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莲花县革命烈士陵园坐落在江西省

萍乡市莲花县玉壶山风景区内，占地面

积 10 余亩。陵园内建有烈士纪念塔、英

烈墙、纪念塔坊、纪念广场和烈士陵墓。

纪念塔耸立在陵园的最高处，高 8 米，正

面书有“革命烈士永垂不朽”8 个大字，5

米见方的纪念塔基座由花岗岩砌成，四

面依次镌刻有莲花县人民政府撰写的

《前言》及全县各乡镇革命先烈的英名。

碑文内容如下：

莲花县革命烈士陵园袁 安息着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历次革命战争与和平建

设时期英勇牺牲的 3486 名莲花籍烈士

的英灵袁 他们为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

义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袁 立下了不朽

的功勋遥
莲花儿女多奇志袁敢叫渊教冤日月换

新天遥 莲花县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湘

赣省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核心区域袁 在中

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史上占有重要地

位遥从莲花成立党小组起袁莲花县人民就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革命红旗袁高
呼野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冶的战斗口

号袁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袁为中国革命作

出了巨大的牺牲遥他们的事迹惊天地尧泣
鬼神袁他们的名字与山河同在尧与日月同

辉袁永远值得后人颂扬和学习遥
青山千秋埋忠骨袁史册万古留英名遥

为褒扬英烈袁激励子孙袁继承先烈遗志袁
坚定共产主义信仰袁将革命进行到底遥莲
花县人民政府于 2014 年 8 月在风景秀

丽的玉壶山省级风景名胜区建设占地面

积 10 余亩的烈士陵园遥高在的牌坊上书

野莲花烈士陵园冶曰 后面是革命烈士纪念

塔袁 塔的基座上镌刻着全县各乡镇革命

先烈的英名曰四周是墓区袁整齐排列着部

分革命烈士陵墓袁供人们瞻仰遥
成千成万的先烈袁为了人民的利益袁

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袁让我们高举

起他们的旗帜袁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浴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浴

莲花县人民政府

公元二零一四年八月

碑文记述了莲花县在新民主主义

革命斗争史上的重要地位，阐明继承

先烈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建设烈士

陵园的目的，表达了踏着他们的血迹前

进的决心意志，读后令人心潮澎湃、备

受鼓舞。

井冈山斗争时期的野全红县冶

莲花，是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亲手创

建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

分，处于井冈山的腹地，后来发展成湘赣

苏区的一部分，是中央苏区的重要侧翼。

作为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全红县”，从第

一个革命团体———青年学会，到中共莲

花县小组、中共莲花支部、中共莲花特

支、中共莲花特区的成立，莲花人民在党

的领导下，前赴后继，投身于革命浪潮

中。1927 年 9 月 25 日，工农革命军进入

莲花县境内，仅几年时间，莲花县就有几

千人参加工农红军，成为红军的重要来

源之一。1928 年 2 月，中共莲花县特支

用大革命失败时保存下来的一枝枪，重

建莲花红色地方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并

配合红四军第 29 团攻克莲花县城，成立

县苏维埃政府，各区、各乡也随后建立了

苏维埃政府。与此同时，各地还成立了赤

卫队、少先队、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全境

成为红色区域。毛泽东、朱德、方志敏、彭

德怀、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

在这里留下光辉的战斗足迹。刘仁堪、王

佐、贺国庆等革命先烈的事迹众人皆知。

据统计，全县收录在《江西省革命烈士英

名录》内有名有姓的革命烈士 3000 余

名。

获毛泽东肯定的野莲花一枝枪冶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内，陈列着一

枝珍贵的步枪，这枝枪是当年莲花县赤

卫队员贺国庆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

的。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讲

到马日事变后，井冈山地区各县农民自

卫队损失惨重，枪数“仅遂川保存六枝，

莲花保存一枝，其余概被豪绅缴去”，充

分肯定了“莲花一枝枪”的革命斗争精

神。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莲花

县城。在腥风血雨中，党领导的莲花农民

自卫军 60 枝枪被收缴了 59 枝。共产党

员贺国庆把仅存的一枝步枪拆解成三部

分藏了起来，枪身藏在村里贺家祠神牌

中，枪机藏在岩洞中，子弹埋在天井的凤

尾树下，等待革命队伍再次召唤时让这

枝枪继续为穷人打天下。敌人为了得到

这枝枪，将贺国庆的父亲和弟弟先后杀

害。但不管敌人如何残酷迫害，这枝枪始

终被保护在莲花革命人民手中。1927 年

底，毛泽东引兵井冈，创建革命根据地，

莲花县也重新成立了农民武装赤卫队。

东躲西藏了许久的贺国庆找到赤卫队，

献上了全家人用鲜血和生命保存的这枝

枪。赤卫队长陈竞进接过这枝枪，与全体

赤卫队员面对党旗庄严宣誓：枪在火种

在，星火要燎原！1929 年 2 月，贺国庆在

攻打湖南攸县漕泊乡的战斗中牺牲，但

他保枪、藏枪、献枪的故事激励着广大战

士和当地群众，以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

投入革命。

保留革命火种的野高滩不散摊冶

1927 年 9 月 25 日，毛泽东率领秋

收起义部队经萍乡芦溪向莲花进军，在

山口岩遭国民党军队袭击，总指挥卢德

铭为掩护主力部队撤退英勇牺牲。部队

在进退两难之际，毛泽东想起了在考察

醴陵农民运动期间认识的莲花县高滩村

青年党员王佐，便派人找到王佐，让王佐

当向导，翻过高步岭进入莲花县高洲乡

高滩村休整部队。在高滩期间，部队在王

氏祠堂前召开了行军会议。会上，毛泽东

引经据典讲述了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忍辱

负重以三千甲兵打败吴国生摛吴王、项

羽破釜沉舟以少胜多大败秦军的故事，

号召大家不要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要

从挫折中振作精神，看到光明和希望，决

不能在“高滩散摊”。高滩行军会议的召

开，扫除了部队一路走来的悲观情绪，坚

定了士兵信念。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带领

秋收起义部队打了起义以来的第一个胜

仗，使得工农革命军士气备受鼓舞。1928

年 5 月，由于叛徒出卖，王佐惨遭杀害，

年仅 21 岁。同年 10 月，中共莲花县委决

定将王佐烈士所在的高滩支部命名为

“王佐支部”。毛泽东在莲花关于“高滩不

散摊”的讲话，为引兵井冈奠定了基础，

照亮了中国革命的航向。

渊胡涛冤

笋子梁袁 位于四川省万源市白沙

镇以北袁海拔近 2000 米袁三面临深沟袁
南北两坡高达百余丈袁 山势十分陡峭

险峻袁 恰似一根巨大的石笋屹立在群

山之间袁故名野笋子梁冶遥 1934 年 2 月袁
红四方面军反野六路围攻冶中袁红军被

围困在笋子梁山顶遥 担任掩护任务的

12 名战士袁战袁用生命谱写了一首壮丽

的史诗遥
1933 年 10 月袁四川军阀刘湘纠集

四川大小军阀部队袁 向川陕革命根据

地发动野六路围攻冶遥 10 月中旬袁宣达战

役胜利后袁红军解放了宣汉尧达县尧万

源 3 座县城遥 11 月袁 红四方面军第 12
师第 34 团 2 营 1 连奉命进驻万源重要

门户之一的笋子梁遥 白沙独立团 3 个

连分别驻守在笋子梁左右两侧袁 指挥

所设在位于山顶的苏维埃代表周德六

家遥 入驻笋子梁后袁红军抓紧时间挖堑

壕尧筑木城袁同时筹备粮食尧弹药等物

资袁时刻准备战斗遥 当地群众在村苏维

埃组织下袁冒风寒尧踏积雪袁为红军送

粮食尧盐巴尧猪肉等袁并帮助修筑工事遥
仅一周时间袁 红军就从山腰到山顶筑

起 7 道十分坚固的木城遥
1934 年 2 月袁 敌军勾结曹家尧白

沙尧城口双河等地民团尧土匪千余人袁
连续数次向笋子梁发起偷袭遥 红 34 团

和白沙独立团相互配合袁 对来犯之敌

给予狠狠打击遥
敌军见硬攻失败袁便施诡计袁一面

利用军阀淫威袁 威胁拉拢白沙独立团

叛变袁 一面派奸细扮作给红军送粮食

的群众袁借机打探红军信息遥
一天夜里袁敌军向红 34 团特务连

发起袭击遥 特务连除少数人突围外袁
其余全被敌军杀害遥 紧接着袁敌军分

三路向笋子梁进攻袁红军背对悬崖三

面迎敌遥 红军利用掩体向敌军开火袁
打得敌军措手不及尧连连后退袁只能

在远处用大炮向红军阵地猛烈轰击遥

红军依托险要地势和坚固工事袁 数次

击退敌人的进攻遥
然而袁红军弹药得不到补充袁粮食

无济袁处境艰难遥 当敌军再次进攻时袁
战士们只能用剩余的子弹和手榴弹打

击敌人袁然后手握大刀冲向敌阵袁杀得

敌人一时不敢上前进攻遥 1 连连长根据

敌我战况袁决定分兵突围袁留下 12 名战

士负责掩护袁其余战士分路突围遥
12 名战士立即分散占领山顶险要

地势袁收集山上剩余的枪弹袁将大量的

石头尧木头堆在阵地前迎击敌人遥 敌军

以为山上还留有大量红军袁纠集上千人

在炮火支援下向山顶发起进攻遥 12 名

战士英勇顽强袁 将一颗颗子弹射向敌

人遥子弹打光了袁战士们就用刺刀尧枪托

与敌人搏斗遥最后袁为了不被敌人俘虏袁
伤痕累累的 12 名战士纵身跳下悬崖袁
牺牲在笋子梁山下遥 1 连连长和突围的

战士也在后来的战斗中全部壮烈牺牲遥
我们至今仍未能知晓笋子梁十二

勇士的姓名袁只能想象当年他们青春年

少袁但在生死面前无畏尧在敌人面前不

退噎噎90 年过去袁 他们的事迹从未被

遗忘遥 红军用生命谱写的壮丽诗篇袁将
被世人永远传唱遥

渊王发祯冤

以点破面的经典战例：铁原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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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在火种在，星火要燎原
———江西省莲花县革命烈士纪念塔碑文敬读

铁原阻击战，是抗美援朝战争第五

次战役后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63 军

为遏止“联合国军”北进，于 1951 年 5 月

下旬至 6 月 10 日在朝鲜涟川、铁原地区

进行的阻击战。在历时十几天的防御作

战中，志愿军第 63 军顽强抗击美军 4

个师的轮番进攻，共歼敌 1.5 万余人。此

役是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以点破面的

经典战例，通过这次顽强的阻击战，粉

碎了美军抢占铁原、摧毁志愿军后方基

地和交通枢纽的企图，为稳定朝鲜战场

局势作出了重大贡献。

灵活机动袁坚守铁原

铁原，位于朝鲜半岛的最中央，南

通汉城，北达平壤，是半岛交通大动脉

的汇集点。这里山脉连绵，群峰耸立，向

北就是一览无余的平原地带。1951 年 5

月 27 日，北犯的“联合国军”进占汶山、

永平、富坪里一线，企图占领金化、铁原、

平康“铁三角”地区。28 日，美军第 1 军

和第 9 军占领涟川以南金谷里、永平及

汉滩川一线，直逼铁原。军情紧急，志愿

军司令员彭德怀电令志愿军第 63 军并

指挥志愿军第 65 军第 194 师，迅速在涟

川、铁原之间，东起古南山，西至临津江

畔，正面 25 公里，纵深 20 公里的地域

组织防御，坚决阻击敌军进攻。此时，志

愿军防御正面是美军的 4 个师共 4.7 万

余人，而第 63 军仅有 2.4 万余人。在武

器装备方面，美军共有 1300 多门火炮、

180 余辆坦克，还有空军支援，第 63 军

的火炮仅有 240 余门，既无坦克也没有

飞机。

阻击的时间是 10—15 天，时间紧任

务重，第 63 军指挥员没有时间犹豫，在

部队开进中进行各种战前准备工作。在

兵力部署上，采取纵深梯次、少摆兵多

屯兵的方法；在火力组织上，充分发挥

各种火炮和短兵火器威力；在战术运用

上，采取正面抗击和侧翼反击相结合的

方法。为防止敌人利用机械化装备和空

中优势首先从涟川打开缺口，军部命令

第 187 师、第 189 师第 567 团把主要力

量放在卡口子，防止敌人从涟川方向突

破。同时，在修筑工事时，多设假阵地、

假情况，以诱骗敌机。为及时准确掌握

情况，军部给涟川公路两侧各团架设直

通电话线，并将军炮团 16 门野炮和炮

兵第 44 团 8 门榴炮加强给第 187 师。

此外，根据防御正面宽、坚守时间长等

情况，充分利用山地有利地形，从南到

北构筑 3 道防御阵地。实践证明，面对

高度现代化装备的强敌，组织大兵团转

移，必须估计到敌军依靠其摩托化和机

械化装备实行快速反扑，因此转移必须

有运动防御的周密部署和组织，必须有

一线、二线甚至三线的防御部署，实行

交替掩护，逐次转移，才不致为敌所乘

陷入被动。

巧创新战法袁以劣胜优

在这次阻击战中，“联合国军”不仅

有绝对装备优势，还具有人数优势，在

这种情况下，志愿军如果仅靠顽强死

守抗击敌人，就有可能付出极大伤亡，

甚至无法完成阻击任务。志愿军充分

发挥集体智慧，巧创新战法。第 189 师

总结美军不敢不顾侧翼、孤军突击的

弱点，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拔碎牙”战

术。具体来说，就是将全师分成 200 多

个战斗小组，分别坚守 200 多个防御

要点，每个战斗小组以战士党员为核

心，老兵为骨干，再加上一个新兵组

成。由此，每个防御要点上的兵力火

力，都变成美军一块难啃的骨头。等美

军把这 200 多块骨头啃完，就别想再

有力量跨过铁原。这个战术是以坚强

的党、团员构成的战斗单元，是在无数

次残酷战斗中形成的过硬作风。实践

证明，“拔碎牙”战术非常有效，自 6 月

1 日至 3 日仅 3 天，第 189 师以不足万

人的兵力，击毙美军 5000 多人，创下

第 19 兵团 12 个师的最辉煌战绩。战

后，美第 9 军第 24 师少校罗伯特在回

忆录中说道：“（在铁原）我们仿佛陷入

了一个无法发力的陆地沼泽，总是觉

得找不到要打的目标，又发现目标到

处都是……”

第 188 师第 563 团第 3 营第 8 连连

长郭恩志带领全连官兵，奉命担负铁原

地区 255.1 高地阻击任务。他们根据战场

地形和战场态势，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自

创“三朵花”（梅花尧荷花和一串红）战术，

即首先利用迫击炮在敌人冲击队形前后

左右各打一发炮弹，成一个梅花形，将敌

人赶到中间，然后用重机枪对敌人密集

队形的中间进行射击，给敌人送上“一串

红”，迫使敌人向左右两侧分散兵力，最

后我军两侧反击分队从左右翼插向敌人

队形后，形成“荷（合）花”状，一举将敌人

包围歼灭。第 8 连官兵用这个自创的“三

朵花”战术，协调一致打了一场漂亮的歼

灭战，圆满完成迟滞敌人、掩护主力转移

的任务，为二线防御部队做好防御准备

争取了宝贵时间。

敢于挑重担袁敢于打恶仗

铁原阻击战的成败，关系志愿军能

否彻底停滞敌军进攻。在敌军进攻第一

天，彭德怀 3 次打电话给第 63 军指挥

员，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顶住“联合国

军”的进攻。当时的第 63 军，已连续作

战 1 个多月没有得到补充，粮食弹药供

应严重不足，战斗和非战斗减员相当严

重，再加上部队长期高强度连续行军作

战，身心已接近生理极限。第 63 军党委

发出指示，要求全体指战员“敢于挑重

担，敢于打恶仗，不叫苦，不叫累，不怕

孤军作战，不怕流血牺牲，发挥独立作

战能力，像钉子一样，钉在前沿阵地

上”。随后，部队各级进行深入广泛的政

治动员，战士们纷纷表示：人在阵地在，

誓与阵地共存亡。

在此次战斗中，第 187 师第 561 团第

3营，顶住数倍于己的敌军 10 多次进攻，

坚守阵地 4 天 3 夜，毙伤敌 1300 多人，为

稳定第一线防御阵地起到了重要作用，被

军部授予“守如泰山”锦旗。第 563团第 3

营第 8连连续奋战 4 昼夜，打垮敌人一个

加强团的 13 次冲锋，以伤亡 16 人的代

价，毙敌 800 余人的辉煌战绩，荣获“特功

第八连”称号，连长郭恩志被记特等功，荣

获“一级战斗英雄”光荣称号。此外还有

“攻如猛虎、守如泰山”的第 577 团第 5

连，以及“独胆英雄”徐申等英雄团体和模

范个人。战后，彭德怀专门到第 63军看望

指战员，称赞官兵们打出了军威，打出了

中国人的志气，并深情地说：“祖国人民忘

不了你们，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渊颜慧冤

笋子梁十二勇士：

至弹尽粮绝，纵身跳下百余丈悬崖

中华英烈

我军进军西藏时，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两本册子的历史见证

在西藏军区军史馆中，收藏着一个

手掌大小的黑色小皮包。皮包里有两本

发黄的小册子，一本是《进军守则》，由第

18 军政治部于 1951 年 1 月编印，后附

《入城纪律》等；另一本是常用会话汉藏

双语的小册子。这两本小册子见证了70

多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8 军进藏时，

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历史。

1949 年底，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

南获得决定性胜利的形势下，西藏地方

当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扩充军队、购

置军火，妄图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

为完成解放全国的历史使命，中共中央

决定采取军事进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

的方针解放西藏。1950 年 1 月 2 日，中

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中共中央西南

局担负进军西藏及经营西藏的任务。6

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决定由

第 18 军执行解放西藏的历史任务。

2月 1日，第 18军党委发出《进军西

藏工作指示》，要求全军立即从政治动

员、物资准备、组织整顿三方面入手，做

好进军西藏的各项准备，并号召全军指

战员必须以艰苦紧张的工作来保证完成

任务。为提高部队执行民族宗教政策、团

结藏族同胞的认识，第 18 军成立了政策

研究室，对西藏的军情、社情，特别是宗

教和风俗习惯进行全面调查研究，并根

据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解放

西藏的方针政策，最终形成了一份包含

34 条具体内容的《进军守则》。《进军守

则》不仅对部队行军途中如何克服艰苦

自然环境、爱护装备物资等作了细致的

规定，也对执行党的群众纪律、民族宗教

政策等作了详细的说明和要求。

次年 8 月，西南军区再次指示第

18 军要结合实际情况修订和充实《进

军守则》，严守党纪、军纪，人人争做执

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模范。《进军守

则》是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军队纪律结

合藏区情况的具体化，简明通俗，便于

落实，给进藏部队人员的言行举止以明

确具体的规范指导。

为有效促进同西藏人民交流，便于

部队执行《进军守则》，第 18 军号召全

员学习藏语、藏文。为此，第 18 军政策

研究室专门编写了常用会话汉藏双语

读本，供官兵学习使用。拿着守则、说着

藏语的第 18 军官兵，得到广大西藏同

胞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拥护。

第 18 军全面进驻拉萨后，以更高

标准执行政策纪律，尊重当地群众的宗

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帮助群众生产劳

动、修桥补路，赢得了广大西藏群众的

真心认可和拥护。

渊何立冤

1951年 1月袁第 18军政治部编印的叶进军守则曳和常用会话汉藏双语册子

川陕革命根据地万源保卫战战
史陈列馆内的笋子梁十二勇士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