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是一片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初心

和使命的红土地，有着“四大摇篮”的美

誉，即工人运动的摇篮安源、人民军队的

摇篮南昌、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共和

国的摇篮瑞金。据不完全统计，江西为国

捐躯的在册革命烈士达 25 万余人，为

新中国的成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坐落在英雄

城南昌八一大道中段东侧，占地 1.7 万余

平方米，是国务院命名的第一批全国重

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在纪念堂

前的广场中心有一座雄伟的红军战士塑

像，塑像如同一座丰碑彰显着先烈们的

英雄事迹和崇高品质。塑像基座刻着几

行碑文，碑文是 1954 年 7 月由江西省首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通过的决

议，全文如下：

在人民解放战争中袁 在人民革命运

动中袁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中光荣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浴
革命烈士们的不朽英名袁 将永远活

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类的心里浴
全省人民誓以坚强的决心袁继承先

烈们的遗志袁发扬革命传统袁为把我国

建设成为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而

奋斗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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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首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大会通过的决议

70 年前以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决议

形式呈现的碑文，高度赞颂了革命先烈

们英勇牺牲的伟大精神，表达了江西人

民继承先烈遗志、建设伟大祖国的坚定

决心。碑文虽短，承载的却是后人对革命

先烈们无限的敬意和绵长的追思。

工人运动的摇篮。中国共产党成立

以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安源成

为重点工作区。在党的领导下，安源工

人运动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全国工人运

动的一面旗帜。1921 年秋天，参加完党

的一大的毛泽东回到湖南不久，就兼任

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

1922 年 9 月上旬，在毛泽东的领导下，

刘少奇来到安源，与李立三一起领导安

源路矿工人运动，并于当年 9 月 14 日

成功组织了震惊中外的安源路矿工人

大罢工，是付出代价最小并取得完全胜

利的典范。正当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不断

向前推进的时候，1925 年 9 月路矿当局

勾结军阀，用武力制造了“九月惨案”，

许多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9 月 21 日

晚，担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副主任的

黄静源，为了掩护其他同志撤离不幸被

捕。黄静源在军阀多次残酷刑讯下仍坚

贞不屈，于 1925 年 10 月 16 日被敌人杀

害。安源留下了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

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足迹，

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

运动的结合。

人民军队的摇篮。1927 年 4 月至 7

月，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

变，大肆迫害共产党人，疯狂屠杀革命群

众。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反动派的嚣张

气焰所吓倒，决定集合自己掌握和影响

的部分武装力量，举行武装起义。起义于

1927 年 8 月 1 日举行，在以周恩来为书

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

德、刘伯承等率起义军成功占领南昌城。

8 月 3 日起，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

划，指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其后起义

军转战多地，在潮汕地区遭遇挫折后分

散转移。南昌起义参加者 2 万多人，至今

知道姓名的仅 1178 人，在一系列战斗

中，陈守礼、吴国扬、张堂坤、蔡晴川、冷

相佑等同志英勇牺牲。1933 年 7 月 11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

定 8 月 1 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

日。从此，8 月 1 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和

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南昌

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

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在中国革命史上

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中国革命的摇篮。1927 年 10 月，毛

泽东率领湘赣边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

军到达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开

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恢复和建

立党的组织，建立工农革命政权。1928

年 4 月底，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

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

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成立

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至 6 月，井冈

山革命根据地拥有宁冈、永新、莲花 3

个县以及遂川、酃县、吉安、安福等县

的部分地区。12 月，彭德怀、滕代远率

领红五军主力到达井冈山，同红四军会

师。此后，红军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

剿”，根据地不断扩大。1929 年 1 月，毛

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

西挺进后，留下一部红军坚持井冈山的

斗争。在井冈山斗争期间，共有大约 4.8

万名同志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其中

著名的烈士有卢德铭、王尔琢、何挺

颖、宛希先、张子清、伍若兰等。1927 年

9 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

山进发，总指挥卢德铭为了掩护后卫部

队撤退而英勇牺牲，只有 23 岁。毛泽

东十分痛惜这位年轻将才的牺牲，悲愤

地大呼：“还我卢德铭！”井冈山革命根

据地的建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

星之火，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

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

共和国的摇篮。中华苏维埃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于 1931 年 11 月 7 日至

20 日在江西瑞金召开，选举产生了以

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

央执行委员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瑞金是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首都，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

地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

实践马克思主义、建立新型政权的有益

尝试。这次伟大尝试，积累了经验，锻

炼了干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

思想上、干部上奠定了初步的基础，瑞

金成为名副其实的共和国摇篮。在保卫

苏维埃政权的革命事业中，无数革命先

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何叔衡、方志

敏、黄公略、刘伯坚、毛泽覃等就是其

中的杰出代表。

渊祝彦 宋锋冤

野捐躯赴国难袁视死忽如归冶袁从来

不是男性的特权袁 巾帼们同样能够在

国家危难之际袁人民饱受涂炭之时袁挺
身而出袁扛起保家卫国的历史重任遥

她叫郭俊卿袁15 岁女扮男装袁在野

战部队隐瞒身份长达 5 年袁 雪夜飞马

送信袁冲锋刺刀见红遥 她是新中国成立

初期袁唯一的特等女战斗英雄袁真正的

野现代花木兰冶浴
1930 年袁 郭俊卿出生在辽宁省凌

源市三十家子镇北店村一个贫苦的家

庭里遥
1931 年袁野九一八事变冶爆发袁入侵

中国东北的日军疯狂掠夺袁 致使大量

农民丧失土地袁被迫逃往异乡遥 郭俊卿

一家便是其中之一遥
一家人一路风餐露宿尧流浪乞讨袁

最终在内蒙古巴林草原西部的林西县

落脚遥
1945 年 8 月 15 日袁日本正式宣布

无条件投降遥
多年后袁 郭俊卿告诉新华社的采

访记者院1945 年 8 月 12 日那一天袁苏

联红军一队一队地进了林西县城袁当

看见队伍里有女兵时袁她高兴极了袁下
定决心要去当兵遥

15 岁的郭俊卿担心部队不招收女

兵袁就装扮成男孩袁借用了远房弟弟郭

富的名字袁并且多报了两岁遥 最终袁招
兵的干部收下了她遥

就这样袁 郭俊卿被编入林西县支

队袁当上了一名八路军骑兵通信员袁从
此开启了金戈铁马的军旅生涯遥

1946 年冬天的一个雪夜袁 郭俊卿

所在的林西县支队发现长期盘踞在克

什克腾旗的土匪部队正在往南土城子

一带溃逃遥
为了配合克什克腾旗经棚支队一

举歼灭这支土匪武装袁 林西县支队须

及时将行动计划通知经棚支队袁 让他

们从侧面迂回到土城子南面袁 堵住土

匪的退路遥
由于郭俊卿送信及时袁 成功消灭

了土匪袁部队给郭俊卿记了一次小功遥
自那以后袁郭俊卿时常独自一人袁骑马

冲过敌人的封锁线袁 传送紧急公文和

命令遥 由于每一次都能圆满完成任务袁

她经常受到首长的表扬和嘉奖遥
后来袁郭俊卿雪夜飞马送信成了人

们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遥而当年却没有

人能想到袁 这个身手敏捷的小战士袁其
实只是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遥

1947 年 6 月 25 日袁17 岁的郭俊卿

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遥 到此时袁她
女扮男装已经快两年了遥

郭俊卿和男战士一样袁 冲锋陷阵袁
出生入死遥 为了不暴露女性身份袁她想

尽了办法遥 她从不脱衣睡觉袁也从不和

大家一块儿上厕所尧洗澡遥
1948 年 2 月袁 郭俊卿所在的独二

师整编组建为东北野战军第 11 纵队第

32 师遥 郭俊卿由于表现突出袁被调到第

94 团第 3 连 4 班担任班长遥
1948 年 5 月袁 解放热西的战斗打

响遥郭俊卿所在的 3 连 4 班是突击班袁承
担了攻占平泉县城左第二道山梁制高点

的重大任务遥 虽然这是郭俊卿第一次参

加大规模的战斗袁但是她毫不畏惧袁端起

刺刀冲上前与敌人展开了拼杀遥
战后袁 郭俊卿因为指挥机智勇敢尧

带病坚持战斗立了功遥
1949 年袁人民解放军第 48 军翻越梅

岭袁攻占韶关袁即将进入广东遥 就在此时袁
郭俊卿旧病复发袁住进了军野战医院遥

这一次袁 郭俊卿再也无法隐瞒女性

的身份袁只得向医生说出了实情遥人们这

才知道袁这位入伍 5 年尧立下多次战功的

野战部队副指导员袁竟然是一位女兵浴
这个爆炸性的消息袁很快就在全军

上下引起了轰动遥军长贺晋年听到郭俊

卿女扮男装的英雄事迹后非常感慨院
野真是当代的花木兰呐袁 是我们四十八

军的骄傲浴 冶
1950 年 9 月袁 新中国第一届全国

英模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遥郭俊卿作为

第四野战军的战斗英雄代表袁被中央军

委授予了 野全国特等女战斗英雄冶尧野现
代花木兰冶荣誉称号袁荣获模范奖章尧勇
敢奖章和毛泽东奖章各一枚遥

毛泽东见到郭俊卿袁评价她院野巾帼

不让须眉袁 是一位合格的共产主义战

士遥冶那一年袁饮誉华夏的女英雄郭俊卿

只有 20 岁浴
渊杜汶纹冤

七支队起义：打响潍北大地抗日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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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摇篮 薪火相传
———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碑文敬读

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

沿平绥、平汉、津浦铁路向华北腹地大

举进攻。在山东地方党组织的带领下，

潍北大地的抗日青年成立“国民革命

军第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七支队”，于

1938 年 1 月 27 日拂晓打响潍北地区

抗日第一枪。

重建县委袁筹划起义

1937 年 7 月 8 日，中共中央发出

《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

电》，呼吁建立统一战线，挽救民族危

亡。7 月中旬，山东省委书记黎玉由延

安返回济南，贯彻党中央指示：“立即

领导武装起义，迅速组织全民抗战”。

10 月，日军侵占济南，国民党山东省

政府主席韩复榘奉行“不抵抗主义”，

一枪不发，率部弃城逃走。山河沦陷

的紧急关头，省委紧急召开“博山会

议”，决定成立“中共鲁东工作委员

会”，深入鲁东，发动群众武装起义。

会后，工委书记鹿省三迅速赶往潍

县、昌邑（两地今属山东潍坊），联系

党员，组织群众，组建八路军鲁东游

击队第七支队（以下简称七支队），担

当起发动武装起义、抗击日寇的历史

重任。

1937 年 10 月中旬，在城北贾庄村

的小树林里，潍县“民族解放先锋队”

集会成立，会议选举王一之为“民先”

队长，号召队员奔赴疆场，投身抗日救

亡运动。11 月，根据省委指示，鹿省三

在潍北华疃村召开党员会议，恢复重

建潍县县委，耿锡章担任县委书记，牟

星桥任组织委员，薛绍庚任宣传委员，

牟龙高任交通委员。县委重建，加快了

举行武装起义的进程。12 月，济南沦陷

后，日本侵略军沿胶济铁路一路东犯，

激发了潍县人民同仇敌忾、抵御外侮

的民族义愤。潍县高里镇“民先”负责

人郭焕中带领队员截获国民党寿光县

政府步枪 30 余支，手榴弹 200 多枚，

子弹 300 多发，为武装起义打下了一

定武器基础。

民众抗日思想激情高涨，大革命

时期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纷纷联络民

众，准备走上抗日战场。鹿省三等共产

党人重新组建起潍县县委，酝酿筹划

武装起义。1938 年 1 月 9 日，日军侵占

潍县县城，国民党第八专区专员厉文

礼先期率部逃走，抗日局势急转直下。

24 日，鹿省三在华疃村小学召集紧急

会议，决定于 27 日在潍北蔡家栏子村

举行武装起义。

野本军到此是为了抗日浴 冶

1938 年 1 月 27 日拂晓，来自潍北

大地的 300 多名抗日青年，在鲁东工

委和潍县县委的组织下，集合在潍北

蔡家栏子村，宣布成立“国民革命军第

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七支队”。部队分

为三个中队，鹿省三任政委，王培汉任

支队长，王一之任政治部主任，以支队

长王培汉的名义庄严贴出布告：“本军

到此是为了抗日！”全体七支队战士走

上抗日游击战场，在冯马杨孟村、南阳

村等处袭击日本侵略军，打响了潍北

抗日战场上的第一枪！

七支队起义的枪声震荡潍北，点

燃起民众抗日的不息怒火。起义部队

东进后，根据鲁东工委部署，七支队留

在潍北当地的党员和积极分子中组建

党组织，扩大武装力量，担当重任，英

勇斗争，在艰难困苦的日伪统治下，沉

重地打击了日、伪、顽反动武装。

1938 年 3 月 2 日，共产党员何凤

池、宋熙来、赵大志、何凤鸣等，在起

义成功的鼓舞下，带领东、西曹庄一

带的青年农民宣布成立八路军鲁东

游击队第七支队二大队，并在 4 月组

织数百名群众，对坊子至蛤蟆屯之间

的 20 余里铁路进行了大破袭，袭击

了蛤蟆屯车站，杀伤日军 8 人，打击

了敌人的嚣张气焰。4 月下旬，留在潍

北的 40 余名七支队战士，在潍县县

委书记耿锡章的带领下，成立“七支

队后方工作委员会”，同日、伪、顽英

勇战斗，挑起抚恤战斗中牺牲的七支

队家属、动员青年参加七支队补充兵

源、收集枪支增强七支队战斗力的艰

苦重担。

发展壮大袁屡立战功

1938 年 2 月 2 日，七支队主力转

移至昌邑瓦城，与当地起义武装力量

会合。中旬，在安丘成立的“第三十四

别动大队”200 余人赶往瓦城编入七支

队，使七支队扩大至 700 余人。3 月 25

日，根据鲁东工委的指示，共产党员马

保三带领的八支队由寿光傅家庄来到

瓦城，两支队伍胜利会师，4 月 5 日，

七、八支队合编，成立八路军鲁东游击

指挥部，4 月下旬，七支队二大队 1300

余人长途跋涉，冲破日伪层层封锁，到

达黄县，与七、八支队会师。5 月，占领

龙口、攻克黄县，部队快速发展到有

6000 多人、5000 多支枪，成为一支军

威严整的抗日劲旅。

1938 年 6 月，七、八支队合编为八

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7 月，奉命

由胶东西进，8 月下旬，部队到达清河

区，配合部队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扫

荡，12 月中旬，部队进入沂蒙山区，被

编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支队。1940

年 9 月，第一、四支队合编为山东纵队

第一旅，先后参加了五井、青驼寺、大

柏山等战斗。抗战后期一部分被编为

山东军区 4 师 11 团，1947 年 1 月，整编

为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1949 年 2 月，

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 26 军

77 师 229 团，先后参加了莱芜战役、孟

良崮战役和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

1950 年参加抗美援朝，1985 年 12 月，

改编为陆军第 26 集团军，2017 年 4

月，重新组建为陆军第 80 集团军，军

部驻潍坊。另一部分抗战后期被编为

山东军区 3 师 7 团，抗战胜利后进军

东北，后编为东北野战军第 40 军 118

师 352 团，先后参加了辽沈战役、解放

海南岛战役，战功卓著。在抗美援朝战

争中，参加了第二、四、五次战役，屡立

战功。

七支队起义已走过了 80 多年的

历史，但永远昭示着历史前进的征程。

这次起义揭开了潍北人民抗击日寇的

序幕，谱写了潍北抗日战场上的一曲

壮歌，展现了党领导的七支队战士挺

身而出、勇赴国难的民族气节。

渊刘杰冤

一条旧毛毯，见证一段崇高的革命情谊

女扮男装去参军！
她是立下 8次战功的特等战斗英雄！

中华英烈

革命精神代代流传，红色血脉生生

不息。今天，让我们通过一条旧毛毯，一

起来沉浸式感受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

这是一条旧毛毯，为国家二级文

物，纵高 196 厘米，横宽 166 厘米，重

1.64 千克，纯羊毛材质，表面有 3 个破

洞，另外还有几个小窟窿，都已打上了

补丁。1989 年，开国中将王必成的夫人

陈瑛将其赠给新四军黄桥战役纪念馆。

1940 年到 1989 年，这条毛毯陪伴

着王必成整整 49 年。一条旧毛毯，不

仅是那段历史的缩影，更寄托着将军对

战友徐绪奎的无限挂念。

徐绪奎，是时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

第二纵队第九团团长，也是这条旧毛毯

原先的主人。徐绪奎、王必成两人是湖

北老乡，一起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参

加开辟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到了

延安又一起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

学学习，情同手足。

1940年 7月，陈毅、粟裕率领新四军

江南指挥部渡江北上，执行“开辟苏北、发

展华中”的战略任务。8月，新四军苏北指

挥部第二纵队第九团团长徐绪奎指挥新

四军拔除靖江境内的孤山、西来日伪据

点，率领部队轻装奔袭，迅速消灭敌人。

战后，这条毛毯作为战利品留给他使用。

9 月 6 日，徐绪奎奉命率部还击国

民党反共顽固派对黄桥的“反扑”，从碉

堡空隙中插入营溪，直击敌人腹地，有

效打击了反共顽固派阻挠我军东进抗

日的气焰。然而，在组织部队消灭残敌

的时候，一颗子弹打进了他的胸膛，徐

绪奎就这样献出了年仅 24 岁的宝贵生

命，他也是新四军在营溪战斗中牺牲的

职务最高的将领。

得知消息后赶到营溪，时任新四军

苏北指挥部第二纵队司令员的王必成

悲痛不已。10 月 4 日，黄桥决战正式打

响，新四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以少胜

多、出奇制胜，徐绪奎的警卫员金山将

团长遗留下来的这条毛毯，交给了王必

成。王必成含泪嘱咐金山：“永远不要忘

记徐团长，你、我都要为实现徐绪奎同

志的遗志而奋斗！”

自此以后，王必成始终将毛毯带在

身边。据他的夫人陈瑛回忆，这条毛毯

破了再补，绲边也换过，上面已有好多

补丁，甚至连病重住院时，王必成都要

带着这条毛毯。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

代，王必成将军出生入死 49 年间，始终

不忘这条旧毛毯。

胜利来之不易，战友难以忘怀。一条

旧毛毯，凝聚了革命军人之间的崇高友

情，见证了战争年代的血雨腥风，浓缩了

一往无前的钢铁意志。将军乘风去，遗物

教后人，不忘来时路，方知向何行。

渊杜汶纹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