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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鹏）为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激励广大师生知党史、感党恩、听党话、跟

党走，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力量，凝聚奋斗

精神，近日，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举办了以

“党旗的颜色”为主题的著名战斗英雄臧雷宣

讲报告会。

一张张震撼心灵的照片，一句句触及灵魂

的语言，一个个亲身经历的故事……臧雷生动

而沉重地分享了自己参加历次边疆保卫战的

战斗经历，再现了汗水与泪水交织、鲜血与战

火汇聚的辉煌历史，展现了生命不息、战斗不

止的英雄气概和杀敌戍边、报效祖国的爱国主

义情怀。他用真实的故事让同学们理解什么

是英雄，并鼓励新时代的新青年积极践行英雄

精神，激励广大青年学生不忘历史，立志报

国，砥砺前行，凝聚力量。

据悉，臧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英模，先

后参加边疆保卫战近 7 年，执行大小作战任务 60
余次，12 次死里逃生，2 次负重伤。多次立功受

奖并获“全国新长征突击手”“保卫边陲优秀儿

女”“全国十大青年人物”等多种荣誉称号，多次

受到党和国家及军队领导人的接见。

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中原大

战，使赣南国民党军兵力空虚。为

实现长汀会议提出的“赣南闽西武

装割据”计划，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在赣南先后两次分兵，发动群众打

土豪、分田地，发展地方武装，建立

红色政权，巩固并扩大赣南苏区。

1929 年 4 月 11 日，毛泽东在于都县城主持召开红四军前

委扩大会议，决定从 4月中旬至 5月中旬在赣南实行短距离分

兵。4 月 12 日，毛泽东、朱德等红四军前委领导人、广大红军

指战员与于都城乡工农群众一道近万人，在县城东门外河坝

举行大会，热烈庆祝于都县革命委员会和县赤卫大队的成

立。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庆祝大会后，红

四军兵分两路，即朱德率第一、二两个纵队，毛泽东率第三纵

队，在赣南开展群众工作。红军沿途打土豪，分浮财，召开群

众大会宣传革命道理，帮助建立区、乡红色政权。

4月中旬，毛泽东率部从于都经赣县江口、南塘，抵达兴国

后，即分兵发动群众，开展社会调查，指导建立兴国革命委员

会，帮助制定《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陈奇涵后来回忆说，

毛泽东在兴国县“制订了县革命委员会的政纲：一、推翻国民党

统治，成立区、乡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二、没收豪绅地主

土地、山林，并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烧毁田契债约。

三、取消国民党政府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四、建

立地方武装——游击队和赤卫队。五、开展游击战争，打倒贪

官污吏，肃清封建势力，保卫县、区、乡革命政权。”红四军第三

纵队还十分重视帮助兴国开展土地革命，颁布了由毛泽东起草

的《兴国土地法》，举办了一期兴国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

4月下旬，红四军向宁都进击，并向县城发起了猛攻。守城

敌军在红军内外火力的猛烈攻击下，迅速溃败。红四军攻克宁

都县城，取得歼敌 500余人，缴枪 100多支的胜利。红四军攻占

宁都县城后，各纵队分别深入到县城四郊打土豪、分浮财，宣传

发动群众。毛泽东、朱德在县城西温屋主持召开县城党员代表

大会，成立了中共宁都临时县委，赖金声任书记。5月 3日，群众

大会在城西“儒学”门前广场召开。大会宣布成立宁都县工农兵

革命委员会和宁都县赤卫大队。大会结束后，红四军政治部帮

助宁都临时县委举办了党员训练班，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宁

都县革命委员会和县赤卫大队也积极配合红军开展群众工作。

5月中旬，红四军离开赣南，转战闽西。红四军在赣南开展

的为期一个半月的分兵活动，利用国民党军队在赣南兵力空虚

的机会，放手把部队散开，做群众工作，扩大根据地，取得了比

较明显的成效。这次分兵活动，帮助了各县红色政权和地方革

命武装的建立，开辟、巩固和扩大了赣南红色区域，从而有力地

推动了赣南土地革命斗争的深入开展，赣南苏区初具规模。

1930 年初，红四军借此时机，挥师返回赣南，以扩大赤色

区域。1月下旬，红四军前委召开会议，决定分兵发动群众，扩

大红色区域。经过 20 多天的分兵发动群众，宁都全县基本赤

化。其间，红四军在红二十五纵队和地方党组织的密切配合

下，再次攻占宁都县城。

3 月 18 日，毛泽东在赣州城郊楼梯岭主持召开红军干部

和地方干部会议。会议通过《前委通告第三号——分兵争取

群众的意义及工作路线》，决定兵分两路，实行“伴着发展”的

工作路线和“同时扩大同时深入”的工作方针，在赣南进行为

期 3 个月的游击活动，其意义在于“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

分配土地和建设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同时，要求

“地方党的行动要与红军的行动合拍”。

会后，红四军第三纵队于 3月下旬与红六军第二纵队在于都桥头红色区域会

合，并重创了进犯红色区域的国民党军。4月中旬，第三纵队到达安远，开展群众

工作。红六军第二纵队由陈毅、罗炳辉率领，开赴宁都、瑞金、于都边界地区，发动

群众，并帮助建立了于（都）瑞（金）会（昌）苏维埃政府，5月到达会昌境内。

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的红四军军部和第一、二、四纵队，于 3月底攻占南康唐

江、龙回等地。在红四军的帮助下，龙回靖卫团举行起义，被改编为南康县赤卫大

队，并成立了南康县革命委员会。3月 23日，红四军与南康县赤卫队配合，攻占南

康县城，恢复了中共南康县委，帮助成立了龙回、三益、浮石等 3个区、乡红色政权。

4月1日，红四军趁军阀混战、广东空虚之机，攻克粤北重镇南雄，打通闽、粤、赣

边境。11日，在红二十六纵队和广大革命群众配合下，红四军攻克信丰县城。红四军

经过信丰新田时，帮助成立新田、金鸡赤卫队。下旬，红四军主力经安远县境进驻会

昌城，指导成立了中共安（远）于（都）会（昌）赣（县）边界特区委，帮助建立了红二十二

纵队。红四军一部与寻乌地方革命武装歼灭澄江地主反动武装，攻克寻乌县城。

5 月上旬，红四军第一、二、四纵队在安远、寻乌及广东平远发动群众、筹措

给养、扩大工农武装，帮助成立安远县革命委员会。安（远）于（都）会（昌）赣

（县）边界红色区域初步形成。红四军各纵队在寻乌会合后，于 6 月初第三次进

入闽西游击。

红四军在赣南为期 3个月的第二次分兵，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闽西苏区的“会

剿”，达到了“离开闽西，巩固闽西”的目的，促进了赣南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到

1930年夏，包括兴国、于都、宁都、瑞金、赣县、安远、寻乌、信丰、南康等地的赣南

苏区初步形成。

“让儿子参与红井革命旧

址的讲解工作，最大的益处是能

让孩子从小知道革命先辈的奋

斗历史，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

之不易，真正实现红色基因代代

相传。”近日，瑞金市红井革命旧

址管理处主任梁霞说起儿子钟

镇邦，满脸笑容。

梁霞是红军后代、将军后

人。18 岁那年，在父辈的鼓励

下，梁霞报考了瑞金革命历史纪

念馆的讲解员考试，希望把传承

红色文化作为终身职业。几十

人参加考试，梁霞不负众望，以

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如愿成为瑞

金革命历史纪念馆的一名讲解

员。她这一干就是 23 年，且成

为馆里讲解员队伍中的第一位

女共产党员。让梁霞高兴的是，

儿子从读幼儿园起就对红色历

史讲解感兴趣，从小学到初中，

时常穿起红军服，利用假日当起

小小的义务讲解员，有模有样向

妈妈学习。

梁霞清楚地记得，儿子 4 岁

的一天，她利用轮休带儿子到红

井旧址边玩，并给他讲述红井的

革命故事。这时，突然接到紧急

讲解任务，梁霞只好换上红军

服，一手牵着儿子，一边给游客

做讲解。让梁霞意外的是，儿子

站在身边不哭不闹，而且还听得

很认真，游客也为梁霞的敬业精

神竖起大拇指。

看到儿子对自己的工作感

兴趣，梁霞就引导儿子学讲红井

故事。当时儿子还在读幼儿园

中班，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她

没有刻意让儿子去背红井的课

文，也没有学成人的讲解词，而

是给他重新编写了一段少儿版

的简易讲解词。没想到，儿子接

受很快，没几天就把红井故事讲

得有板有眼。

到了小学，儿子不再满足

于给亲朋好友讲红井故事，梁

霞就开始把他培养成红领巾讲

解员，不但教给他红井的解说

词，还教他礼仪规范、神情动

作。梁霞说，儿子 10 岁那年的

一个周六，她患了感冒，喉咙干

涩，声音沙哑，无法担任讲解任

务。正当梁霞准备和单位打电

话请假时，儿子对她说：“妈妈，

今天不上学，要不让我来代替

您去讲解吧！”

儿子小小年纪能体谅大

人的难处，主动请缨“上岗”，

梁霞备感欣慰，当即同意，正

好借此机会考察一下儿子的

讲解能力。

“叔叔阿姨，我叫钟镇邦，

今年 10 岁，欢迎你们来到红都

瑞金，来到红井旧址参观。下

面，由我来为大家讲述红井的故

事……”钟镇邦身着红军服，胸

戴红领巾，毫不怯场，把一段红

井故事讲得头头是道，且字正腔

圆，让几十名游客听得津津有

味。讲解完毕，游客们送上阵阵

掌声和叫好声，大家纷纷竖起大

拇指点赞。站在不远处观看的

梁霞，看到儿子的精彩讲解，激

动得热泪盈眶。

后来，受钟镇邦影响，学校

有一批同学报名担当“红色小导

游”。由于表现出色，钟镇邦当

上了学校小导游团队的队长，他

时常利用假期时

间，带着队员一起

来到妈妈工作的

地方义务担任讲

解员。梁霞说，儿

子的红井故事讲得

越来越精彩，小导游角

色一直坚持到初中毕

业。高中三年因学业紧张，

暂时中断了讲解。多年来，

钟镇邦利用假期上阵讲解红

井故事不下 700 场，服务游客 1
万余人。

梁霞说，作为红军后代，儿

子和她一样，都以讲解红井故事

为荣，来自游客的肯定和赞扬，

是他们不断前行的动力。20 年

前，一位来瑞金做红色调研的福

建某部队领导，梁霞作为讲解

员，为他讲述红井故事。近日，

这位已退休的部队领导再游红

都，他特意找到游客接待服务中

心，点名要求梁霞再为他讲述红

井的故事。

23 年来，梁霞服务过的游

客不计其数，20 年前接待过的

游客还记得自己，她很感意外。

恰逢儿子高考结束在家休息，梁

霞决定带上儿子，母子俩一起为

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作讲解。

时光飞逝，红井依旧。梁

霞和儿子身着红军服，深情地为

他讲述了这段红井的故事。讲

解结束后，客人动情地说道：“母

子携手并肩作讲解，红井故事越

讲越精彩。”

在梁霞家中，她有了一个

专柜衣橱，里面摆放着她 23 年

来的职业装——红军服，当然

也有儿子接力讲解时穿过的红

军服。

瑞金是红土圣地，这对母

子与红井的故事还在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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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霞（右一）在红井旧址给游客做讲解。

两代人的红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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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赣州中学党委与会昌周田中学党总支党建工作结

对共建活动中，赣州中学党委主要负责人给两校党员同志上党

课，回顾改革开放前后教育发展历程，要求教师们从党史学习

中激发信仰、汲取力量，坚定理想信念，铸造忠诚干净担当品

格，为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吴娟 摄

就是这个地方，毛泽东亲

自写下了《兴国土地法》《兴国

调查》和《长冈乡调查》。1934
年 1 月 27 日，毛泽东主席在第

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

称赞“兴国的同志创造了第一

等的工作”，并亲笔题写了“模

范兴国”。

也就是这个地方，第二次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只有 23 万

人口的兴国县，参军参战就有

9 万多人，编入主力红军就有

5.5 万人，牺牲的烈士 5 万多

名 ，其 中 有 名 有 姓 的 烈 士

23179 名，几乎每一公里长征

路就倒下一名兴国籍烈士。

特别是湘江战役，兴国模范师

伤亡过半，其中第十八团大部

分战士壮烈牺牲。

当年，兴国县把毛泽东亲

笔题写的“模范兴国”制成四

个匾额，高悬在兴国县城的四

个城门上。今天，走进兴国县

城，就仿佛走进一个红色历史

大观园，处处都是红色记忆，

处处洋溢革命气息。除了原

有密布的革命旧址和纪念场

馆外，在县城建设的快速发展

中，以红色元素命名的建筑如

雨后春笋，红军路、红军桥、将

军大道、将军大桥、将军广场、

将军馆、模范大道、模范大桥、

苏区大道、苏区干部好作风陈

列馆……淋漓尽致地体现着兴

国人民的红色情怀。

2019 年 5 月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江 西 考 察 时 讲 了 两

个兴国英烈的故事：一个是

为掩护红军伤员，毅然走向

绝境，在衬衣上用鲜血写下

“死到阴间不反水，保护共产

党万万年”后，纵身跳崖慷慨

赴死的江善忠烈士的故事；

一个是背着金条乞讨数年，

历经千辛万苦寻找党组织继

续干革命 , 不动用分毫党的

经费的“腰缠万贯的讨米人”

刘启耀的故事。同时，还提

到 了 一 首 著 名 的 兴 国 山 歌

《苏区干部好作风》。其实，

两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样

的苏区干部，正是有了这样

模范的苏区干部，才有了模

范的苏区人民，才有了“模

范兴国”。

党和国家从来没有忘记

兴国的贡献和牺牲，没有忘

记这片被烈士鲜血浸透的红

土地。

我们在这片红土地上看

见了“兴国兴”。为了让老区

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走上同

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快车

道，2012 年 6 月 28 日，国务院

出台《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

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

把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

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还专门

设立瑞（金）兴（国）于（都）经

济振兴试验区，打造老区中

的特区，将试验区建设成为赣

南等原中央苏区扶贫攻坚先

行区、贫困地区统筹城乡发展

创新区。尤其是进入脱贫攻

坚以来，国家扶持力度空前。

2020 年 4 月 26 日，兴国正式

脱贫，彻底甩掉了 30 多年的

贫困县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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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镇邦就读小学时在练习讲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