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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塘，这是一个洒满烈士鲜血
的村坊。”方志敏故居讲解员娓娓道
来，向参观的游客讲述着湖塘村的
历史。土地革命前，湖塘村共 80 余
户、约 400 人，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仅
剩 29 户、90 余人，留下的男丁几乎都
是残疾人。

湖塘村是江西上饶市弋阳县的一
个普通村庄，方志敏曾从远处眺望自
己的家乡，他感叹自己不是一个文学
家，不能将眼前的美丽描写出来；他也
看到了农村的衰败和黑暗，村民苦到
不能生活。

“我于一八九九年生于离漆工镇
二里许的湖塘村。在这长夜漫漫，天
昏地暗的地方，我生活着，我受着压迫
和耻辱地生活着；我长大起来了；我逐
渐不安于这黑暗的时日；我渴望着光
明；我开始为光明奋斗……”这是方志
敏在遗稿《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

对家乡生活的回忆。
走进他的青春岁月，就走进了他

的初心赤胆，就理解了他的人生选择。
1922 年，方志敏在上海求学时看

到法国公园门口的牌子上写有“华人
与狗不准进园”，他感到从来没有受过
的耻辱。

“这几个字射入我的眼中时，全
身突然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
他感慨中华民族命运的悲惨，但是
依然相信，即使当下江山破碎、国弊
民穷，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
前途。

大革命失败后的 1928 年 1 月，方
志敏与邵式平、黄道等领导弋横起义，
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领导组建中
国工农红军第 10 军。方志敏把马克
思主义普遍真理与赣东北实际相结
合，创造了一整套建党、建军和建立红
色政权的经验，毛泽东称之为“方志敏
式”的根据地。

1934年 11月底，方志敏奉命率红
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任红 10军团
军政委员会主席。此时，中央红军主
力已离开中央苏区，红 10军团孤军北
上危险重重。

前路凶险，方志敏又何尝不知，但
他毅然担当起这一重任。1935 年 1
月，在降满大雪的怀玉山中，方志敏不
幸被捕，同年8月6日他在江西南昌下
沙窝英勇就义，时年36岁。

女儿方梅只能看着爸爸的照片长
大，当方志敏牺牲时，她才3岁。

她出生后，父母把她寄养在江西
一户老百姓家中。方志敏最后一次与

女儿见面时，他抱起 2 岁的方梅亲了
又亲。转身间，即成永别。

纵使远隔 80多年，依然能感受到
一位父亲的不舍。

是什么，让方志敏不得不离开他
最爱的人？

“共产党员——这是一个极尊贵
的名词，我加入了共产党，做了共产党
员，我是如何地引以为荣呵！从此，我
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
了。”方志敏深情地向党告白。

在方梅 21岁生日那天，母亲缪敏
送给她一本“迟到”的成人礼——《可
爱的中国》。

“从此，我懂得了‘祖国’的意思
——祖国，就是生养了我们、值得像父
亲那样的千千万万烈士用生命去保护
的母亲！”如今，方梅已是年近九旬的
老人。

距方志敏牺牲 80余年过去，他的
家乡湖塘村早已今非昔比。

“湖塘村的先辈为党的事业献
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有义务带领
村民过上好日子。”漆工镇党委书记
汪国华介绍，2016 年以来，江西各级
政府投入 6000 余万元用于湖塘村的
建设，从村庄里宽敞的柏油路、白墙
黛瓦的民居，到设施齐全的小广场、
蓬勃发展的各项产业，湖塘村的面
貌焕然一新。

方志敏故居前矗立着一座方志敏
身骑骏马的铜像，他目光坚毅抬头远
望，前方不再是战场的烈焰，而是他一
直憧憬的可爱的中国。

（据新华社）

在广西河池市东兰县的韦拔群故
居前，矗立着一座腰杆挺拔、目光坚定
的“拔哥”塑像。前来参观的群众常常
在这里驻足瞻仰，献上鲜花，向“拔哥”
致敬。

在广西，韦拔群的名字家喻户
晓，大家亲切地称他为“拔哥”，崇敬
之情溢于言表。在韦拔群故居门前，
伫立着 10 多块因革命牺牲的韦拔群
亲人的墓碑，诉说着那段惊心动魄、
英勇悲壮的历史。

“为了寻求人民翻身解放的正确
道路，韦拔群历尽艰辛奔赴广州寻找
马列主义，牢固树立了共产主义信
念，给自己三个儿子分别取名为‘革
命’‘坚持’‘到底’，誓将革命进行到
底。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密如蛛网的
通缉追捕，他泰然自若，视死如归。”
覃迎庆是韦拔群故居的一名“90 后”
讲解员。时隔近百年，每当讲起“拔

哥”事迹时，她仍然心潮澎湃。
“拔哥”早年就读于广西法政学

堂，加入过讨伐袁世凯的护国军，在
黔军做过参谋，在广州参加了“改造
广西同志会”。

1921 年 9 月，韦拔群返回家乡东
兰县，从事农民革命运动。1925年初
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
回东兰继续从事农民运动，主办农讲
所，培养骨干，发展农会和农民武装，
把农运推向右江地区。

1929 年 8 月，韦拔群被中共广西
特委正式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
地坚持武装斗争。

1929年12月，韦拔群参与领导百
色起义，任右江苏维埃政府委员、中国
工农红军第七军第三纵队司令。1930
年 10 月上旬，红七军主力奉命北上，
离开了右江革命根据地。北上前，红
七军集中在河池六甲一带进行整编，
军前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全国红军
统一番号，宣布把红七、八军改编为十
九、二十、二十一共三个师。十九、二
十师北上，二十一师留下坚持右江革
命根据地斗争。韦拔群任二十一师师
长，陈洪涛任师政委。韦拔群坚决服
从军前委的决定，立即把自己从东兰、
凤山带来的第三纵队1000多名官兵，
除留下七八十个体弱有病的战士外，
其余全部拨给主力部队北上，毫无半
句怨言，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以全局
革命利益为重的崇高品质。

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苏区后，韦
拔群带领百余人留在右江地区，在极
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斗争。

为了革命事业，韦拔群一家10多
口人惨遭敌人杀害，但这些都没有动
摇他的革命意志。1932年10月19日
凌晨，韦拔群被叛徒杀害于广西东兰
赏茶洞，时年38岁。

在东兰县城的韦拔群纪念馆，当
讲解员提到韦拔群一家亲属共有 17
人为革命而牺牲，没有留下一名直系
后人时，正在参观的一些游客不禁流
下了眼泪。

“韦拔群是壮族人民的好儿子，
他用满腔的热血和宝贵的生命践行
了‘快乐事业，莫如革命’的铮铮誓
言。”前来参观的林东婷说。

壮乡英雄文化园管理处主任黄
高线说，韦拔群出生在封建富有家庭，
他完全可以按照父辈意图，循规蹈矩读
书做官，成家立业，随波逐流逍遥岁
月。但他不贪图安逸享乐，不迷恋荣华
富贵，从小就立下救国救民的远大志
向，以己之躯赴汤蹈火在所不惜。韦拔
群精神内涵丰富，概括起来就是“忧国
为民、追求真理、敢为人先、无私奉
献”。

河池市政协副主席、东兰县委书
记黄贤昌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
建党 100 周年，东兰县把拔群干部学
院作为传承和弘扬韦拔群的精神和
革命先烈光辉伟绩的重要阵地，充分
发挥学院学党史、悟思想主阵地作
用，特别在用足用活革命老区红色资
源上下足功夫，研发核心课程，开设
情景教学和现场教学等特色课堂。
通过全面深入的学习，弘扬拔群精神，
造福老区人民。 （据新华社）

“外公去世时，他的皮包里只有几支
香烟和半截铅笔，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
财物，但却留下了珍贵的精神遗产。”英
烈刘志丹的外孙女婿晁阳说，家人一直
将刘志丹的革命精神赓续传承，在工作
和生活中都严于律己。

“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
丹……”一首首传唱至今的民歌道出了
陕北人民对刘志丹的敬爱与怀念。在美
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笔下，刘志丹是位

“现代侠盗罗宾汉”——“在穷人中间，他
的名字带来了希望”。

刘志丹，1903 年 10 月 4 日出生于陕
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1922年考入榆

林中学，在魏野畴、李子洲等进步教师的
影响下，开始学习马列思想，积极组织学
生运动。

1924年，陕北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支部，刘志丹成为榆林中学第一批团员。
1925年，榆林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刘志
丹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受组织指
派进入黄埔军校学习。

1926年，刘志丹从黄埔军校毕业后，
随军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
后，刘志丹担任中共陕西省委秘密交通
工作。1928 年 4 月，参与领导渭华起义，
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同
年秋，陕西省委派刘志丹回陕北工作，任
中共陕北特委军事委员会书记。

1931 年 10 月，刘志丹与谢子长等组
建西北反帝同盟军，任副总指挥。后改
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游击队，刘志
丹任总指挥，开辟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
陕甘边苏区。此后，相继任陕甘边红军
临时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红 26 军
42师师长、中共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促成陕北、陕
甘边两块苏区连成一片，为红军长征提
供了落脚点。

1935年9月，任红15军团副军团长兼
参谋长，参与指挥劳山战役。后任北路军
总指挥兼第28军军长、中共中央所在地瓦
窑堡警备司令。周恩来说：“刘志丹同志

对党忠贞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
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

1936 年 3 月，刘志丹率红 28 军参加
东征战役，挺进晋西北，屡克敌军。4 月
14 日在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不幸牺牲，
年仅 33 岁。为纪念他，中共中央和陕甘
宁边区政府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

1942 年，刘志丹牺牲 6 周年时，毛泽
东同志为其题词：“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
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
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
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
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1943年，党
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在志丹县为刘志
丹举行隆重的公葬典礼，毛泽东再次为
他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
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
英雄，要数刘志丹”。

走进刘志丹烈士陵园，苍松翠柏，鸟
啼花开，庄严肃穆，这里已经成为全国重
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
义教育示范基地，前来缅怀烈士和接受党
史教育的干部群众络绎不绝。

志丹县委副书记屈永峰说，刘志丹
“生而益民，死而谢民”，是我们党员干部
的榜样，我们要牢记并讲好英烈故事，传
承和弘扬刘志丹同志爱国、为民、忠诚、奋
斗的精神，用砥砺奋进、追赶超越的实绩
实效礼赞英雄、告慰英雄。（据新华社）

初夏的韶山冲，绿树环绕，游
人如织。走进毛泽东同志故居，游
客们认真倾听讲解员讲述当年那
段故事——毛泽东坐在灶屋里的
火塘边，给大弟弟毛泽民、小弟弟
毛泽覃以及堂妹毛泽建讲述革命
道理。在韶山，毛泽民等烈士的故
事广为人知。

毛泽民，1896 年生，湖南湘潭
韶山人。1921年参加革命，很快就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 年 2 月
随兄毛泽东到湘潭、湘乡开展农民
运动，同年 9 月进广州农民运动讲
习所学习。随后，毛泽民辗转上

海、武汉、天津等地，从事党的秘密
工作。

1931年初，毛泽民进入中央革
命根据地，任闽粤赣军区经济部
长。1931 年毛泽民任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银行行长，他
在短时间内解决了金融人才严重
缺乏、没有准备金、苏区内多种货
币混乱流通等困难和问题。

1933 年 5 月，毛泽民兼任闽赣
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1934年
9 月兼任国家对外贸易总局局长，
领导苏区银行、财政、贸易、工矿等
经济工作。1934 年 10 月，红军被
迫长征，苏维埃中央政府财政部和
国家银行组成第 15 大队，毛泽民
任大队长兼没收征集委员会副主
任、先遣团副团长、总供给部副部
长。时人称 15 大队为“扁担上的
国家银行”，在长征中解决了运输、
打土豪、筹粮筹款、保障供给等艰
巨任务。

1936 年 2 月，毛泽民任中华苏
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
长。毛泽民长期执掌财政大权，廉
洁奉公，一尘不染，他常说：“不能
乱花一个铜板，领导干部要带头艰
苦奋斗。我们是为工农管钱，为红
军理财的，一定要勤俭节约！”

全国抗战爆发后，1938年2月，
受党中央派遣，毛泽民化名周彬，
与陈潭秋等同志到新疆做统战工
作，先后出任新疆省财政厅、民政
厅厅长等职。令人痛心的是，1942
年新疆军阀盛世才在新疆捕杀共
产党人，当年 9 月 17 日，毛泽民和
陈潭秋等共产党员被反动军阀盛
世才逮捕。

在狱中，敌人对毛泽民等软
硬兼施，严刑审讯，逼他招认中国
共产党在新疆搞“暴动”的所谓阴
谋，逼他脱离共产党，交出共产党
的组织。毛泽民等坚贞不屈，视
死如归，坚定回答：“决不脱离党，
共产党员有他的气节。”“我不能
放弃共产主义立场！”1943 年 9 月
27 日，毛泽民被敌人秘密杀害，时
年 47 岁。

毛泽民已经牺牲70多年，当年
落后闭塞的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如今，以红色精神为底
色，以红色资源为依托，韶山实现

“日月换新天”的发展——2015 年
贫困户全部实现脱贫，2016年贫困
村全部实现“摘帽”，2020年完成地
区生产总值 97.08 亿元，是 2011 年
的2.46倍……

（据新华社）

方志敏：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韦拔群：为革命牺牲一切的农民领袖

刘志丹 :人民的英雄 毛泽民：从韶山冲走出来的“红色大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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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原平市子干乡子干村民居绿树掩映，路面平整干净。别看现在挺好，以前
的环境都不好意思说。

子干村是一个传统农业村，村级经济条件相对薄弱，村委会环境脏乱、功能单一，
村民进去办事往往都皱着眉头，纷纷抱怨。我包村后，村民对我寄予厚望，我不能让
他们失望。

新建村广场、清理“四堆”垃圾135处、修葺残垣断壁12处、拆除私搭违建8处、安装太
阳能路灯135盏、硬化主街道5条、旱厕改造126户……我们以党建为引领，抓村“两委”班
子建设，抓党员队伍建设，全体村民团结一心，拧成一股绳，让子干村焕然一新。

今年我们准备修建3.5公里的“四好”公路。精气神是最大财富，我们还要继续撸
起袖子加油干，为乡亲们谋福利。

（据《山西日报》）

用爱奔跑着是幸福的
党的十八大代表、静乐县双路乡卫生院防疫员 王元林

我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做了 47年农村防疫员，从 22岁到 72岁，
从青春年少到古稀老人，这双脚板走遍了双路乡的每一个村庄。

过去，乡亲们对疫苗接种知之甚少，我常常要三番五次上门做
说服动员工作，磨破了嘴皮子。我一直觉得，让每个孩子健康成长，
为每个家庭带去福音，是我人生最大的价值。现在，时代变了，环境
变了，乡亲们的思想也变了，工作越来越好干了。

退休后，我仍心系乡村，返聘回卫生院，继续坚持在一线。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工作开始后，包村包片、宣传动员，我依然用爱奔跑在
双路乡的山岭沟壑。

为百姓跑腿是幸福的
忻州市第四次党代会代表、忻府区蚕果站站长 常晓卉

服务“三农”有爱心，躬身耕耘要用心，这是从事农技工作的关
键。

忻府区有三分之二的地方属于丘陵山区，果品产量低、品质差，
市场竞争力弱。为了改变现状，我行走在田间地头，积极推广果树
种植新技术，提高果农的管理水平，同时从北京、山东等地引进30余
个不同树种新品种，既丰富了品种资源，又提高了经济效益。

2012年，我从北京引入早露蟠桃、京春等桃品种，在河习头、兰
村等村开始嫁接，到现在平均亩产 1000公斤以上，每亩收入四五千
元，收成越来越好，村民收入也越来越高。

矢志为果农排忧解难，为“三农”事业的发展倾注全部心血，在
我看来，是一名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摸爬滚打着是幸福的
定襄县第十五次党代会代表、山西恒跃集团总经理 郑 勇

我在锻造行业摸爬滚打近 20年，见证了锻造行业的兴衰荣辱，经历了锻造行业
不断做强做大的奋斗历程。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恒跃”同其他企业一样经历了“严冬”。但我
们没有等靠，而是紧紧抓住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调整产品结构，开辟国
内市场。

年产 8万吨全封闭式的高端精密锻件智能制造绿色基地，让我们迈上了现代化
管理制造和高质量发展的台阶。

中国企业家有攻坚克难、艰苦奋斗的信心和勇气，我们聚焦创新发展，助推法兰
锻造产业高质量发展。

为乡亲们谋福利是幸福的
原平市子干乡第七次党代会代表、原平市子干乡党委副书记 高建忠

常住人口（单位：万人）

149.84（1949年） 317.29（2019年）

地区生产总值（单位：亿元）

5.3（1978年） 172.3（2005年） 1034.6（2020年）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单位：亿元）

11.8（2005年） 42.3（2010年） 94.4（2020年）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10年13958元 2020年31920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10年3487元 2020年9926元

数据来源：忻州市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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