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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塘，这是一个洒满烈士鲜血
的村坊。”方志敏故居讲解员娓娓道
来，向参观的游客讲述着湖塘村的
历史。土地革命前，湖塘村共 80 余
户、约 400 人，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仅
剩 29 户、90 余人，留下的男丁几乎
都是残疾人。
　　湖塘村是江西上饶市弋阳县的
一个普通村庄，方志敏曾从远处眺望
自己的家乡，他感叹自己不是一个文
学家，不能将眼前的美丽描写出来；他
也看到了农村的衰败和黑暗，村民苦
到不能生活。
　　“我于一八九九年生于离漆工
镇二里许的湖塘村。在这长夜漫漫，
天昏地暗的地方，我生活着，我受着
压迫和耻辱地生活着；我长大起来
了；我逐渐不安于这黑暗的时日；我
渴 望 着 光 明 ；我 开 始 为 光 明 奋
斗……”这是方志敏在遗稿《我从事
革命斗争的略述》中对家乡生活的
回忆。

　　走进他的青春岁月，就走进了
他的初心赤胆，就理解了他的人生
选择。
　　 1922 年，方志敏在上海求学时看
到法国公园门口的牌子上写有“华人
与狗不准进园”，他感到从来没有受过
的耻辱。
　　“这几个字射入我的眼中时，全
身突然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他
感慨中华民族命运的悲惨，但是依然
相信，即使当下江山破碎、国弊民穷，
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大革命失败后的 1928 年 1 月，
方志敏与邵式平、黄道等领导弋横
起义，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领导
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 10 军。方志敏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赣东北实
际相结合，创造了一整套建党、建军
和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毛泽东称
之为“方志敏式”的根据地。
　　 1934 年 11 月底，方志敏奉命
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任红

10 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此时，中
央红军主力已离开中央苏区，红 10
军团孤军北上危险重重。
　　前路凶险，方志敏又何尝不知，

但他毅然担当起这一重任。1935 年
1 月，在降满大雪的怀玉山中，方志
敏不幸被捕，同年 8 月 6 日他在江西
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时年 36 岁。
　　女儿方梅只能看着爸爸的照片
长大，当方志敏牺牲时，她才 3 岁。
　　她出生后，父母把她寄养在江
西一户老百姓家中。方志敏最后一
次与女儿见面时，他抱起 2 岁的方
梅亲了又亲。转身间，即成永别。
　　纵使远隔 80 多年，依然能感受
到一位父亲的不舍。是什么，让方志
敏不得不离开他最爱的人？
　　“共产党员——— 这是一个极尊
贵的名词，我加入了共产党，做了共
产党员，我是如何地引以为荣呵！从
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
党去了。”方志敏深情地向党告白。
　　在方梅 21 岁生日那天，母亲缪
敏送给她一本“迟到”的成人礼———

《可爱的中国》。
　　“从此，我懂得了‘祖国’的意

思——— 祖国，就是生养了我们、值得
像父亲那样的千千万万烈士用生命
去保护的母亲！”如今，方梅已是年
近九旬的老人。
　　距方志敏牺牲 80 余年过去，
他的家乡湖塘村早已今非昔比。
　　“湖塘村的先辈为党的事业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有义务
带领村民过上好日子。”漆工镇党
委书记汪国华介绍，2016 年以
来，江西各级政府投入 6000 余万
元用于湖塘村的建设，从村庄里
宽敞的柏油路、白墙黛瓦的民居，
到设施齐全的小广场、蓬勃发展
的各项产业，湖塘村的面貌焕然
一新。
　　方志敏故居前矗立着一座方
志敏身骑骏马的铜像，他目光坚
毅抬头远望，前方不再是战场的
烈焰，而是他一直憧憬的可爱的
中国。     （记者赖星）
   新华社南昌 5 月 15 日电

方志敏：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初夏的韶山冲，绿树环绕，游人
如织。走进毛泽东同志故居，游客们
认真倾听讲解员讲述当年那段故
事——— 毛泽东坐在灶屋里的火塘
边，给大弟弟毛泽民、小弟弟毛泽覃
以及堂妹毛泽建讲述革命道理。在
韶山，毛泽民等烈士的故事广为
人知。
　　毛泽民，1896 年生，湖南湘潭
韶山人。1921 年参加革命，很快就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 年 2 月随
兄毛泽东到湘潭、湘乡开展农民运
动，同年 9 月进广州农民运动讲习
所学习。随后，毛泽民辗转上海、武
汉、天津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931 年初，毛泽民进入中央革
命根据地，任闽粤赣军区经济部长。
1931 年毛泽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临时中央政府银行行长，他在短
时间内解决了金融人才严重缺乏、
没有准备金、苏区内多种货币混乱
流通等困难和问题。
　　 1933 年 5 月，毛泽民兼任闽
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1934
年 9 月兼任国家对外贸易总局局
长，领导苏区银行、财政、贸易、工
矿等经济工作。1934 年 10 月，红军
被迫长征，苏维埃中央政府财政部
和国家银行组成第 15 大队，毛泽
民任大队长兼没收征集委员会副
主任、先遣团副团长、总供给部副
部长。时人称 15 大队为“扁担上的
国家银行”，在长征中解决了运输、
打土豪、筹粮筹款、保障供给等艰
巨任务。
　　 1936 年 2 月，毛泽民任中华苏

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
长。毛泽民长期执掌财政大权，廉洁
奉公，一尘不染，他常说：“不能乱花
一个铜板，领导干部要带头艰苦奋
斗。我们是为工农管钱，为红军理财
的，一定要勤俭节约！”
　　全国抗战爆发后，1938 年 2
月，受党中央派遣，毛泽民化名周
彬，与陈潭秋等同志到新疆做统战
工作，先后出任新疆省财政厅、民政
厅厅长等职。令人痛心的是，1942
年新疆军阀盛世才在新疆捕杀共产
党人，当年 9 月 17 日，毛泽民和陈
潭秋等共产党员被反动军阀盛世才
逮捕。
　　在狱中，敌人对毛泽民等软硬兼
施，严刑审讯，逼他招认中国共产党在
新疆搞“暴动”的所谓阴谋，逼他脱离

共产党，交出共产党的组织。毛泽民
等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坚定回答：

“决不脱离党，共产党员有他的气
节。”“我不能放弃共产主义立场！”
1943 年 9 月 27 日，毛泽民被敌人秘
密杀害，时年 47 岁。
　　毛泽民已经牺牲 70 多年，
当年落后闭塞的家乡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如今，以红色精
神为底色，以红色资源为依托，
韶 山 实 现“日 月 换 新 天”的 发
展——— 2015 年贫困户全部实现
脱贫，2016 年贫困村全部实现

“摘帽”，2020 年完成地区生产总
值 97.08 亿元，是 2011 年的 2.46
倍 … …          
        （记者帅才）
  新华社长沙 5 月 16 日电

毛泽民：从韶山冲走出来的“红色大管家”

方志敏像 新华社发

毛泽民像 新华社发

　　在广西河池市东兰县的韦拔
群故居前，矗立着一座腰杆挺拔、
目光坚定的“拔哥”塑像。前来参观
的群众常常在这里驻足瞻仰，献上
鲜花，向“拔哥”致敬。
　　在广西，韦拔群的名字家喻户
晓，大家亲切地称他为“拔哥”，崇敬
之情溢于言表。在韦拔群故居门前，
伫立着 10 多块因革命牺牲的韦拔群
亲人的墓碑，诉说着那段惊心动魄、
英勇悲壮的历史。
　　“为了寻求人民翻身解放的正
确道路，韦拔群历尽艰辛奔赴广州
寻找马列主义，牢固树立了共产主
义信念，给自己三个儿子分别取名
为‘革命’‘坚持’‘到底’，誓将革命
进行到底。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密如
蛛网的通缉追捕，他泰然自若，视死
如归。”覃迎庆是韦拔群故居的一名

“90 后”讲解员。时隔近百年，每当讲
起“拔哥”事迹时，她仍然心潮澎湃。

“拔哥”早年就读于广西法政学堂，
加入过讨伐袁世凯的护国军，在黔
军做过参谋，在广州参加了“改造广

西同志会”。
　　 1921 年 9 月，韦拔群返回家
乡 东 兰 县 ，从 事 农 民 革 命 运 动 。
1925 年初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学习，结业后回东兰继续从事农民
运动，主办农讲所，培养骨干，发展
农会和农民武装，把农运推向右江
地区。
　　 1929 年 8 月，韦拔群被中共
广西特委正式批准加入中国共产
党，在当地坚持武装斗争。
　　 1929 年 12 月，韦拔群参与
领导百色起义，任右江苏维埃政
府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
三纵队司令。1930 年 10 月上旬，
红七军主力奉命北上，离开了右
江革命根据地。北上前，红七军集
中在河池六甲一带进行整编，军
前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全国红
军统一番号，宣布把红七、八军改
编 为 十 九 、二 十 、二 十 一 共 三 个
师。十九、二十师北上，二十一师
留下坚持右江革命根据地斗争。
韦拔群任二十一师师长，陈洪涛

任师政委。韦拔群坚决服从军前
委的决定，立即把自己从东兰、凤
山带来的第三纵队 1000 多名官
兵，除留下七八十个体弱有病的
战士外，其余全部拨给主力部队

北上，毫无半句怨言，充分体现了
共产党员以全局革命利益为重的
崇高品质。
　 　 红 七 军 主 力 离 开 右 江 苏 区
后，韦拔群带领百余人留在右江
地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
游击斗争。为了革命事业，韦拔群
一家 10 多口人惨遭敌人杀害，但
这些都没有动摇他的革命意志。
1932 年 10 月 19 日凌晨，韦拔群
被叛徒杀害于广西东兰赏茶洞，
时年 38 岁。
　　在东兰县城的韦拔群纪念馆，
当讲解员提到韦拔群一家亲属共有
17 人为革命而牺牲，没有留下一名
直系后人时，正在参观的一些游客
不禁流下了眼泪。
　　“韦拔群是壮族人民的好儿
子，他用满腔的热血和宝贵的生
命践行了‘快乐事业，莫如革命’
的 铮 铮 誓 言。”前 来 参 观 的 林 东
婷说。
　　壮乡英雄文化园管理处主任
黄高线说，韦拔群出生在封建富有

家庭，他完全可以按照父辈意
图，循规蹈矩读书做官，成家立
业，随波逐流逍遥岁月。但他不
贪图安逸享乐，不迷恋荣华富
贵，从小就立下救国救民的远大
志向，以己之躯赴汤蹈火在所不
惜。韦拔群精神内涵丰富，概括
起来就是“忧国为民、追求真理、
敢为人先、无私奉献”。
　　河池市政协副主席、东兰
县委书记黄贤昌表示，今年是
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东
兰县把拔群干部学院作为传承
和弘扬韦拔群的精神和革命先
烈光辉伟绩的重要阵地，充分
发挥学院学党史、悟思想主阵
地作用，特别在用足用活革命
老区红色资源上下足功夫，研
发核心课程，开设情景教学和
现场教学等特色课堂。通过全
面深入的学习，弘扬拔群精神，
造福老区人民。
         （记者黄浩铭）
   新华社南宁 5 月 15 日电

韦拔群：为革命牺牲一切的农民领袖

　　在湖南省湘乡市中沙镇，有
一栋砖木结构的普通民居，此处
群山环抱，苍松劲柏，青山绿水。
  这就是著名红军将领黄公略的
故居，每年都有很多党员干部和师
生自发来这里缅怀、悼念黄公略，接
受革命传统教育。
　　黄公略，1898 年出生于湖南湘
乡一个农民家庭。1916 年参加湘
军，当过排长、连长。1926 年参加北
伐战争，在攻占武昌城等战斗中立
有战功。同年底入黄埔军校高级班
学习。1927 年参加广州起义。同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 年 7 月，黄公略同彭德怀
等同志领导平江起义，任中国工农
红军第五军十三师四团党代表，后

任红五军第二纵队纵队长。同年 11
月红五军主力开赴井冈山后，他率
部留在平江、浏阳一带发动群众，开
展游击战争，创建湘鄂赣苏区。
　　 1929 年 9 月黄公略任红五军
副军长，参与制定和指挥红五军向
北开辟鄂东南地区，向南打通与湘
赣苏区联系的作战行动，扩大了湘
鄂赣苏区。
　　 1930 年 1 月，黄公略调任红六
军军长，率部在赣西南地区艰苦作
战，发展革命武装，建立苏维埃政
权，使分散的游击区连成大块的革
命根据地。7 月任红一军团第三军
军长。
　　 1930 年 8 月，在奇袭湖南浏
阳文家市的战斗中，指挥红三军奋
勇作战，歼灭国民党军三个团又一
个营，取得红一军团成立后的第一
个大捷。后来，在战醴陵、攻吉安的

战斗中，红三军都发挥了重大作
用。当时，黄公略以其出色的军事

才华和对革命的赤胆忠心，在苏区
军民中享有崇高威信，与朱德、毛
泽东、彭德怀被并称为“朱、毛、彭、
黄”。
　　在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三次反

“围剿”中，黄公略坚决执行诱敌
深入的战略方针，指挥红三军英
勇作战，屡建战功。在龙冈战斗中
击退国民党军第十八师的连续进
攻，在富田战斗中歼灭敌军第二
十八师等部，在老营盘战斗中歼
灭敌军第九师独立旅。
　　 1931 年 9 月 15 日，黄公略率
部参加方石岭追击战。在指挥部队
转移途中，于吉安东固六渡坳遭敌
机 袭 击 ，不 幸 中 弹 牺 牲 ，时 年
33 岁。
  为纪念黄公略，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在中
央苏区设置公略县，将中国工农

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命名为公略
步兵学校。
　　毛泽东曾在其著名诗词《蝶
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写道：

“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
公略。”足见其对杰出的红军将
领 、军 事 家 黄 公 略 的 信 赖 和
倚重。
　　湘潭市地方史志研究学者
何歌劲告诉记者：“黄公略勇于
作战，冲锋陷阵，他为了革命事
业不畏艰苦，屡建功勋却英年早
逝。他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的事
业无私奉献的一生，他在革命斗
争中表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的气魄和革命精神是一笔宝贵
的精神财富，已深深融入湘潭人
民的血液，成为红色土壤厚重历
史、文化的一部分。”（记者帅才）
  新华社长沙 5 月 14 日电

黄公略：被毛泽东写入诗词的红军将领

韦拔群像 新华社发

黄公略像 新华社发

  （上接 3 版）松山湖科学城未来的发展，正是
聚焦国家战略和前沿研究，立足解决重大科技创
新中的“卡脖子”问题，吹响了粤港澳大湾区瞄准
原始创新加快高质量发展的号角。
　　从广州科学城到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再到深
圳光明科学城，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能力正
得到全新提升。
　　中流击水，乘势而上。
　　面对“两个大局”、心系“国之大者”，踏上新征
程的粤港澳大湾区使命光荣、任务艰巨。
　　一方面，与东京、纽约、旧金山等国际一流湾
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原始创新能力相对薄弱，经
济增长内生动力有待增强，区域发展空间面临瓶
颈制约，资源能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压力不小，
未来加快高质量发展仍任重道远。
　　另一方面，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
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一带一路”建设深
入推进，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竞争力、更高水
平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拓展了新空间。
　　“加快打造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梯队”———“十
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为中国绘就的高
质量发展路线图中，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指明方向。
　　撸起袖子加油干，机遇就会在手中。
　　 5 月 8 日，广州市祈福英语实验学校面向初
中阶段学生的“港澳子弟班”正式开班。
　　“港澳子弟班”是专门为在大湾区工作和居住
的港澳人士子女开设。
　　如今，仅广东省中小学在读港澳学生 9.5 万
人、高校在读港澳学生 1.4 万人。港澳居民在粤参
加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累计达 18.7 万人次，广东
面向港澳居民发放社保卡近 12 万人。
　　跨境金融、跨境执业、跨境就医、跨境办公、跨
境就学、跨境通勤……粤港澳大湾区的独特之处
培育出大湾区的特有之美。
　　祖国是香港、澳门最坚强的后盾！粤港澳大湾
区在“一国两制”的独特制度设计中，为香港、澳门
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纵深。
　　粤港澳大湾区，9+2 ≥ 11！
　　广东省委书记李希说，广东将抓住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重大机遇，突出体制机制创新和格局体
系营造，继续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奋力推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广东大地
落地生根、结出丰硕成果。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加上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给予香港的
支持，将会为香港带来庞大的发展空间。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说，在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框架下，珠海和澳门两地将可利用各自
优势得到更大发展，共同发展好多元产业。
　　开启新航程，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坚定不移贯
彻新发展理念———
　　 80 多年前，巴金先生曾到广东江门撰文《鸟
的天堂》。文中提到的那株古榕树现今已 400 多
岁，远望去独木成林、横卧水面，万千鹭鸟飞翔啼
鸣，鸟树相依、人鸟和谐。
　　为守护这方湿地，距此 800 多米的江湛高铁
2018 年开通前，曾投巨资安装全封闭隔音屏。如
今，广东江门的小鸟天堂国家湿地公园已然成为
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发展的生动写照。
　　相距不远，一个世界级轨道交通产业基地正
在江门加速形成。中车广东轨道交通车辆有限公
司内，一列列自主研发的高速动车和地铁展现中
国制造新名片，香港地铁也会来此维修，“轨道上
的大湾区 ”从这里腾飞。
　　“创新驱动，改革引领”“协调发展，统筹兼顾”

“绿色发展，保护生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共
享发展，改善民生”——— 贯彻新发展理念，是《粤港
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基本
原则，并将在“十四五”乃至未来更长时间，指引大
湾区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
　　开启新航程，拓展发展新空间，要以更大魄
力、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
　　珠江口西岸，伟人孙中山的故乡——— 中山市
翠亨新区。
　　深中通道的加快建设，让位于西岸登陆点的这
片新区迎来发展新机遇。对标国际最优、最好、最高
标准，扎实推进营商环境综合改革，这里如今已成
为珠江东西两岸融合发展支撑点，正向着 2035 年
全面建成国际化、现代化、创新型城市新中心奋进。
　　在深化改革开放中从“新”出发，在优势互补
中开拓新局，加快打造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
　　发挥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引领作用，加大产业
转移力度，统筹珠三角 9 市与粤东西北生产力布
局，带动周边地区加快发展；
　　积极参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在广东肇庆
打造粤桂黔滇高铁经济带，在江西赣州打造深赣
港产城一体化合作区，有序发展“飞地经济”，带动
中南、西南地区发展；
　　与京津冀、长三角、海南自贸港建设等国家战
略协同发力，打造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抱团出海，辐射全球，加快“一带一路”走出去……
　　大湾区，大棋局，大未来。
　　青春的五月，粤港澳大湾区同步推出“五四”快
闪，11 座城市、无数年轻人唱响《我和我的祖国》。
　　不同的口音，同唱一首歌；同一个大湾区，共
同的祖国母亲。
　　“生逢盛世，当不负盛世。”钟南山院士这样寄
语粤港澳大湾区的青年们。
　　 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华，中华民族走到命运
的交汇点上，正是在这一年，身为江门新会人的梁
启超，发出“少年中国”的第一声呐喊：“使举国之
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
未可量也”。
　　穿越历史，励志百年。
　　今日之中国，一如梁启超百余年前所期望，正
欣欣向荣、青春活力；今日之粤港澳大湾区，已成
为无数有志青年奋斗的舞台，在青春中国的逐梦
航程中劈波斩浪、领航向前……
　      新华社北京 5 月 16 日电数风流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