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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日照舒茶
1958年9月16日，毛泽东视察舒城县舒茶人民公社，并发出“以后山坡上要多多开辟茶园”
的号召，这句伟大号召给予舒茶人民莫大的鼓舞和干劲，他们开山凿石、垒梯田、修水库、
建茶园，在60多年的不懈奋斗下，如今的茶园荣膺中国最美茶园，舒茶的名字也响彻大江南
北。
为追寻伟人足迹，学习先辈精神，树立远大理想，近日，本报25名学生记者走进毛主席视察
舒茶纪念馆，追寻伟人足迹，领略茶园风光，并对话舒城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胡久松，共青团
舒城县委书记高亚东，舒茶镇党委书记高瑞稳，舒城县教育团工委书记汪敏等叔叔阿姨，聆
听舒城发展故事，接受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洗礼。

□主办单位  安徽青年报社
            中共舒城县委宣传部
            舒城县教育局
            共青团舒城县委员会
  参与学校  舒城县实验小学
            舒城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舒城县城关第二小学
            舒城县城关第三小学
            舒城县舒茶镇中心小学
  黄世凤  朱惠惠
  学生记者  黄瑞泽  王艺博  蔡清颖  
            夏晨晓  吴思源  侯雪梦等

追寻伟人足迹
活动当天，学生记者一行满怀敬意地瞻仰了纪念馆正门前的毛主席全身铜像，随后，在讲解
员孔德云的带领下，有序参观了纪念馆，馆内收藏了大量毛主席视察舒茶时的照片、文献资
料，毛主席坐过的椅子、用过的茶杯以及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生活器具等实物，这些资料和
实物不知不觉将学生记者们的思绪引入那似火年代的红色记忆中。“站在伟人来过的地方，
看着伟人用过的物品，我的内心特别激动。”学生记者倪徽男说。
“毛泽东视察舒茶的史实先后在1970年、1978年被编入安徽省小学语文课本，‘红日照舒
茶’场景以年画形式进入千家万户……”孔阿姨声情并茂地介绍道，“虽没有亲眼见过伟人
视察舒茶的情形，但我是听毛主席视察舒茶故事长大的，今天的讲解更加深了我对毛主席的
敬仰之情。”学生记者潘禹博说。

领略茶园风光
随后，学生记者登上山岭，来到了“九一六茶园”。舒茶镇党委书记高瑞稳给大家介绍了“
九一六茶园”的由来：“舒茶人民自1966年9月16日起，历经两年，将荒山坡开辟成高标准
的阶梯式茶园。”
从20多岁就进茶场的老场长吴福广是茶园从无到有，再到壮大的最好见证人，在采访中他
说：“在茶园建设中没有施工机械，舒城人民仅凭小板车，全靠手拉肩扛，开山凿石，创造
了这一伟大工程。” 听着吴爷爷的介绍，再望着眼前翠绿、葱茏、绝美、雄伟的茶园，学
生记者无不感叹伟人的前瞻智慧和舒茶人民愚公移山般的惊人毅力。
“的确，舒茶镇能有今天的崭新模样，多亏了伟人的指点，多亏了舒城人民的艰苦奋斗，目
前，我们着力将这里打造成茶叶生产、加工销售、科研教学、旅游等为一体的产业体系。”
高瑞稳介绍说。学生记者卢可馨为家乡的发展由衷地感到高兴：“毛主席，我们永远感谢
您！”学生记者王静萌也说：“舒茶人民的奋斗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

与领导面对面
在参观完茶园后，学生记者又来到了县政府，与副县长胡久松面对面交谈。“请问我县为助
力乡村振兴都做了哪些工作？”“我县如何依托茶产业发展旅游业的呢？”毫不怯场的学生
记者钱沐晨开始提问。
胡久松感谢大家对家乡发展的关注，并耐心解答：“我们通过充分挖掘茶文化资源，举办茶
文化活动……”“那小学生能为家乡的发展做什么呢？”听完介绍，学生记者田梦琪问道。
胡久松期望作为学生的他们能以学习为己任，在平时实践活动中能多走入农村，深入了解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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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农业发展，同时增强体魄，长大才能更好地建设家乡、报效祖国。
“叔叔，怎样才能更了解我们的家乡呢？”“阿姨，了解乡村振兴对我们小学生而言有什么
意义？”之后，学生记者采访了团县委书记高亚东和县教育团工委书记汪敏。高亚东为大家
详细讲述了为增强学生的爱党、爱国情怀所做的工作，并寄语小学生多参加实践活动，塑造
良好品格，实现全面发展。汪敏也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在学习时善于思考，勤于总结，心系
家乡，长大为家乡发展助力。活动让学生记者收获满满，韦家怡说：“今后学习，我们要以
舒城人民为榜样，不怕苦不怕累。”周歆怡也说：“我们是祖国的未来，我要坚定地接过建
设祖国的‘接力棒’！”

胡久松副县长接受学生记者采访
认真听讲解
学生记者采访高亚东叔叔
学生记者采访汪敏阿姨
在茶园采访高伯伯
体验采茶
活动合影

第 2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