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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飘扬

本报讯 （陈琰）“从于都河出发的

中央红军中，战斗员的年龄平均不足

20 岁，与同学们是同龄人……”近日，

江西理工大学党委书记、2019 级稀土

班班主任杨斌带领同学们来到于都，

以“青春对话”为视角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鼓励青年学子在学党史中强信念，

在悟新知后必躬行。

如何用学生喜欢听的话语、喜闻

乐见的形式，把百年党史讲到大学生

心坎上，把学习教育与勇担使命结合

起来，这是党史学习教育中的重要课

题。为破解这一难题，杨斌将学生党

史学习教育动员会带到了于都长征第

一渡口，以缅怀革命先烈、现场教学、

参观体验、讨论交流形式深刻阐述“为

什么要学党史、从党史中学什么、怎么

学好党史”三个问题。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

存放着一个个看似毫不起眼的物

件，被单、马灯、藤篮、渔船……每一

个文物的背后都有着一段触动人心

的红军故事：加工粮食用的土砻讲

述着于都人民宁可自己忍饥挨饿，

也要将粮食源源不断地交给红军的

深情大爱；一双绑着红心绣球的草

鞋，承载一个浸渍血泪以命相系的

革命爱情故事；一件厚重而破旧的

羊皮袄，曾陪着老红军曾广华爬雪

山、过草地，经历了枪林弹雨……当

听到“红小鬼”在雪地里睡着，推一

个倒一个时，同学们陷入了深思。

“长征的故事，就是一部青年人追求

理想信仰的奋斗史诗。20 岁的他们

有着青春的理想和朝气、有着革命

的大无畏牺牲精神。如果角色互

换，20 岁的我会做出怎样行动？”谢

浩琳同学在笔记中写道。

在拜访老红军后代孙观发老人所

在的村庄时，同学们被眼前的清雅景

色所吸引：小路两侧绿树成荫，清渠净

水汇入一方方池塘，一排排大棚鳞次

栉比，一茬茬蔬菜长势喜人，富有当地

特色的墙绘引得游客纷纷打卡。“梓山

潭头，吃苦两头；晴三天，挑烂肩头；雨

三天，水进灶头。以前的潭头村可不

比现在啊！”梓山镇的村民告诉同学

们，苏区振兴计划和脱贫攻坚战为这

个有 700 多年历史的赣南小村落带来

了幸福生活，2017 年潭头村实现了整

村脱贫。

用好本土党史资源浸润青年心

灵，这是江西理工大学用好赣南苏区

红色资源多形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

一个缩影。学校还将扎根赣南苏区深

挖红色文化、党史故事，围绕办学历史

探寻赣南钨矿在革命年代的红色记忆

和工业发展印记，推出一批优秀理论

研究成果，依托学校“VR+红色教育基

地”开展线上线下“红色走读”，搭建

“建党百年”科技成就展，用智慧科技

为党史教育赋能。

江西理工大学开展与青春对话活动

以本土党史资源浸润青年心灵

1960 年 9 月，时任中国人民解放

军陆军第 41 军参谋长的他，被任命为

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武官。在驻越南大

使馆期间，他认真履行一位外交官的

职责，积极开展中越两国之间的军队

交往、军事援助、军事训练、军工合作

等工作。这位外交官就是于都籍老红

军刘重桂。

刘重桂于 1915 年 12 月出生在于

都县禾丰镇庙堂坑村，1933 年 5 月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 年 12 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

期，参加了平型关战役等。解放战争

时期，先后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

等。1955 年 9 月被授予大校军衔，曾

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

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二级红星荣誉章。

回国后，他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

放军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兼南宁军分区

司令员、广西军区政治委员、中共广西

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中共第十

一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刘重桂在广西工作期间，主要分

管工作之一就是该区的外事工作。由

于战略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和“桂林山

水甲天下”的美誉，广西外事工作的任

务一直很重。其中重要的一项是对世

界各国政要和代表团的迎来送往。刘

重桂先后接待并陪同访问桂林的外宾

有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丹麦时

任首相保罗·哈特林、比利时时任首相

莱奥·延德斯曼、刚果时任总理亨得

利·洛佩斯、新加坡时任总理李光耀、

缅甸时任总统吴奈温、喀麦隆时任总

统阿赫马杜·阿希乔、马耳他时任总理

明托夫等 3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

2005 年 3 月 30 日，刘重桂因病在

广州逝世，享年 90 岁。从 1935 年入党

到 2005 年走完人生最后历程的 70 年

党龄里，他始终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

诤诤誓言。现在，他虽然离我们远去

已 16 年，但他的爱国爱家乡情怀，依

然在我们心中回荡。

情系家乡教育

2004 年 12 月 4 日，在广州军区干

休所内，刘重桂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

对侄子谈到了自己对家乡的思念之

情，他说，赣南是生他养他的地方，是

赣南的这片土地养育了他，他留恋着

赣南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在人生所

剩不多的日子里，想把自己积蓄的 10
万元存款，捐献给家乡办教育。他叮

嘱侄子要与他的子女一起，抓紧落实

捐助项目、受助地点。根据刘重桂的

意愿，在于都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

和配合下，项目很快落实到了刘重桂

家乡所在地的一所小学——禾丰黄塅

小学，在黄塅小学原校址的基础上进

行扩建和添置教学设备。2005 年 4 月

11日，于都县委、县政府为接受刘重桂

捐款，在于都县禾丰黄塅小学举行了

既简短又热烈的交接仪式，实现了一

位老红军对家乡教育事业关心和支持

的最后夙愿。

牵挂乡亲发展

刘重桂不仅热心家乡的教育事

业，而且对家乡的其他公益事业也慷

慨解囊。于都县禾丰庙堂坑村的群

众现在还记得，1965 年春节，刘重桂

回到于都禾丰老家探望母亲，看到家

乡庙堂坑村及周边的焦树下村、竹篙

潭村的乡亲们赶圩、外销土特产、村

干部到乡里开会、群众上医院看病必

须经过村门口的一条小河，河上只有

一座独木桥，来来往往的群众一不小

心容易掉进河里，尤其春夏雨水多的

季节危险性更大。他看在眼里，记在

心上。当时，他身边 4 个子女，最大的

17 岁，最小的才 11 岁，家庭并不宽

裕。一回到部队，他就把自己仅有的

3 万元积蓄寄到村里，并交待村干部

一定要把这座桥修成钢筋水泥桥，希

望能过板车、拖拉机、汽车。一年后

一座钢筋水泥桥建成了。为了加速

家乡的建设与发展，早在 20 世纪六十

年代末，他就积极与广西玉林柴油机

厂联系，支持帮助于都禾丰镇庙堂坑

村添置了柴油机，便于村里防旱抽

水，并建立碾米厂。

严格家风家训

刘重桂家风严格，生前曾与侄子

谈起对后辈的教育，认为一个家庭要

有一个好的家风家训，才能培养出国

家需要的人才。夫妇俩对孩子的教育

非常严格，4 个子女全部送到了部队，

服役时间都在 10 年以上，其中有 3 人

参加了对越自卫还击战。侄女小辉要

到美国留学，孙女沙沙要到英国留学，

他都把她们叫到身边叮嘱说：出国要

爱国，学习要刻苦，学好本领后一定要

回国建设社会主义，报效自己的国家，

不能忘记自己是中国人，更不能留在

国外。老家的一个侄孙女，考进了一

所师范院校，她认为不如堂哥堂姐，思

想上有点难为情，刘重桂把她叫到身

边鼓励说：师范学院很好，可以学到很

多中国的历史、教育文化，将来为建设

祖国做贡献。

（本文图片由刘重桂家人提供）

近日，章贡区白云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各党支部 35 名党员，前往赣

州市革命烈士纪念馆开展“学党史、忆先烈、明初心、担使命”主题党日活动。

洪燕 黄玉婵 摄

赣南籍外交官刘重桂的家乡情怀
□刘滨湖 特约记者刘经从 记者刘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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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 4 月 ，

刘重桂（左）在广西

靖西与刘经从合影。

↑1976 年 5 月，

刘 重 桂 在 桂 林 欢 迎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为让党史在

少先队员的心中

鲜活起来，近日，

赣州市潭口小学

分批组织在校师

生前往于都、瑞

金，开展“党的历

史是最好的教科

书”研学教育活

动，充分利用“红

色课堂”进行党

史学习教育。

郭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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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故事
他一心为民，常常深入田

间地头，与群众同劳动、拉家

常，为群众排忧解难；他廉洁奉

公，自带干粮去办公，告诫干部

“谁贪污浪费一个铜板，就是革

命的罪人”；他对党忠诚，保守

党和游击队的秘密，用生命践

行了“革命到底”的誓言。他就

是会昌籍革命烈士邹武春。

邹武春，1902 年生于会昌

麻州乡齐心村牛尾坪的一户贫

苦农民家庭。他自幼聪颖好

学，但因家境贫困，只能跟父母

下田干农活。父母相继病逝

后，他就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

担。尽管他起早贪黑，农闲为

外地商人挑担，但是仍然改变

不了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苦

难生活。他渴望有一天能砸碎

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的万恶社会。

随着土地革命运动逐渐兴

起，特别是 1931 年 11 月，彭德

怀率领红三军团解放了会昌，

邹武春在茫茫苦海中看到了过

上好日子的希望。“打土豪，分

田地”，使他深深地感受到，劳

苦大众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

翻身得解放。于是，他积极参

加革命运动，动员群众起来革

命。他工作热情高，工作成绩

显著，得到了大家的充分肯定

和表扬。在庙背乡农民大会

上，邹武春当选为乡苏维埃政

府主席。从此，邹武春更加全

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

在邹武春的领导下，乡苏

维埃政府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

有色，组建了贫农团、赤卫队、

儿童团等组织，完成了“扩红”

支前、拥军优属等工作，并多次

受到上级表扬。其间，邹武春

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启

他人生新的篇章。

不久，邹武春任上堡区苏

维埃政府主席。由于国民党的

经济封锁，苏区内生产资料和

生活用品异常紧缺。除打击不

法商人外，邹武春创造性地开

展消费合作社工作，较好地解

决了群众生产生活困难。比

如，他发动群众入股，制定社员

买货优先权和廉价优待政策，

在全区的每个村庄都建立了消费合作社；组织区

赤卫队把要出售的粮食、茶油、茶叶和苏区急需的

食盐、煤油、布匹、药品等物资，采用各种方法和渠

道闯过敌人的封锁线，在赤白区间交易。

针对有的区、乡干部把查出的好田分给自己

的现象，邹武春与这些干部谈心谈话，并对他们进

行严肃批评教育，同时明确规定：“查出的田地首

先将好田分给军烈属，余下的由群众大会评定”。

他还经常提醒各级干部：“党和人民给了我们权

力，我们要用手中的权力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这是

我们苏区干部与国民党官老爷的最大区别。”1933
年 12 月，邹武春在会昌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

上，当选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为完成上级下达的“扩红”任务，邹武春主

持召开了区、乡和县苏维埃政府会议，专门布置

落实。会后，他精心指导工人俱乐部、妇女宣传

队、儿童演唱团配合“扩红”工作到乡村巡回演

唱 ;要家属和亲友带头为红军做草鞋 ;率领土地

部和耕田队的同志为参军青年家解决土地和劳

力问题，他亲自背粮食或把生产用具、生活用品

送到红军家属手里，为参军青年解决了后顾之

忧。因此，他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仅仅一个月，

会昌县就扩大红军 1500 名，发动妇女做了 2 万

双慰劳红军的布鞋。

1934 年二三月间，国民党粤军步步逼近中央

苏区南大门——筠门岭。为了保卫中央苏区，邹

武春率领县、区、乡干部积极扩大地方武装，仅用

20多天扩大赤卫军 3932人，模范营 506人，并及时

对地方武装人员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很好

地配合了主力红军作战。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后，邹武春奉命留守苏

区，坚持游击战争。1934 年底，他随中共瑞西特

委领导的游击队转战在瑞金九堡铜钵山区。在

敌人的残酷封锁和“清剿”下，邹武春和游击队员

们虽然过着艰苦的生活，但对革命胜利充满信

心。他常说：“冬天已经来临，春天就不会很远

了，只要能熬过冬天的冰雪，就一定能享受春天

的温暖。”

1935 年 2 月，国民党军包围了铜钵山区。在

突围中，邹武春为了掩护战友们，不幸被捕。无论

是受到金钱、官衔等诱惑，还是经受“踩杠子”“打

地雷公”“坐土飞机”“牙铁线”等酷刑，邹武春始终

立场坚定，意志顽强，没有透露半点党和游击队的

秘密。他对前来探望的妻子说：“为了咱们穷苦人

翻身得解放，我死也值得，你要带好儿子，叫他们

长大后也参加革命。”当年 5 月的一天夜晚，邹武

春拖着沉重的脚镣步入刑场，慷慨就义，时年 33
岁。他用自己年轻而宝贵生命，践行了“为了苏维

埃革命到底”的铮铮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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