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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的精神伟力源自人民斗争的精神伟力源自人民
本报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三湾改编旧址、古城会议旧址、茅坪革命旧址、大井毛泽东旧居、茨坪革命旧址、砻市会师旧址……在井冈山革命老区，这些历史印记
的背后都有让人感动的故事。如今，硝烟已经散去，而镌刻在这里的井冈山精神依旧散发着光芒，代代传承，成为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成为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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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刘建华观众刘建华：：井冈山革命传井冈山革命传

统代代传统代代传，，毛泽东思想永远不能毛泽东思想永远不能

丢丢，，永放光芒永放光芒。。

观众张贵书观众张贵书：：感 谢 革 命 先感 谢 革 命 先

烈烈，，换来太平盛世换来太平盛世。。

襄阳红色记忆馆襄阳红色记忆馆：：学习井冈学习井冈

山精神山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

居民周启轩居民周启轩：：我从小在井冈我从小在井冈

山生长山生长，，我特别喜欢这里我特别喜欢这里，，我在我在

这里读书这里读书，，希望这里越来越好希望这里越来越好。。

观众陈梦娥观众陈梦娥：：忠魂先辈世代忠魂先辈世代

英烈皆称老表英烈皆称老表，，红土有情遍野松红土有情遍野松

竹都姓井冈竹都姓井冈。。

观众刘继建观众刘继建：：努力学习努力学习，，全全

面发展面发展，，空谈误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实干兴邦。。

观众王明星观众王明星：：新时代我们要新时代我们要

继续发扬井冈山精神继续发扬井冈山精神，，为实现两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贡献力量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贡献力量。。

观众谢新厚观众谢新厚：：井冈山精神永井冈山精神永

驻心中驻心中，，红色精神永传世代红色精神永传世代，，感感

谢革命先烈谢革命先烈。。

观众吕情秋观众吕情秋：：革命摇篮井冈革命摇篮井冈

山山，，红米南瓜打天下红米南瓜打天下，，星星之火星星之火

已燎原已燎原，，崛起东方看华夏崛起东方看华夏。。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共有五处险要

哨口，其中黄洋界是最为著名的哨口。站

在黄洋界哨口举目远眺，只见群山起伏，

云雾缭绕，令人想起毛泽东那句诗词：“过

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然而，黄洋界之所以闻名，更多是由于

它承载的历史。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讲解员

黄斐介绍，1928年8月，国民党反动派集中

四个团向黄洋界进犯。当时守卫在黄洋界

哨口的红军不足一个营。可守山军民毫不

畏惧，用极有限的武器和檑木、滚石等顽强

地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一次次进攻。

在今天的黄洋界，还保留着两处原哨

口工事，一处是山顶壕沟，另一处是山腰

的檑木滚石，并按原貌安放了一门迫击

炮，生动地诉说着当年的战斗场景。

当年，毛泽东在率领主力返回井冈山

途中得知消息后，欣然写下《西江月·井冈

山》，正是这场战斗的光辉写照：“山下旌旗

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

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

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为什么黄洋界保卫战能够以少胜多、以

弱胜强？当年参加过黄洋界保卫战、时任红

四军三十一团一营一连党代表的刘型同志

回忆，在黄洋界保卫战中，除了参加战斗的

正规部队外，赤卫队持各种旧式武器，担任

警戒，配合作战，妇女们组织后勤队为前线

服务。儿童团、少先队在防务委员会和工农

兵政府的领导下，全部动员起来了，拿着红

缨枪站岗放哨，查路条，严防敌探进出。

黄斐动情地向记者讲起那段激荡人

心的历史。当年的根据地人民为了支援

革命战争，保卫红色政权，纷纷让自己的

儿子、丈夫参加红军和地方武装。仅以当

时的宁冈县为例，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宁冈

总人口仅五万余人，而参加红军和各种地

方武装的就有一万余人。当时，到处可见

母送子、妻送郎的动人场面。

今天，我们站在当年战斗之地，回想

中国共产党走过的艰苦岁月，不禁思绪万

千。我们的革命为什么能取得一个又一

个的胜利？答案只有一个：相信群众，依

靠群众。正是因为有了人民群众的拥护

和支持，才能有无坚不摧的力量，才能取

得革命事业的成功。正如毛泽东《论持久

战》一文中所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

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1 月 18 日，江西井冈山茅坪八角楼，

青油灯静静地放在桌上。

“八角楼的灯光比天上的北斗星还要

明亮。”黄斐讲述着那段艰难而光辉的岁

月，“正是在这盏如豆的小小青油灯下，毛

泽东挥笔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

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作，

指明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

1927 年，在井冈山创建了第一块农

村革命根据地后，由于“左”倾盲动主义思

想的影响和干扰，使根据地遭到了三月和

八月两次失败，敌人频繁的军事“会剿”和

严密的经济封锁，给根据地造成了极大的

困难。因此有些同志提出了“红旗到底打

得多久”的疑问。为了从理论上阐明中国

革命发展的规律，引导党和人民朝着胜利

的道路前进，毛泽东在艰苦的岁月里，深

入调查研究，写下了这两篇著作。

井冈山研究中心教授陈钢告诉记者：

“毛泽东在这两篇著作中，全面总结了井

冈山斗争的经验，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

和任务，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阐述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五个

条件；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

坚定了边界军民的必胜信心，从而为农村

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形

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走进八角楼，室内陈列着床架子、桌

子、砚台油灯、茶几、高背椅等物，都是

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当年在这里居住

时用过的原物。黄斐告诉记者，当年红军

的生活非常艰苦，毛泽东办公经常到深

夜，天冷了，就把床上的毯子披在身上御

寒。根据地的用油十分紧张，为了节约，

对各级机关和领导办公用油都作了明确

规定。按规定毛泽东晚上可点三根灯芯

办公，但是他却坚持只点一根灯芯，为根

据地军民做出了表率。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展陈的

众多藏品中，有一份特别的入党

宣誓书。这份写在布条上的宣誓

书，展现了一位普通农民灵魂深

处 坚 定 的 革 命 信 念 和 对 党 的

忠诚。

那是 1931 年 1 月 25 日寒冷

的深夜，一座简陋的榨油坊内，永

新县东南特区党委工作人员郑重

地把党旗挂在墙壁上，这一刻成

为贺页朵永生难忘的时刻。

贺页朵激动地拿出了一块早

已准备好的红布，凭借记忆庄严

地在中间写下了“牺牲个人，言首

蜜，阶级斗争，努力革命，伏从

党其，永不叛党”的入党誓词，在

布片顶端写下了“CCP”（中国共

产党的英文缩写）3 个英文字母，

并且在右边空白处写下了自己的

姓名和入党地点：中国共产党员

贺页朵，地点北田村。

在白色恐怖的年代，把名字、

地点留在入党誓词上是冒着极大

风险的，一旦暴露，不但他自己有

性命之危，甚至会殃及全家人的

生命安全。可他却毫不犹豫，字

体虽笨拙，还有 6个错别字，但从

此，这六句誓言就成了他的座

右铭。

1934 年，贺页朵在一次伏击

战中负了重伤。红军长征后，他

留下来坚持斗争，后来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与党组织

失去了联系。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他冒着生命危险将

写有入党誓词的布条用油纸包好，藏在榨油坊的屋檐

下。1949年 8月，贺页朵盼来了解放，他取出写着入党誓

词的红布庄严地对家人说：“我入党时，介绍人反复嘱咐，

宁愿杀头，也不能告诉任何人。从入党到解放有十多年

了，我没有告诉你们，因为这是党的机密啊！”1951年，中

央派慰问团到南方老革命根据地慰问时，贺页朵将这份

珍贵的入党誓词亲手交给慰问团负责人。

硝烟不会湮没红色的誓言，流逝的岁月沉淀着坚定

的信念。这份已经褪色的入党宣誓书，饱含了贺页朵对

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念和无限深情，彰显了信念的力量，

是不忘初心的有力注解。

（本报记者 刘 兴整理）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敌人不仅对井冈山

进行了疯狂的军事“会剿”，同时还实行了严

密的经济封锁。根据地内的食盐、布匹、药材

等日用品，无时不在短缺之中。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有一组连环画，描

述的是张师长献盐的故事，观之让人动容。

张子清是红四军师长，1928 年 4 月在酃县接

龙桥战斗中脚踝负伤住进小井红军医院，子

弹头深嵌在他的踝骨里。因为缺医少药，医

生只能用菜刀割掉那些溃烂的皮肉，用竹镊

子夹出骨肉里的弹头。

在没有足够的医疗器械和任何麻醉药

品的情况下，张子清硬是咬紧牙关接受手

术，被战士们称为“活关公”。前后进行手术

五六次，每次都疼得他大汗淋漓，子弹却始

终没有取出来。战士们每次来看他时都会

带一小包食盐，让他用盐水清洗伤口。张子

清深知食盐的宝贵，所以一直舍不得用，把

它用油纸包好珍藏起来。后来，他得知医

院新来了一批重伤病员急需用盐水消毒，

就赶紧叫来医生，将珍藏已久的食盐全

部捐献了出来，而他自己却因为伤势复

发光荣牺牲。

当时，井冈山流传着一首歌谣反

映的就是张师长献盐的故事：宛宛

禾水绕山环，师长献盐美名传。莫

道忠魂无觅处，浩气长存在人间。

张师长献盐
本报记者 刘 兴

在湘赣边界的永新、茶陵、莲花、宁冈

交界处，群山环抱，田垄交错，层峦叠嶂，中

间一块平地是一个小山村——三湾村。

1927 年 9 月 29 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

队来到这里，将原来的一个师整编为一个

团，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建立士兵委员

会，史称“三湾改编”，从政治上、组织上确

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成为我党政治

建军的伟大开端。

从 2006年回到家乡设立“将军讲堂”，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原副校长何继明少将

已在三湾村义务宣讲十余载。他的父亲李

立是老红军，是三湾改编的亲历者和见证

人，一家两代军人对三湾改编有着特殊的

情愫。

何继明告诉记者，当年秋收起义部队

到达三湾村时，原有的 5000多人仅余不足

千人，只有 48匹战马，士气十分低落，组织

很不健全。

1927 年 9 月 29 日晚上，在三湾村泰和

祥杂货铺，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

会议。会上，通过对革命失败的深入分析，

毛泽东找准了根本问题正是因为缺乏党对

军队的绝对领导，于是作出了改编的重大

决定。“三湾改编中的党铸军魂，就是要把

党的理想信念铸入军队，赋予军队政治力

量，要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才能更好地发挥

党的力量。”何继明说。

上井冈山后，毛泽东先后向部队宣布

了“三项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成为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体现了红军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总结经验形成了“敌进我

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红军

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原则。

罗荣桓元帅作为三湾改编的亲历者，

曾回忆道：三湾改编实际是我军的新生，正

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

导，如果不是这样，红军即使不被强大的敌

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

建军 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党对军

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

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

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

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

三湾改编后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

第一师第一团虽然只剩 700 余人，但兵精

将锐，面貌一新，作风严谨，战斗力强。部

队经过短短休整后，于 1927年 10月 3日开

始奔赴井冈山，陷入绝境的中国革命从此

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三湾改编：
政治建军的伟大开端

黄洋界哨口：众志成城勇退敌

八角楼：一盏油灯点亮前进航程

贺页朵的入党宣誓书。 （资料图片）

“胜利的号角”雕塑。 本报记者 刘 兴摄

黄洋界革命烈士纪念碑。 （资料图片）

“星火相传”大型雕塑。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