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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豆 光 焰 映 满 天如 豆 光 焰 映 满 天
本报记者 薛志伟

红色基因历久弥新，革命事业薪火相传。近年来，福建省以龙岩市上杭县古田会议会址为核心，构建起古田会议会址、红四军前委机
关政治部旧址、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写作旧址、中共闽西“一大”旧址蛟洋文昌阁、闽西特委机关旧址苏家坡树槐堂及红四军司令
部旧址的古田会议旧址群，成为当地传承革命精神的红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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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石心肠”军需长
本报记者 薛志伟

强军之路
从这里启航

武警龙岩支队新兵下连的第一站是向毛主席塑像敬献花篮。 本报记者 薛志伟摄

“地主阶级有手，我们也有手，但是手跟

手不一样，地主阶级的手是不劳动的手，是

剥削阶级的手，而我们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

手，是劳动的手，是被剥削的手，只有用我们

这双手推翻旧世界，争取革命成功，将来才

会有好日子。”1929年，毛泽东在苏家坡教孩

子们认识“手”这个字时，对学生这样讲道。

一幢普普通通的民房，一正两横，砖木

结构，坐西朝东，外面是黑瓦白墙，与其他建

筑相比，更显内敛。

在这里，毛泽东提议创办了苏家坡村

的第一所平民小学。他说：“我们大家都可

以去给孩子们上课，识字的教不识字的，一

人教十人，十人教百人，这样全村的人都可

以学习文化。”

走进树槐堂，仿佛还能看到毛泽东站在

讲台前，慷慨激昂地为求知心切的孩童们讲

述一个个生动形象的汉字：“一撇一捺即为

人，人有穷人、富人，人类不平等……穷人要

团结起来，打倒共同的敌人。”

“树槐堂不仅是当时闽西特委机关的驻

扎地，还是苏家坡村平民小学。”古田会议纪

念馆讲解员何秋英介绍道。“这所平民小学

不仅白天教孩子们念书，晚上还教成年的贫

苦农民识字。贺子珍、曾志以及作为闽西特

委的邓子恢、蔡协民等人也经常前来讲课，

宣传革命道理。”

接到中央“九月来信”的毛泽东重新担

任前委书记，离开苏家坡村入住古田镇八甲

村松荫堂。在这座集古代南方建筑和客家

建筑特色于一体的房屋里，毛泽东起草了著

名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

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1929 年 12 月 26 日，正当毛泽东凝神静

思地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时，煤油灯的火苗

“噗噗”地跳动着，这是油灯即将燃烧殆尽的

征兆。毛泽东便请前委派来协助他工作的

宋裕和找来一把松枝和竹篾扎成火把替代

油灯，继续写作。

不知过了多久，正在打盹的宋裕和突然

闻到了一股烟焦味，他连忙起身查看，原来

是火星溅到了毛泽东的军棉衣上，烧了一个

小窟窿，冒着一缕缕的烟，可是毛泽东毫无

察觉。宋裕和看到后，忙不迭地拍打起来，

倒把毛泽东吓了一跳。火星熄灭后，毛泽东

又埋头伏案赶写。连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

这样的不眠之夜，毛泽东终于起草完成了 2

万余字的决议案，为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奠

定了坚实基础。

“山区的冬夜是非常寒冷的，贺子珍就

在毛泽东卧室里用废旧的饭锅生起一盆炭

火取暖。一盆炭火和一盏如豆的煤油灯，

陪伴毛泽东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古田会

议纪念馆讲解员何秋英说。昏暗的毛泽东

卧室里，只有一张简单的木床，一张紧靠窗

沿的木桌和一把木椅。透过时间的齿轮，

仿佛能看见昔日的毛泽东正披着外套伏案

写作，不远处燃烧的木炭“啪啪”作响。

一桩桩小事，勾勒出红军心系革命、心

系未来的伟大形象；一张张草稿、一封封书

信，散发着将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

分、打着旧军队胎记的队伍改造成无产阶级

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伟大思想光芒。

一座毛泽东汉白玉塑像巍然屹立在古田

镇毛泽东纪念园中。他昂首挺立，目视前方，

左手拿着一顶圆舌帽，右手挥手致意。

“这座汉白玉塑像高 7.1米，寓意着 7月 1

日党的生日；加上 3米高的基座，总高为 10.1

米，加上这里宽 1.949 米的第一平台，象征着

新中国成立的日子。”古田会议纪念馆讲解员

何秋英讲解道。

92 年前古田会议顺利召开，确立了思想

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实现了人民军队浴火

重生、凤凰涅槃。

记者在纪念园中看到，一群刚入伍的新

兵排列整齐，站立在毛泽东塑像面前举行瞻

仰仪式。“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是时

代强军主题。我们新兵下连的第一站就是来

古田向毛主席塑像敬献花篮，接着就是重走

红军路。新兵的第一餐就是‘红军饭’，第一

堂课就是‘古田会议永放光芒’，第一个课堂

就是古田会议会址。通过三个‘第一’，把新

兵‘第一个扣子’扣好。”武警龙岩支队政治工

作处主任王峰剑介绍说。

今天，新战士下连第一课来到古田，这既

是对灵魂的洗礼，也是对精神的升华，更是对

红色基因和老区精神的传承和发扬，让革命

精神的火种代代相传。

“通过在古田会议旧址群的参观和学习，

深刻感受到前辈们在那段艰难岁月里的战

斗 情 景 ，怀 抱 对 老 一 辈 革 命 家 的 崇 高 敬

意，我们将学习革命先辈追求真理的精神

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行。”武警龙岩支队

战士王浩然说。

“这份报纸是 1985 年 7 月在福

建省龙岩市漳平市双洋镇（原宁洋

县城）土地庙的内墙上发现的。根

据当时的条件，为保存《浪花》报（创

刊号）的原始样报，古田会议纪念馆

派出工作人员，把切割下来的重达

200 多公斤的军报文物运回古田会

议纪念馆，用特制的玻璃罩罩起

来。”在古田会议纪念馆，讲解员廖

丽芸指着一张经受了战火和岁月洗

礼，已经斑驳不堪的报纸介绍道。

记者看到，这份《浪花》（创刊

号）和土墙紧紧粘在一起，破损严

重，创刊词中依稀能看到“效力于它

的主人——被压迫阶级”等字样。

1929 年 1 月，为了打破湘赣两

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

第三次“会剿”，毛泽东、朱德、陈毅

率领红四军主力近 4000 人离开井

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在当地党

组织和地方武装的紧密配合下，红

军经过了半年的艰苦转战，消灭了

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陈国辉等

部，成功开辟了以龙岩、永定、上杭

三县为中心的闽西革命根据地。

为了配合红四军的武装斗争，

全面实现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在“闽

西六县的游击计划”，广泛宣传党和

红军的政策，扩大政治影响，红四军

政治部决定利用从敌人手中缴获的

印刷机器创办军报《浪花》。

“1929年 7月 27日，红四军的第一份军报《浪花》（创刊

号）（第一期）在闽西正式出版，为黑色单面铅印，四开二版，

创刊号设有‘发刊词’‘特讯’‘短评’等栏目。这份报纸文字

通俗易懂，作为当时红四军重要的宣传工具，很好地配合了

红四军的武装斗争，为红四军争取广大群众、创建和发展闽

西革命根据地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廖丽芸说。

《浪花》（创刊号）开宗明义地指出，其使命是要“效力于

它的主人——被压迫阶级”，以简洁的文字揭露包藏祸心的

反动统治者的罪恶行径，发扬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屈服一

切傍虎施威的丑类”“唤起被压迫阶级和弱者去踏死那些为

非作歹的败类——国民党反动派”。

廖丽芸表示：“这就是中国人民军队的第一张军报，为

研究红军的历史、红军的宣传工作以及我党早期的土地革

命政策等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佐证，在党的新闻报刊史上具

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央苏区中央苏区（（闽西闽西））历历
史博物馆史博物馆

龙岩市高级中学学生龙岩市高级中学学生：：以以

前前，，只知道闽西革命烈士和前只知道闽西革命烈士和前

辈很伟大辈很伟大，，这次的参观让我们这次的参观让我们

真正体会到了他们付出的鲜血真正体会到了他们付出的鲜血

与艰辛与艰辛。。此次参观让我们受益此次参观让我们受益

匪浅匪浅，，我们一定会更加珍惜现我们一定会更加珍惜现

在的读书时光与幸福生活在的读书时光与幸福生活，，为为

祖国祖国的伟大建设贡献出自己的的伟大建设贡献出自己的

一份力量一份力量！！

江苏省地质勘查技术院砥江苏省地质勘查技术院砥
砺先行培训班砺先行培训班：：闽西革命烈士事闽西革命烈士事

迹感人迹感人，，引人深思引人深思，，向烈士致敬向烈士致敬！！

延安游客王鹏延安游客王鹏：：““二十年红二十年红

旗不倒旗不倒””的地方的地方，，令人佩服令人佩服。。向向

闽西的英雄儿女致敬闽西的英雄儿女致敬！！向走出向走出

这么多将军这么多将军、、英雄的人间灵秀之英雄的人间灵秀之

地致敬地致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闽西这闽西这

片红土地培养了优秀的闽西红片红土地培养了优秀的闽西红

色儿女色儿女，，革命精神永存革命精神永存，，红旗不红旗不

倒倒，，万古长青万古长青！！

一盏煤油灯见证军队转型

毛泽东同志当年起草《古田会议决议》的

办公室陈设十分简单。

古田会议纪念馆供图

中共红四军前委机关暨红四军政治部旧址松荫堂。 古田会议纪念馆供图

在古田会议纪念馆展厅中，这张纸显得十

分特别——这是闽西革命烈士罗化成的名片，

上面印着“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二支队司令部军

需长”的字样。

“罗化成是闽西革命根据地早期领导人之

一，古田会议第四纵队代表。古田会议后随军

转战江西，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任福建省苏维

埃政府总务处处长，参加 3 年游击战争。1937

年 12月，闽西游击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

队，罗化成任军需长。”古田会议纪念馆副馆长

邓宇河介绍道。

1938 年 1 月，新四军二支队奉命在龙岩白

土集合，准备开往苏皖抗日前线。有一天，罗化

成的妻子钟昌妹和女儿罗阳志突然找到他。钟

昌妹泣不成声地诉说着家中的悲惨遭遇：公公

被枪杀，婆婆身亡，房屋被烧，4 个幼子也被捆

到武北山区给卖了。

罗化成很想把妻子女儿留下，但是考虑到

红军纪律，只能劝说妻子和女儿回家。他说：

“惨遭迫害的何止我们一家？如果不把日本帝

国主义赶出中国去，不但我们一家，全国人民都

要遭殃。”战士们纷纷恳求他收留钟昌妹母女，

罗化成才勉强答应，将妻女送往龙岩白土新四

军二支队后方留守处暂住。

1929 年 12 月 28 日至 29 日，红四军召开了

具有关键意义的古田会议，提出党员和官兵的

根本行为规范和纪律标杆。“罗化成面对遭受不

幸的妻女仍然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铁

石心肠’地让妻女回乡，这是人民军队纪律严

明、大公无私的一个缩影。”邓宇河感慨道。

1940年 2月 27日，罗化成因心脏病发作，

经抢救无效，病逝于江苏溧阳，年仅 45 岁。

陈毅在追悼大会上称罗化成是“新四军的优

秀的领导干部”“最实际的革命人才”。

1955 年 2 月 ，罗 化 成 被 追 认 为 烈

士。后来，罗化成的女儿罗阳志前往

江苏省溧阳市竹箦桥收殓烈士遗骨

时，当地父老乡亲们请求罗阳志留

下一半作为纪念，教育后代子孙不

忘他的功绩。

革命教育从娃娃抓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