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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之花常开不败
本报记者 薛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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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
原院长涂通今原院长涂通今：：继承先烈遗继承先烈遗

志志，，加速老区建设加速老区建设。。

红军后代寻根团红军后代寻根团：：革命革命

前辈永远在我们心中前辈永远在我们心中！！

游客陈建游客陈建：：信是明年春信是明年春

再来再来，，应有香如故应有香如故。。敬录秋敬录秋

白先生咏梅句白先生咏梅句。。

游客温建民游客温建民、、孙梦洁孙梦洁：：
革命先驱革命先驱，，赤胆英烈赤胆英烈。。

（（摘自位于福建长汀的瞿摘自位于福建长汀的瞿

秋白纪念馆秋白纪念馆））

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为福建长汀、宁化留下

了众多红色文物和革命遗址。近年来，两地通过修

缮保护革命遗址遗迹、发展红色旅游、开展研学活

动等，让革命精神得以传承，让红色文化更加深入

人心。

无论是在宁化长征出发纪念馆、石壁陈塘红军

第四医院旧址群、中共闽赣省委和闽赣军区司令部

遗址，还是在长汀的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旧址长汀县

博物馆、瞿秋白纪念馆、杨成武将军纪念馆、红军

长征第一村南山镇中复村，瞻仰革命先烈的人们络

绎不绝。人们在这里追寻先烈的足迹，缅怀红色的

岁月，感受革命的激情。

关心群众生活

在长汀县汀州镇卧龙山下，有一座院落式的二

层楼房。长汀县博物馆讲解员李艳斌告诉记者，当

时毛泽东就是在这里一边休养，一边深入群众进行

社会调查。

1932年 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的宁都

会议上，排挤和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和指挥

权。宁都会议后，毛泽东来到长汀福音医院休养所

治病疗养。他利用在老古井洗衣服、到田间为群众

打水等机会，了解到汀州政府只管扩大红军和动员

运输队，不顾群众生活的情况。

“通过近2个月的调查研究，毛泽东的群众观念产

生了质的飞跃，并最终形成了理论成果，起草了《关

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长汀由此成为党的群众

路线理论的重要形成地。”李艳斌说，这篇文章的中心

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

义赶出中国。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

群众、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穿过铺着卵石的小路，记者走进休养所后院的

一幢小楼房，找到了毛泽东当年在此养病的房间。和

其他病房一样，室内仅有一架木制病床、一张写字

台、一条板凳和一个木矮柜。时至今日，长汀还传唱

着这样一首山歌：“日头照耀老古井，毛主席搭崖心

连心，上家下屋问寒暖，油盐柴米挂心头。”

烽火战地医院

距离宁化县城 23公里的石壁镇陈塘红军第四医

院旧址，是一座典型的客家建筑，四周被农田环

绕，环境清幽。在 80多年前战火纷飞的日子里，这

里是红军医护人员、伤员与死神搏斗的后方战场。

“陈塘红军医院是目前我省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

好、标志物最明显的红军战地医院。”宁化县石壁镇

文化站站长张汉江介绍说。

走进当时的住院部，陈旧、残缺的墙上印刷着

各式各样的红军标语，有“粉碎敌人四次围剿”“拥

护福建苏维埃政权”等革命标语，也有“扑灭苍蝇

等于消灭敌人”“每天洗澡，身体愈好”“勤洗澡，

伤快好”等卫生防疫的标语和漫画。

抗美援朝老兵张桢回忆道：“当时，我家里住了很

多红军。那会儿我8岁，很喜欢玩，红军写标语的时候

就叫我，‘小弟弟帮我提着桶走’，我就提着那个小桶，

提着墨水、石灰水，跟着走。宣传战士写一个字就教我

念一个字，就这样一个字一个字，我就记住了。”

“虽然住院部占地面积 1100 多平方米，但伤员

太多了。大厅、过道成病房，木板、门板当病床，

楼上楼下都住满了伤员，最多的时候有 600 多名伤

员。”张汉江感慨道，如此艰苦的条件却救护了大量

伤病员，可以说是个奇迹。

首次统一军装

“长汀是福建红色苏区的首府，也是中央苏区的

经济中心，更是我国央企与国企的发祥地。”在长汀

县博物馆内，李艳斌告诉记者，红军在长汀有很多个

“第一次”：红军入闽第一仗、第一次提出创建中央革

命根据地、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建立、第一次统一红

军军装、第一次发放军饷……这些“第一次”极大

地丰富和提升了长汀县的红色文化内涵。

在展馆里，李艳斌指着一套红军军装对记者

说：“这就是红军历史上第一套正规的军装。”这套

军装的色调是灰蓝色的，上衣为仿中山装式，开

襟，正面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口袋，领口佩缀红领

章，领章绣着黑边 （为纪念列宁逝世 5 周年，缅怀

他的丰功伟绩）；裤子为普通样式，配绑腿；军帽为

八角帽，上缀一颗布质红五角星帽徽。

1929 年 3 月 14 日，红四军在闽西长汀长岭寨消

灭了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 2000多人，击毙

旅长郭凤鸣，进占长汀城，取得了红四军入闽第一

仗的胜利，缴获了郭凤鸣在长汀的被服厂。这个厂

里有 12 台缝纫机和一批布匹，被红四军全部接收，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被服厂，红军就是用这

个被服厂里的缝纫机缝制了4000套正规的军装。

建设长征公园

近年来，三明、龙岩加大力度对文物进行修缮和

保护。“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发布后，长征出

发地宁化和长汀也开始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站在位于宁化县城郊镇高堑村伍家塘的宁化长

征出发纪念馆宽阔的广场前，“苏区核心区、长征出

发地”的标牌格外醒目。馆长邱明华告诉记者，原

来的宁化革命历史纪念馆场馆狭小、设施陈旧，已

经无法满足展览和爱国主义教育需要，为此，宁化

县投入2.1亿元，新建了长征出发纪念馆。

几公里外的宁化县委党校也挂上了一块崭新的

牌子——宁化长征学院。该校副校长郑青告诉记

者：“这是元旦刚刚揭牌成立的，是长征国家文化公

园福建段建设保护规划中明确建设的重点项目。”

宁化县委书记汪志红表示，宁化长征学院的成

立，对宁化县在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长征精

神，发展红色培训产业等有着重要意义。

在长汀，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也在如火如荼

地开展。长汀县委党校的大门挂上了长汀长征学院

的牌子，南山镇中复村的红军长征出发地红色旅游

和红色文化创意基地项目、松毛岭战斗烈士纪念碑

提升工程已经完成。“长征学院的定位是进一步系统

整合革命遗迹遗址，挖掘并传承好长征精神，打造

家喻户晓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品牌。”长汀县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卓国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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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同志牺牲于长汀，但是他的革命精神永留于长

汀。”在福建龙岩市长汀县博物馆内的瞿秋白关押处，讲解员

李艳斌告诉记者：“当时这里是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部。瞿秋白

人生中的最后一段时光就在这度过，总共关押了41天。”

瞿秋白是留守苏区继续进行战斗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之

一。1934 年 10 月，王明等“左”倾错误的领导导致第五次反

“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瞿秋白则留守苏

区坚持游击战争。1935 年初，由于瞿秋白肺病加重，中央决

定送他到上海就医，途经长汀濯田梅迳村被国民党保安团俘

虏，被押往上杭县保安团监狱。他称自己是个医生，名叫林琪

祥。虽受拷打审问，却未暴露身份。后来由于叛徒出卖，他被

当作“共党要犯”，于同年5月9日从上杭用船押送到长汀，关

押在当时的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部。国民党中央党部先后派陈建

中、王杰夫等劝降，都遭到瞿秋白的严词拒绝。他在狱中写了

许多诗词，刻了许多印章，甚至解剖自己，无所畏惧地写下了

2万余字的遗著 《多余的话》。

1935 年 6 月 18 日上午，面对“枪决密电”的瞿秋白，镇

定自若地写下“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

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的诗作。随后在国民党卫兵的押送

下，从中山公园一边用俄语唱 《国际歌》，一边走到长汀西门

罗汉岭，盘膝坐在草地上，对士兵微笑点头“此地甚好”，而

后从容赴死，年仅36岁。

这样一位笑对生死的共产党员，把信仰刻画成从容而壮烈

的诗歌。如今，在瞿秋白关押处的院子里，有株陪伴过他的石

榴树。每年夏天，石榴花盛开，满树火红，好像是对革命先烈

深深的怀念，更像是他所代表的共产党人的信仰，常开不败。

在刚建成的福建宁化长征出发纪念馆内，收藏着全国唯

一一本最完整的 《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这本 1932年印

制的40页号谱，是老红军罗广茂捐赠的珍宝。

1930 年，红四军从古田出发途经长汀，年仅 15 岁的罗

广茂毅然告别父母，踏上革命道路。他个头不高，说话却中

气十足。部队领导发现了他的特点后，把他调到红四军第三

纵队任司号员，之后又选派他到中央军事学校陆地作战司号

大队学习。结业时，领导郑重地发给每一位学员一本军号

谱，要求他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保护军号谱。

罗广茂带着这本军号谱来到朱德司令员身边担任司号

员。随后，在红十二军 101 团任司号员。第五次反“围剿”

初期，又调到红五军团 43 师师部当号长。频繁的工作调动

中，他始终把军号谱随身珍藏。

1934年，罗广茂在福建连城作战时背部中枪负伤入红

军医院疗伤。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医院被冲散。他

突围后回到家中，把军号谱交给母亲保存，自己则外出

打工躲避国民党抓捕。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罗广茂想将军号谱拿出来交

给国家，但母亲年事已高，怎么都想不起来藏在哪里。

直至1974年拆建家中谷仓时，罗广茂才发现这本被油纸

布包裹、牢牢钉在谷仓底板上的军号谱。

1975 年，罗广茂听说宁化县在筹建革命纪念馆，

便将军号谱连同号嘴一并捐了出去。1994 年 6 月，

罗广茂因病逝世，享年78岁。

如今，红军军号在宁化这片红土地上总会时不

时地响起，振奋人心，催人奋进。

大别山腹地，鄂豫皖交界，河南省信

阳市罗山县何家冲村，这个看似平凡的地

理坐标点上，中国共产党书写了革命进程

中的重要转折点。

87 年前，在该村的一棵古银杏树下，

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宣读了 《长征出发

宣言》，平均年龄只有十五六岁的红二十

五军在此集结，开始长征。跟随记者的脚

步，在革命历程里，在鱼水深情中，感受

这支“娃娃军”迸发的磅礴力量。

速集结再出发

何家冲学院讲解员李艳琴介绍说，

1931 年 ， 鄂 豫 皖 根 据 地 取 得 第 二 次 反

“围剿”斗争胜利，当年10月25日，红二

十五军在安徽省六安麻埠正式成立。1932

年 10 月，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失败，

红二十五军主力随红四方面军总部向西实

行战略转移。

1932 年 11 月 29 日，中共鄂豫皖省委

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留在根据地的红

军 队 伍 集 中 起 来 ， 重 新 组 建 红 二 十 五

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二十五

军连遭重创，兵力折损。1933 年 10 月 16

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召开会议，将斗争

方针转向游击战和密切联系群众。1934

年 11 月 11 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光

山县花山寨举行会议，讨论决定率红二十五军以

“中国工农红军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向平汉铁

路以西的桐柏地区转移。1934 年 11 月 16 日夜，红

二十五军将士告别当地的父老乡亲，踏上战略转移

的征程。

境越难志越坚

红二十五军拥有多个“唯一”“第一”：

唯一一支在长征途中人数不减反增的红军队

伍；第一支到达陕北与中央红军会合的部

队；唯一一支由中共中央领导人亲自指挥的

部队……这支几经重组转移的军队在党的领

导下，逐渐成长为一支政治坚定、作战勇

猛、纪律严明、善于联系群众的红军队伍。

红二十五军出发长征距今已 87 年，当

年的出发地何家冲早已与红军长征精神连在

一起，成为重要的革命历史纪念地。58 岁

的何乾龙是土生土长的何家冲人，他 1981

年到村委会工作，1990 年至 2014 年担任村

党支部书记。他介绍说：“改革开放以来，

何家冲不断走进人们的视线，已成为全国传

承红色基因的重要基地之一。”

鱼水情代代传

何家冲村有 26 处红军遗址，每处都有

血与火的传奇。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何氏

祠、红军碾、红军井、红军医院……千余名

村民大都能讲出几处遗址的红色故事。

长征出发前几天，红二十五军转移到何

家冲休整，为了不打扰村民，部队露宿在半

山腰上。“乡亲们自发从家里拿出余粮，在

村里的磨盘上碾米磨面，送给战士们做口

粮。”95 岁的老支书王传伟介绍说，这座石磨盘成

为红二十五军与群众结下深情的见证。

军队出发后，敌人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清剿。

村民何大妈冒死救下红军伤员，村民拿出余粮送给

红军……何家冲村涌现出的感人故事，激励着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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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
福建省宁化县革命纪念馆副馆长 张沛林

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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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位于福建长汀县南山镇的松

毛岭战斗烈士纪念碑。

（长汀县南山镇宣传办供图）

图② 位于福建宁化长征出发纪念

馆内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

薛志伟摄

图③ 位于河南罗山县铁铺镇何家

冲村的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

陈世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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