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019年8月1日 星期四
时代湾区E-mail：fukan2019@sina.com 电话：010-64294501

本版主编 红 孩 责编 张 昱

革 命 先 烈 黄 学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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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学增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广东领导人之一，

1900年出生于广东省遂溪县敦文村。他在广东轰轰

烈烈开展工农运动，也把革命火种带回了广东南路，

出色地领导了南路地区的国民革命运动，被誉为“广

东四大农民领袖”之一。

广东不但是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而且是现

代中国革命的“发动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

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下，大革命风暴如工

农运动、省港大罢工和东征、北伐战争都是从这里出

发，然后迅速席卷全国。

广州是影响黄学增走上革命道路、开展革命活

动最重要的地方。他在这里寻求革命真理，实现人

生重大转折。1920年，他考入广东省立甲种工业学

校后，开始投身各种进步活动和斗争。

黄学增积极推动和维护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

的“三大”以后，黄学增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积极

动员青年参加国民革命。

广东省农民协会成立后，黄学增当选为执行委

员会委员。在省农民协会的统一指挥下，广东农民

开始系统地开展行动，形成声势浩大的“广东农潮”。

1925年10月，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会

议在广州召开，选出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黄学

增与彭湃、杨匏安等共产党员，在省党部担负工运、

农运党务工作。

1926年 1 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广州召开。会上，黄学增斥责了湖南军阀赵恒锡

的罪行，提议营救工人领袖刘少奇。会议通过了黄

学增的提议，通电全国，要求赵恒锡立即释放刘少

奇。在全国各地各界的强大舆论压力和多方营救

下，刘少奇终于在1月16日获释。

黄 学 增 积 极 投 身 广 州 近 郊 花 县 农 民 运 动 。

1923 年秋，黄学增同阮啸仙、周其鉴等人筹备成立

农会，进行农民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取得了显

著成绩。

黄学增还积极参加领导工人运动。1925年 7月

3日，黄学增与廖仲恺、邓中夏等人，受聘为中华全国

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顾问，指导省港罢工工人的

斗争。8月1日，黄学增出席省港罢工工人第七次代

表大会，发表演说，阐明了广东农民全力支持省港大

罢工的立场。1926 年 5 月 1 日，广东省第二次农民

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黄学增任秘书长并主持大会，

会上再次号召全省农民支援省港大罢工。

1924年11月初，广宁县农民自卫军与地主阶级

武装在潭布区发生激烈战斗。黄学增与赵自选、阮

啸仙等受中共广东区委的派遣，迅速入广宁协助彭

湃、韦启瑞，加强对广宁农运的领导。

黄学增是深圳地区党组织的创始人。1924 年

下半年，中共广东区委派遣黄学增等人，以国民党

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份来到宝安县，黄学增驻第五

区，他们首先在沙井、松岗一带开展农民运动，并积

极从事建党工作。1925年 7月，成立了深圳地区最

早的党支部——中共宝安县支部，黄学增任书记，

积极培养农民运动骨干。年底，在 5个区建立起 11

个党小组。

党组织的建立，迅速推动了省港大罢工运动在

宝安县的深入开展。11 月 14 日，黄学增以省港罢

工委员会顾问和农运特派员身份来到沙井，协助省

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查办土豪劣绅的恶劣事件，遭

到土豪民团袭击。最后，交由省港罢工委员会上诉，

要求国民政府对土豪进行严肃处理。

1927年 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西江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4月中旬，广东区委派出

农运领导干部黄学增到西江主持武装暴动。4月下

旬至 8月底，黄学增组织和发动肇庆反蒋起义、郁南

都城暴动、四会人民的反抗斗争，罗定、横岗再次暴

动等系列暴动。黄洲会议后，黄学增领导的西江特

委根据形势，在8月至11月相继发动广宁江美坪、高

要乐城、广利等地武装暴动，有力地打击了敌人。

1928年 1月，广宁暴动（螺岗暴动）爆发。农民赤卫

队 300余人进驻螺岗，召开 3000多人的群众大会，宣

布成立广宁县苏维埃，影响很大。

1928 年 5 月至 6 月初，琼崖暴动遇到严重挫

折。省委决定派黄学增为琼崖巡视员，到琼崖主

持恢复工作。经过努力，琼崖革命力量逐步得到

恢复和发展，11 月 16 日至 24 日，黄学增出席在香

港召开的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当选广东省委候

补常委。会议决定将南路、琼崖两个特委合并为

南区特委。

1929年 1月 18日，黄学增由省委候补常委递补

为常委。5 月 26 日，省委决定立即重建中共琼崖特

委，要求黄学增以省委巡视员身份重返琼崖指导工

作。6月初，黄学增返琼崖后，隐蔽在海口市福音医

院，开展秘密工作。但是，1929年 7月，因叛徒出卖，

黄学增在海口市被国民党逮捕，同月，英勇就义于海

口市红坎坡。

黄学增在当地的大革命洪流之中迅速成长，助

力这里革命运动的发展。同时，他把革命火种带到

了南路和琼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片土地对现

代中国革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第一，推动了南路革命运动的兴起。1922 年 7

月至8月，黄学增返乡成立“青年同志社”。1925年 9

月，黄学增被任命为中共广东南路特派员，返乡成立

了雷州半岛第一个党组织——雷州特别支部。1927

年 4月，中共南路特委书记黄学增策划发动南路农民

武装暴动。5月 19日遂溪县第六区农民自卫军举行

武装暴动。6 月 25 日，农军举行震撼南路的乐民武

装起义。

第二，扭转了琼崖暴动遭受严重挫折的革命局

面，为琼崖恢复革命力量铺垫了道路。1929年，黄学

增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黄学增任师政

委。经过艰苦努力，琼崖党的力量逐步得到了恢复

和发展。

第三，黄学增不时撰写文章提出革命主张，对全

省乃至全国开展工农运动起着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

用。1926年 4月 1日，他撰写的《广东南路各县农民

政治经济概况》发表在《中国农民》杂志上。1926年

8月，黄学增为纪念廖仲恺先生遇害一周年，写了《仲

恺先生死了吗？》一文。1929年 6月，黄学增写的《省

港罢工时代之广州四郊农民》，在《红旗》周刊第 16

期刊载。

黄学增的生命是短暂而光辉的，党和人民没

有忘记这位红色旗手。1960 年 2 月 10 日，周恩来

总理到湛江视察工作时，特别向湛江地委领导介绍

了黄学增的革命事迹。为落实周总理指示，中共湛

江地委迅速拨专款修建黄学增故居和纪念亭，陈列

和宣传黄学增的革命事迹，供后人参观学习，弘扬黄

学增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让

黄学增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永远传承下去。

（作者系中共深圳市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时代湾区”专栏特邀作者）

40 年前的 1979 年，宝安县升

格为市，改名为深圳，一座年轻的

城市诞生于古老的土地上。深圳

原来是个墟镇的地名，意思是“深

的河沟”，而宝安这片土地，历史

要悠久得多，在历史上曾经叫宝

安、新安。

深圳市成立后不久，为了特

区建设需要，根据中央军委的命

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

部队一支队组织一个团的兵力，

从冰天雪地的东北，南下到郁郁

葱葱的南海之滨，参加共和国最

年轻的一座新城的建设。从此，

一支部队与一座城市的命运紧紧

连在了一起。

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

部队成立于 1966 年，诞生于新中

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秉承人民

军队的优良传统，肩负起共和国

尽快实现工业化的重任，承担着

国家大型基本建设和国防工程建

设任务。最鼎盛时，基建工程兵

兵力达到近50万人。

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做出了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战略决

策，基建工程兵部队兵种撤销，实

行向地方建设大军的战略转型。

基建工程兵的2个师2万人奉命调

入深圳集体转业，成为深圳特区

建设施工的生力军。

在大家的想象中，毗邻香港

的深圳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城市，

但刚一下火车，眼前荒凉、落后的

景象，让人大吃一惊：市区街道狭

窄，房屋建筑破旧，连内地的许多

县城都不如。罗湖老东门一带是

市区中心，街道很短，点上一支烟

还 没 抽 完 ，就 从 这 头 走 到 了 那

头。最高的楼房是深圳戏院和对

面 5层高的深圳旅店，街道很多地

方都是土路。

使命就是冲锋，没有时间停

下来叹息，广大干部职工立即投

入了安家、拓荒的战斗中。当时

深圳经济特区的居民有 2万人，而

调入的两个师加上家属、子女多

达 4万人，两倍于当地居民，吃饭、

喝水、住宿都是大问题。进入深

圳第一天，很多干部职工就开始

挖地为灶，支锅煮饭。没有水喝，

就就地掘井，或者将工程车改成

运水车，从市里拉水喝。他们学

习当地民工队的办法，为解决住

的问题，用毛竹搭架、编竹叶为竹

排做墙、牛毛毡盖顶防雨。一夜

之间，深圳荒草地上冒出了几百

栋竹棚，这就是南下拓荒、深圳建

设者们最初的家。就这样，他们

在祖国的南疆扎下根来，竹棚冬

天不遮风，夏天不避雨，一个火星

就会燃起大火，若一个不小心，干

竹燃起烈火，干部职工的家园就

会化为灰烬。

刚落户深圳的前几年，由于

全国压缩基本建设战线、艰难摸

索市场经济的路子、遭遇强台风

袭击等多种原因，遇到了难以想

象的挫折和困难，吃了很多苦头，

也走了一些弯路，一些干部职工

甚 至 陷 入 了 非 常 困 难 的 境 地 。

1986年《特区文学》第5期，发表了

我和吴启泰同志撰写的中篇报告

文学《深圳·两万人的苦痛与尊

严》，反映了当时他们遇到的困难

和挫折，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

反响。

然而，苦痛是意志的磨刀石，

挫折是成功的考验关。面对挫折

和困难，深圳建设者们不怕失败，

从头来过；敢打硬拼，迎接挑战；

不怕困难，日夜奋战。他们先后

建起了一批深圳最早的标志性建

筑：高档的友谊商场和泮溪酒家，

庄重的市委办公大楼，特区第一

栋楼、高 20层的深圳电子大厦；参

与了当时中国第一楼、53 层国贸

大厦的建设，为创造闻名全国的

“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出大

力、流大汗。

在集体转业 10 年后，深圳的

建 设 者 们 迎 来 了 辉 煌 时 期 。

1991 年，由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

组建的深圳市建设集团，被评为

年度深圳市最大国营盈利企业第

三名、最大房地产企业第一名。

1995年建设集团被国家建设部评

为全国先进施工企业。1993 年、

1994 年，国家有关部门分别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两

次召开关于深圳市建设集团改革

经营制度研讨会。《人民日报》大

篇幅报道了深圳市建设集团的经

验。彩虹总在风雨后，广大干部

职工在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新征

程中，交出了一份令人民满意的

答卷。

据 不 完 全

统计，这支队伍

在 深 圳 建 成 了

高层、超高层建

筑上千栋；参加

了福田中心区、

车公庙、深圳湾

等片区以及深圳机场、皇岗口岸

保税区等移山填海约 40平方公里

项目的施工；参与了深南大道、北

环大道等市政道路和桥梁（立交

桥），深圳体育场馆等大运会项

目，报业大厦、中心书城等文化产

业项目，师范学院、深圳大学医学

院等高等院校，人民医院、红会医

院等三甲医院，及许多居民住宅

小区和商业办公楼等公共设施的

建设。可以说在深圳这片热土

上，每一处土地上都洒下了广大

干部职工的汗水。

2018年全国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撰写

的《深圳拓荒纪实》一书。书名还

有一个副标题：一座城，两万人，

四十年。在过去 40 年的时光里，

在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中，2万干

部职工的艰苦奋斗与一座城的命

运紧紧连在了一起，同命运，共发

展，把南方边陲小镇建成了现代

化大都市。

在深圳市委大门口，著名雕

塑家潘鹤创作了一座铜牛雕像：

老牛勾头蹬腿，鼻喘粗气，筋肉凸

暴，用尽浑身力气，正在将一个深

埋在土地里的千年老树连根拔

起。铜牛雕像是那样形象传神，

深得市民喜爱，人们为铜牛起名

为“拓荒牛”，一致公认拓荒牛就

是深圳创业初期建设者们的形

象。我在《深圳拓荒纪实》中写了

这样一段话：“也许可以这样评价

这支队伍：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窗

口，这支队伍是变革者、弄潮儿；

深圳是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试验地，这支队伍是实践者、成功

者；深圳是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前哨阵地，这支队伍是

马前卒、排头兵。”

广大干部职工在深圳拓荒创

业过程中创出的拓荒牛精神，是

深圳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深

圳在改革开放 40 年里，一直保持

高速发展的势头，创造出经济腾

飞的奇迹，拓荒牛精神是其精神

力量的源泉。深圳的拓荒牛精

神，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

安精神等一脉相承，构成我们中

华民族的精神内核。

（作者系深圳市委宣传部原

副部长，深圳市关工委常务副主

任，“时代湾区”专栏特邀作者）

身为曾经的中国军人，虽没有亲历过战争，但

对参加过战争的父亲、母亲和他们的战友、前辈非

常崇敬。

父亲经历过剿匪、辽沈、平津和解放华中、华南

的大战，他所在的部队，是战功卓著的英雄部队。母

亲 所 在 部 队 的 前 身 ，则 是“ 华 南 抗 战 的 一 面 旗

帜”——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抗日战争

胜利后，为了国内和平，东江纵队骨干北撤山东。因

特殊原因，大多数留下来的同志，又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恢复武装，最终经中共中央军委编制，成为中国

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

命名为粤赣湘边纵队，是因为部队活动在整个

粤赣湘边区。这里幅员广大、纵横千里，西起粤汉铁

路，东至潮汕兴梅，北依巍峨五岭，南临浩瀚大海，包

括广东的始兴、南雄、曲江、连平、五华、兴宁、紫金、

增城、惠阳（含惠东）、宝安、东莞、中山、顺德；江西的

南康、信丰、崇义、万安、泰和；湖南的桂东、汝城、耒

阳、郴县、桂阳等50余县的广大区域。

这是一支英雄的部队，曾解放了今天的深圳。

粤赣湘边纵队的指战员，是坚定的共产党人，是听党

指挥的骁勇军人，是为了人民、为了战友可以牺牲自

己一切的革命志士。这是一支英雄辈出的部队，涌

现出为了保护指挥部首长和同志们，用身体压住敌

人投来手榴弹的排长；有肠子被打出来，仍然奋勇杀

敌，最后献出生命的小战士；有被敌人逮捕，英勇不

屈惨遭杀害的女民运干部……

我之所以从小对这支部队的英雄事迹感受至

深，是因为不止一次听妈妈说起她英勇牺牲的二哥

曾振辉，他是粤赣湘边纵队东一支二团盐田税站的

站长。1949年春节后的一天清晨，国民党军趁雾色

突然包围了盐田税站。他在浓雾中向敌人开火，边

打边退向海边的避风塘，吸引敌人，为掩护其他同志

向山上撤退赢得了时间和机会。而他却因为腿部负

伤，行动不便，暴露在避风塘空旷的海滩上，被敌人

乱枪扫射，英勇牺牲，年仅21岁。

这支部队是粤赣湘边人民的子弟兵，数不清多

少男女老少加入这支部队，也数不清多少父老乡亲

曾经不顾危险，支援过这支部队。我的舅舅牺牲后，

敌人将他曝尸海滩，任由涨潮的海水把他冲走，是盐

田的人民群众悄悄把他收殓，埋葬在面向大海的小

山上……

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解放战争期

间，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作战部队由 1946 年冬的

470 人，发展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 3.8 万多人。据

不完全统计，从 1947 年 1 月至 1949 年 9 月，共进

行较大战斗 848 次，毙伤敌 7400 余人，俘敌 1.1 万

余人，合计歼敌 2.52 万人；缴获各种火炮 78 门，轻

重机枪 934 挺，长短枪、卡宾枪、手提机枪 2.38 万

支，军用物资不计其数。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斗争，经

受了严峻的考验，这支部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做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粤赣湘边纵队指战员按组织安

排，奔赴粤赣湘桂乃至全国各地，投身社会主义建

设，我母亲就曾调往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他们始终坚

持革命的理想和信念。改革开放后，他们大多已成

为领导干部，依然不忘初心，艰苦奋斗。从建立特

区，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深圳的中层和基层领导干

部很多还是他们。可以说，深圳今天的基础是他们

亲力亲为奠定的。

2019年 7月10日，深圳市原粤赣湘边纵队战友

联谊会、深圳市东纵边纵研究会会员，龙华办事处、

龙华弓村、福田水围、平湖山厦、罗湖蔡屋围等当年

革命老区的领导干部、群众代表及社会各界嘉宾

600 余人，在深圳市龙华区弓村召开了纪念边纵成

立 70 周年暨《大转折——深圳 1949》新书发布会。

深圳市政协主席戴北方到会祝贺，并发表了热情洋

溢的讲话。

此次纪念大会隆重举行，充分体现了老同志们

在新时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他们不顾双

目失明、不顾年老体弱、不顾风雨袭扰，执意出席，充

分体现了他们对峥嵘岁月的缅怀和对党的事业寄予

的期望，体现了东纵边纵老同志的后人继续传承红

色革命传统，将前辈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决心。

粤赣湘边纵队的英雄事迹以及革命精神，如今

仍在传承发扬，成为我们伟大人民军队优良革命传

统的组成部分。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深圳市东江纵队粤

赣湘边纵队研究会会长，“时代湾区”专栏特邀作者）

我曾有一段时间居住在陵园西路上，不远处，就

是著名的广州烈士陵园。每有朋友来访，总习惯带

他们到里面的陵园转转。作为 1927 年广州起义烈

士的安葬地和纪念地，烈士陵园多年前就已成为

广州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

物保护单位，园内佳景“红陵旭日”更是“羊城新八

景”之一。

时常看到有人在纪念碑前肃穆地站立，或是一

圈圈绕着墓地走，像是在沉思和缅怀。也常有学校

组织学生前来参观，导游讲解着陵园的历史。更多

时候，是老人在这里晨练，傍晚，居民沿着陵园大道

散步，闲聊之间是日日如常的平淡闲适。

广州人生活在这座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旁

边，无论老翁还是孩童，都对广州起义耳熟能详。恢

宏庄严的陵园、雄壮沉重的历史，与悠闲的生活在这

里得到了统一。

作为近现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广州是一座当

仁不让的英雄城，这片老城区中遍布像烈士陵园这

样的红色历史遗迹。中国共产党早期一系列重要革

命活动在广州开展，并由此走向全国。中国共产党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地方

军事机构、第一个地方纪检监察机构、第一个全国性

的工会领导机关、第一个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

和第一个城市红色政权等均在这里诞生。这些红色

历史遗迹，并非隔绝于市民生活之外，大多原址留存

于广州老城区的闹市之中，与居民小区、办公大楼交

相辉映，成为广州独特的文化景观。

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和春园，掩映在

民国别墅群中，周围是小学及幼儿园，放学后孩子们

结伴走过红墙，响起悦耳的童声。中华全国总工会

旧址，与刚停运的越秀南汽车站近在咫尺，曾有无数

乘客在这里抵达和出发。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

址，与广州最热闹的商业街中山五路、北京路仅几街

之隔，年轻人从店铺前走过，当年毛泽东同志讲演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声音仿佛萦绕在耳边。

曾有细心的人绘出广州老城区越秀区的“红色

文化地图”，数十个近代革命历史遗迹，大多保存完

好，一一掩映于闹市的绿树丛中。沿着这地图行走，

在感知广州千年商都风貌和繁华市民生活的同时，

也得以重温这里的红色记忆。

如何充分利用红色文化资源，更好地教育我们

的下一代，了解和铭记一段段血与火的历史，广州的

做法值得借鉴。不是将历史遗迹隔绝于市民生活，

而是将它们融于市民生活中，使之与热闹生动的都

市生活交织相容。

不久前，广州越秀区以红色历史遗迹为“圆心”，

动员附近中小学的少先队员，以自发报名的形式，组

成红色宣讲队，通过“小手牵大手”的方式，让更多人

了解红色历史，感受红色文化。迄今已有800多名小

讲解员参与。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小小讲解员而言，

这样的活动意义非凡。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向人

们讲述广州英雄城的光荣历史，是对红色文化最好

的传承。

曾有人问我为何选择住在陵园西路，我说，是为

整条道路两侧高耸入云的木棉树所吸引，花城有好

花，一树红莺啼，木棉花正是广州这座英雄城的市

花，我们又称它为英雄花。每到初春二三月，这里到

处红彤彤一片，花团锦簇，奔放热烈。英雄的木棉花

点缀着广州的红色史迹，也映衬着这座英雄之城传

承革命文化的初心底色。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时代湾区”

专栏特邀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