兰接上了话茬说，我
们周边老百姓是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市河整治工程带来的实惠，
真的打心眼里感激市委、市政府实施的这个民心工程。

历时 6个月全心全意创作

走进盛老约四五平方米的画室，只见里面摆设了一张长长
的画桌后空间便所剩无几。“先写生，后作画！”盛老说着拿出一
沓皱巴巴的白纸，全部展开之后有整间画室那么长，全是 A16

的打印纸一张张用胶带粘连起来的，一共 14张。“这全是我在市
河边画的素描！”去年 4月，盛老萌生了作画的想法之后，只要天
气许可，他每天都雷打不动地在市河边写生三个小时左右，将市
河一期工程沿线的重要景点、节点全部用素描的形式勾画出来。
“每天最多画三四张，14 张素描前前后后一共画了将近一个
月。”盛老说。

素描画好以后，盛锦荣将之送到书画界的朋友处，请他们提
意见修改。“要增加一些生活性的场面。”“要将大运河加进去，添
一些船只。”“人物最好加一些少数民族和外国人。”……吸收了这
些好的意见和建议后，盛老将素描稿再作修改后正式着手创作。
从去年 5月份开始，盛锦荣每天早上六点多钟钻进画室，至

少 2个多小时才出来。而他从画室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躺在床
上歇会，放松放松站得酸痛的腰部肌肉。盛老告诉记者，按照素
描来作国画的过程并不轻松，一是消耗体力，二是常常会因为记
不清某个细节的色彩而必须放下画笔再到现场去看个究竟；或
者某个节点是否有垃圾箱、有几盏路灯等都要去现场查看。“我
力求画面的真实！”在历时 5个月的创作过程中，盛老前前后后
跑现场核实不少于二三十次。

各方鼓励令他再创作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盛锦荣自幼喜爱绘画，后因工作的原因
放弃，直到 73岁才在子女的鼓励下重拾画笔。

去年 10月份，当盛锦荣历时 6个月创作的《高邮市河图》完
成后，受到许多业界朋友的肯定，这令他十分欣喜。
“我要为他的这幅画点赞。”朱延庆先生看过盛老的《高邮市

河图》后直竖大拇指。他说，对城市的热爱，对市河的热爱，他通
过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供世人欣赏，精神可嘉。同时，整幅画真
实再现了市河沿线的各种景点，十分逼真。

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房林表示，盛老作为一名业余的绘画爱

好者，借用《清明上河图》的构图形式创作《高邮市河图》，表达了
他对政府民心工程的赞许，难能可贵。
“十米丹青态逼真，市河新貌笔如神。”这是盛老的朋友缪登

甲特地为该画所作的七律诗，表达了他对盛老这幅画的肯定……
各方的好评和鼓励让盛老充满信心，他决定再创作《高邮市

河图二》。“二期的图更细，几乎将沿线的每家每户都画进画里
了。”盛老介绍说，二期工程素描写生已经在今年 4月启动，目前
已经画了 30张，预计还有三四张即可完成，整幅画预计要到明
年才能完成。

民心工程入画来

八旬翁绘制《高邮市河图》
荫历时 6月绘成长 11.5米、宽70厘米画卷荫再现南水关、极乐庵、王氏纪念馆、中市口凉亭等重要景点荫《高邮市河图二》基本完成素描，预计明年完成

阴 郭玉梅 文/摄

寻找抗战最后一役
———高邮战役老兵
系列报道（3）

今年 5月底的一天，记者赴总参谋部南京干休所，采访曾在
1945年参加“对日最后一战”中任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 8纵队
66团 3营 7连党支部书记的胡益民。

记者到达胡老家的时候，正是他们午休的时间。对此，我们
向胡老表示愧歉之意。胡老手一挥，高兴地说：“当年部队动员我
们去打小鬼子，解放高邮县城。那时上上下下群情激昂，各个部
队都争着抢任务。今天，你们从高邮来采访这场战斗，我和当年
一样兴奋，午睡的觉瘾子一点也没有。”

胡老是苏南宜兴人，他亲眼目睹了侵华日军在他家乡奸淫
烧杀的罪行，也曾与父亲、姐姐遭遇日寇飞机轰炸而险些丧生。

胡益民说，在他们家乡那一带，虽然有一些“忠义救国军”

“挺进队”的抗日队伍，但是真正抗日的是新四军。1941年是江
南抗日最困难的一年，在这一年里，胡益民加入了共产党。一直
到 1945年 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他都坚持游击战，多次组
织参加“破击战”，给日伪军造成极大的威胁和困难。

1945年胡益民任宜兴警卫团 6连指导员，后来担任新四军
华中野战军第 8纵队 66团 3营 7连党支部书记。

1945年 10月，胡益民所在部队到达淮安后，立即进行整编
集训，学习当前形势，认识到高邮是苏北解放区的大门。但是，这
座城池还在日寇和伪军占领之下。大家一致认为，必须解放高
邮，使苏北的解放区形成一片。
胡益民说，那时各部队打运动战和游击战可以说是老把式，

可是要攻城略地，那是新课题。于是各部队开始进行紧张的攻城
战术演练。

胡益民在连队担任党支部书记，记者向他询问，部队攻打高
邮城前除了在军事方面做了充分准备，在政治组织方面又是如
何开展工作的呢？胡益民告诉记者，战斗中的各种战斗组织、突
击队、火力保障队、爆破组和预备队等，其党团组织等也都准备
就绪，对所有可能遇到的情况，都做了周密的计划安排。

8纵队解放高邮的主攻方向是高邮城东北地带。而胡益民
所在连队的主攻目标就是高邮城东北角的制高点———泰山庙。

1945年 12月 19日晚，向高邮县城进攻的信号发出后，枪
声、炮声、喊杀声和冲锋号声响彻天空。胡益民他们连的突击队
仅用半个小时就攻占了泰山庙。原来泰山庙驻扎一个营的伪军，
在战斗打响后，他们吓得四处逃窜，一部分退缩到城墙脚下。20
日天刚亮，日军组织反扑，企图夺回泰山庙这个制高点。7连组
织火力压制日军进攻，突击队冲向敌群，用手榴弹和刺刀把敌人
压了回去。当天下午 2点多钟，日军配属两个连伪军再次向泰山
庙进攻。这次日军得到火炮支援，7连遭受到了一定的伤亡。但
是，泰山庙的阵地仍然被 7连控制。

1945年 12月 21日上午，胡益民他们接到团部指示，向日
伪军展开政治攻势。经过我军的强大政治攻势，日伪军开始动
摇，先是一小股伪军投降，接着也有些日军士兵投降。

我军在取得强大政治攻势成果的同时，在军事上也向纵深
开始攻击。

1945年 12月 25日，攻打高邮城的总攻开始。至天亮时分，
68团的第一营在高邮南门突破，接着 64团又在北门趟过护城
河、63团 3营营长率部登上城墙。我军突破进入高邮城内后，与
日军进行了七八次冲击、反冲击的激战，最终日军、伪军放下武
器投降。25日中午，我军控制了高邮全城。高邮终于回到人民手
中，苏北解放区的大门被打开。
但是，胡益民未能与军民一道参加庆祝高邮城回到人民怀

抱中的活动。因为在 23日的战斗中，他们部队进城后在与日伪
军进行惨烈的巷战时，他不幸左胸中弹。
胡益民说，子弹击中他的肺部，因未击穿，血向肺部流，当时

就昏过去了。经过战场卫生员的紧急包扎后，胡益民被立即转向
后方医院———淮安湖心寺的华中第一医院。

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子弹在胸部未能取出，胡益民在一次
病情危重经抢救无效后被送往太平间，通讯员在一旁急得直哭，
而胡益民当时是一时清醒一时昏迷。就这样在太平间 4天，奇迹
出现了，胡益民要水喝了。到了第 6天，胡益民由太平间被搬出
来疗养，一段时间后被转到淮阴医院。通过透视，医生发现子弹
在胸部的位置，然后开刀取出。后来又经过数次抢救，他才算过
了鬼门关。
胡益民从装甲兵学院政治部副主任岗位上离休，1996年 8

月，他曾到过高邮。记者向他介绍高邮近年来的发展情况，他握
着记者的手坚定地说：“我做梦都想再到高邮去看看！”

胡益民：打鬼子群情高涨
阴 任仁

图为胡益民。胡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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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记得 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

活更美好！通过采访盛老，记者切实感受到这句话的真谛。
正如朱延庆先生所言，盛老作《高邮市河图》是出于对

城市的热爱、对市河的热爱。而市河整治改造工程是我市城
市建设的一个缩影，是市委、市政府近年来实施的众多民心
工程中的一个。民心工程润民心，众多民心工程的实施不但
让我们的城市越来越美，更让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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