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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故事
他是崇义早期党组织负

责人之一，曾任崇义县长潭党

支部书记、县委组织部部长等

职务；他深入农村，发动群

众，为巩固和扩大苏区作出了

重要贡献。他就是崇义籍革

命烈士廖祥。

廖祥，又名廖贤通，1905
年 5 月生于崇义杰坝一个佃

户家庭，1927 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1928 年 4 月 27 日，中

共崇义特支在古亭召开党员

大会，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

精神和中共江西省委关于全

省总暴动准备工作计划，成

立中共崇义县执行委员会，

周流源任书记。廖祥参加了

这次会议。不久，经组织批

准，长潭党支部在白面成立，

廖祥任书记。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

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下

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1
月 18 日上午，红四军到达杰

坝圩。晚上，毛泽东、朱德在

余福源店内召集了廖祥、周

炎、周泰侃等十多名党组织负

责人和党员活动积极分子会

议。毛泽东、朱德详细听取了地方党组织的情况汇

报，调查了解了当地情况，传达了党的六大精神，对

当前的斗争作了指示，要求当地党组织发动群众，组

织农民协会，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在红四

军的帮助下，崇义党组织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处决

了当地恶霸地主邱佐棠。随后，廖祥在长潭、杰坝

等地广泛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

田地。

1929年 7月 10日，中共赣南特委指派黄达到崇

义巡视，协助组织农民武装起义，指导恢复崇义县

委工作。经共产党员潘大庆介绍，黄达认识了长潭

党支部书记廖祥，后与周泰侃等人接上联系。9月，

廖祥、周炎等一大批党员骨干陆续到达长潭，鼓动

群众，发展党员。鉴于崇义县委停止活动，聂都、关

田、乐洞、文英、古亭、麟潭和上堡一带又被周文山、

胡凤璋等反动武装盘踞。廖祥和黄达等人商定，把

党的活动中心由崇义西南转到崇义东北部，组织武

装起义。

中共崇义县执行委员会成立后，以长潭为中

心，派员到群众中去做宣传鼓动工作，组建农民协

会，为举行武装起义做准备。廖祥等人以做生意

为名，在长潭胡坝一带组织农民参加农民协会。

廖祥在群众中宣传道 :“我们这些作田的，吃尽了

地主豪绅亏，我们得想法子翻身哪！”“土豪劣绅

收起苛捐杂税，欺压老百姓，我们广大贫苦农民，

要齐心合力，参加农民协会，拿起我们的菜刀、鸟

铳以及一切武器暴动起来，实行土地革命，打土

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在廖祥等人的努

力下，张文普、朱忠诚等数十名农民陆续加入了农

民协会。在此基础上，廖祥在长潭的胡坝、渡船

坑，茶滩的大密、旱地、姜家洞发展新党员，扩大党

的组织。

各支部、农民协会在崇义县委的领导下，开始印

刷标语，散发传单，扩大宣传面，进一步发动群众。

同时，派出专人，秘密调查茶滩、长潭一带地主豪绅

的反动武装。

1929年 11月底，中共崇义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

长潭东山庵召开。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共崇义县执

行委员会，选举周泰侃为书记，并确定近期党的中心

工作是：发动群众、扩大组织、准备武装起义。廖祥

以正式代表身份参加了此次会议。

1930年 5月，崇义县委组织领导了茶滩、长潭、

杰坝等地农民武装起义，建立了乡革命委员会，惩处

了一批恶霸地主。由于敌众我寡，武装起义最终失

败。廖祥等党组织负责人依靠群众，继续坚持革命

斗争。

1930年 8月，红二十二军从上犹营前进入崇义

北部地区，驱逐土匪胡凤璋部，沉重打击反动民团，

帮助崇义党组织恢复和发展。10月，中共长潭区委

成立，廖祥任区委书记。11月 17日晚上，廖祥率长

潭赤卫队冒雨从药子挺进过埠，配合崇犹游击大

队，里应外合将哨兵击昏，游击队直冲守望队，当场

击毙了守望队队长何少涛，缴枪 30多支，一举夺下

了过埠守望队。

1931年 1月，崇义县第三次党代会召开。廖祥

任县委组织部部长，不久兼任县苏维埃政府长龙

办事处主任。其间，他深入龙勾扬眉、长龙等地，

建立了东区武装，积极发展党组织，巩固和扩大红

色区域。

1932 年 10 月，国民党粤军第一师进攻崇义苏

区，占领崇义县城。10 月 3 日，廖祥和县委书记朱

明率部分武装和各区党政群机关工作人员退守大

王洞，负责保卫红军后方医院。10 月 5 日，因寡不

敌众，大王洞被敌占领。在这危急关头，朱明、廖

祥当机立断，带领县委机关干部突围。廖祥负责

断后掩护，率部边打边撤，并在激战中不幸负重伤

而被捕。

被捕后，廖祥遭到敌人严刑拷打，但他信念坚

定，意志顽强，始终保守了党的秘密。临刑时，他高

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慷慨赴

义，时年仅 27岁。他用自己宝贵的年轻生命，践行了

入党时的铮铮誓言。1953年，廖祥被江西省人民政

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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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起义，但

从全国来看，

革命形势仍处于低潮。1928 年春，赣

南党组织领导的各县农民武装起义，

虽然沉重打击了敌人嚣张气焰，但是

最终因敌强我弱而失败了。保留下来

的革命武装转移到偏僻山村，继续坚

持革命斗争，为之后革命的恢复和发

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武装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当局大肆

破坏赣南各级党组织。1928年 2月，因

国民党军占领万安、遂川、泰和等县城，

中共江西省委决定撤销赣西南特委，分

别成立赣南特委、湘赣边特委和吉安县

委，领导赣西南各县党组织斗争。2月
下旬，赣南特委重新成立，机关设在赣

州古城巷 2号，曾延生任特委书记。

3 月 23 日，赣南特委和赣州县委

机关被国民党特务破坏。曾延生夫妇

被捕后，面临敌人的审讯毫不屈服，面

对软化腐蚀毫不动摇，毅然赴刑场视

死如归。萧华燧在营救活动中不幸被

捕，他在狱中经受严刑拷打仍坚持斗

争，并写下威武不屈的诗：“百刑莫夺

胸中志，半句难从舌底供；男女当有龙

泉气，岂肯偷生浊世中；红旗日渐当空

现，革命成功属早迟。”不久，曾延生等

人在赣州卫府里英勇就义。4月，省委

派汪群等同志前来赣南，重新恢复党

组织。不久，赣南临时特委成立，机关

设在赣州田螺岭 10号。

历经残酷斗争血与火的洗礼，赣南

各级党组织深深懂得了建立工农武装、

开展革命斗争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开始

重新组织分散在各地的革命力量，创建

革命武装，先后在于都、信（丰）安（远）

定（南）边和寻乌开辟红色割据区域，使

土地革命不断深入。赣南红色区域的

星星之火，渐呈燎原之势。

于都桥头农民起义受挫后，朱学

久、钟声楼等领导人率部转移到兴国

东南边境樟木山地区，继续坚持革命

斗争。1928年 4月初，在兴国党组织的

密切配合下，于都临时县委决定，将参

加桥头起义的农民组织起来，组建桥

头游击队（又称赤卫队）。不久，动员

“三点会”组织参加游击队，使游击队

的战斗力大大增强。桥头游击队在于

都桥头、兴国樟木山和东村一带，积极

开展革命斗争，袭击土豪劣绅。于都

临时县委还派员到于都南乡、西乡，分

别组建了于南游击队、西乡游击队。

1928 年 6 月，以桥头游击队为基

础，正式建立了赣南第一支地方革命

武装——工农革命军第十五纵队（不

久后改称红军第十五纵队），管开炳任

纵队长，朱学久任党代表，钟声楼任参

谋长。第十五纵队成立以后，在于都、

兴国、宁都边界积极开展游击斗争，极

大地威胁和震慑了反动势力。8月初，

中共于北特区委、于北特区工农兵革

命委员会、于北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

成立，管辖区域为兴国、于都、宁都、瑞

金、会昌等县边界区域，这标志着桥头

红色割据区域初步形成。第十五纵队

还紧密配合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取

得了攻克兴国县城和桥头保卫战等的

胜利，巩固和保卫了桥头红色区域。

于北特区委成立后，重新组建了

桥头赤卫队（亦称兴于边游击队），下

设 2个中队。1929年 1月，以于都桥头

赤卫队为主体，成立了工农红军第十

六纵队，钟先桐、曾老四先后任纵队

长，张文焕任党代表。第十六纵队活

动于兴国、于都两县边界。第十五、十

六纵队以及兴国等地游击队的成立，

使桥头红色区域不断扩大。同时，兴

国党组织还把当地的游击队改编为兴

（国）于（都）赤卫队、崇（贤）高（兴）游

击大队。2月，第十五、十六纵队和桥

头、东村、城冈、莲塘等地游击队合编

为江西红军独立第四团，段月泉任团

长，金万邦任政治委员。独立第四团

作为赣南地方红军主力部队，后来被

毛泽东、朱德誉为“钢军”。桥头红色

区域随之不断扩大，不久与东固红色

区域连成了一片，形成“从桥头到东固

约 200里左右尽系赤色区域”的局面。

信丰农民起义失败后，郭一清、黄

达等领导人率部分队伍，转移到定南龙

塘和安远鹤子地区活动，秘密发展了一

批共产党员，建立了鹤子党小组，组建

了龙塘游击队和鹤子游击队，在信丰、

安远、定南边界山区开展游击斗争。

1928年 11月，以信丰、安远、定南的游

击队为基础，组建了工农红军第二十六

纵队，郭一清任纵队长，黄达任党代

表。1928年下半年，安远版石和信丰金

鸡、新田等地的赤卫队合编为工农革命

军第十九纵队（后改称红军第十九纵

队），兰广孚任纵队长。第十九、二十六

纵队活跃在信安定边界地区，创建了信

安定边红色区域。

寻乌农民起义失败后，古柏、钟锡

球等领导人以阳天嶂为依托，聚集部分

起义队员，于 1928年 7月组建了一支短

枪游击小组，朱家珍任组长，邝任农任副

组长。9月，以寻乌短枪游击小组为基

础，在黄沙西云庵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二

十一纵队（后改称红军第二十一纵队），

钟锡球任纵队长，古柏任党代表。第二

十一纵队在寻乌开展游击斗争，开辟了

以阳天嶂山区为中心的红色割据区域。

此外，安远县游击大队与大霸头、

七苏岭、水头等地游击队合编为工农

红军第二十三纵队。兴国城冈、东村、

官田等地游击队与宁都部分游击队合

编为工农红军第二十五纵队。定南桥

下、白驹、月子岗等地组建了十多支赤

卫队或游击队。

赣南地方红军部队的创建以及桥

头、信安定边、阳天嶂等红色割据区域

的开辟，为红四军转战赣南，创建赣南

苏区、中央苏区奠定了坚实基础。正

如红四军前委致中共中央信中所说：

“赣南的希望更大。”

在大余县教科体局组织的

“诵党史 感党恩 献礼建党 100周
年”红色经典诵读活动上，声情并

茂的朗诵仍不能完全表达党员教

师们对党的热爱，大余县特殊教

育学校党支部党员教师们将歌词

用手语同步展现。一袭淡蓝色学

生装，一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配合手语的演绎，台上的

7名党员手扣三指，两手叠放在胸

前，比划出“共产党”的手语，那坚

定的眼神、铿锵的誓言、利落的手

语，令这堂生动的党史学习教育

课意义愈发深远。

山林雨足，笋迸龙雏，大余教

育系统党史学习教育渐呈雨后春

笋、拔节林立之势。据统计，仅清

明节期间，大余县教育系统便有

18个党支部利用该县红色文化教

育基地，开展读红色经典、讲红色

故事、唱红色歌曲、看红色电影、

参观红色教育基地“五红”活动，

抓住节日契机，祭奠英烈，在体验

式学习中令党史学习教育在党员

心间刻下道道印痕，铭心祭魂。

目前大余是教育系统 47 个基层

学校党支部已进行 47 次党史学

习动员大会、16 次党史学习专题

党课、14 个支部进行党建结对帮

扶党史教育、18 次全体教师党史

学习，以学校党支部为阵地，实现

了党史学习教育全覆盖、立体化

纵深推进。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引导孩子们厚植爱党、爱国、

爱家乡的情怀，作为教育系统的

“两新”组织，大余县城区民办幼儿

园党支部陆续组织各民办幼儿园

开展学党史学习教育红色研学活

动。针对学前儿童的身心特点，契

合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开展“重走

长征路”、“我是投弹手”户外拓展、

《闪闪的红星》唱红色歌曲、吃红军

餐忆苦思甜等活动，让孩子们在生

动有趣的学习方式让党史光芒浸

润心田。幼儿园的娃娃们着红军

服，扎麻花辫，戴红袖章，肩并肩手

挽手，通过沉浸式体验感受革命先

烈不畏艰辛、吃苦耐劳的精神。这

样的情境党史课堂，正是大余县教

科体局奋力打造大余党史学习教

育特色品牌的力证。

据悉，为凸显学校党史学习

教育特色，大余县教科体局统筹

谋划，下发《关于在全县开展“苏

区娃娃学党史”活动的实施方

案》，立足全县学校一盘棋思想，

以全局策划、分片推进、支部创

新的主线思维，要求各校充分整

合本县红色资源，打造大余党史

教育特色品牌。“现在的学生大

多是 00 后，我们要如何向他们讲

好党史，课堂教学是关键。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我们应从大局着

眼，从细节展开，用典型事物事

例帮助理解，以现实生活作为参

照，在教学设计的内容选择和呈

现形式上下足功夫，结合学科特

点探索党史学习教育下课堂教

学的新思路。”该县教科体局教

研室主任蔡国良在送教活动上

为与会教师们提供了“党史 +学

科”的课堂新思路。

目前，大余县教科体局正全面

贯彻“党史+”理念，将党建、团建、

教研、宣传、德育等各项工作多轨并

进持续渗透党史学习教育，实现各

层级、各片区、各学段党史学习教育

教育的深度融合，让党史学习教育

在校园里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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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初期赣南红色区域的开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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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党史+”理念

大余县教科体局让党史学习教育深入校园
□王月 文/图

本报讯 （曹性明）近日，赣

州经开区凤岗镇天子地村村民

肖承钱与远在外地务工的儿子

视频聊天，肖承钱特意展示了家

中的自来水管道，以及从水龙头

中流出来的干净自来水。据了

解，和肖承钱一样用上干净自来

水的还有该镇北部 7个村的 1.4
万余名村民。

自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以来，

凤岗镇突出以学促干、学干结合，

积极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广

大党员干部在学习教育中感悟初

心使命，汲取了强大的信仰力量

和实践力量，致力将学习成效转

化为工作动力和工作成效，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在信仰

与实践力量的鼓舞下，凤岗镇党

员干部的身影活跃在各项工作一

线，以务实的工作作风和敢于攻

坚克难的决心，取得了各项工作

的新突破：农田水利设施项目提

前一个月进入收尾阶段，7个村农

村饮水保障工程如期完成，杨梅基地和果蔬基

地项目较目标时序提前两周完成。

本报讯（陈思思）赣州蓉江新区潭口镇

日前组织 50名镇村党员干部开展助力春耕

党员志愿服务活动，帮助岭上村村民进行早

稻耕种抛秧。

党员志愿者分成若干小队，对田地进行

责任分工。他们撸起袖子，卷起裤脚，干劲十

足。大家有的负责拔秧苗，有的负责转运，有

的负责插抛秧。经过一上午的努力，岭上村

10余亩平整的水田里播种了丰收的希望。

潭口镇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切实为群众办

实事解难题。该镇结合当前春耕生产工作

重点，组织党员志愿者从 4月 10日开始集中

开展助力春耕生产等志愿服务活动，持续到

春耕结束。

赣
州
经
开
区
凤
岗
镇
：

学
干
结
合
助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走
深
走
实

赣州蓉江新区潭口镇：

党员志愿者上阵忙插秧

学校组织学生参加“重走长征路”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