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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年开春，市委、市
政府部署推动“红色领
航、生态领向、产业领跑、
改革领先，促革命老区高
质量发展”工作，吹响了
奋力拼经济、全力促发展
的冲锋号。扎实推动“四
领一促”工作，这是我市
对标省委部署要求，深化
拓展“三争”行动，推进三
明全方位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抓手。

当前，全市正凝心
聚力，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上下一盘棋，立足
三明发展实际，以“争
优、争先、争效”的高度
自觉，锚定革命老区高
质量发展航向，发挥红
色文化的思想领航、绿
色生态的潮流领向、产
业转型的创新领跑、改
革 开 放 的 政 策 领 先 作
用，真抓实干，瞄准新赛
道，锐意进取，攻坚克
难，着力扬长挖潜，培育
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奔
赴新高地，增创新优势，
蓄积新动能，全面推进
经济社会发展。

为更好地深化拓展
“三争”行动，推动“四领
一促”工作，本报从本月
起每月推出一期“深化
拓展‘三争’行动 推动

‘四领一促’工作”专号，
从《红色领航》《生态领
向》《产业领跑》《改革领
先》四个版块，全方位、
多角度展示全市各地比
学赶超、比拼亮晒、争先
创优、争创一流的新成
果新风貌，推动全市上
下同心协力，抓住机遇，
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
强的行动自觉、更实的
工作举措，全力以赴推
动“四领一促”工作落实
落细，取得实实在在的
成效，奋力跑出三明革
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加
速度，谱写中国式现代
化三明新篇章。

最是一年春光好，万物生辉，
桃红柳绿。

3月16日，在大田县均溪镇玉
田村大田“第二集美学村”旧址，古
典式的学村门楼主体浇筑完成，工
程机械正有条不紊地吊卸建筑材
料。“门楼参照集美大学的门楼设
计，3 月初施工，4 月底可竣工，相
关工作有序推进，为保护与利用项
目进展提速打下了基础。”大田县

“第二集美学村”保护与开发工作
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林昌儒介绍。

大田“第二集美学村”是抗战
时期，内迁大田县的集美水产航
海、商业、农林 3 所职校及附属玉
田国民学校旧址总称，现为省级爱
国主义教育、传承红色基因教育、
党史学习教育和社会科学教育基
地，入选国家级第三批抗战设施、
遗址名录。2023年，学村旧址保护
与利用项目列入县重点建设项目
和沪明合作重点项目，目前已完成
前期项目规划、筹资、征迁等工作。

▶ 红色革命历史厚重

玉田村红色革命历史厚重，是
三明市首批12个“中央红军村”之
一。1929年8月，朱德率领中国工
农红军第四军二、三纵队和前委机
关3000多人出击闽中。8月21日，
部队抵达大田县城郊区进驻玉田
村，红军首长在村民范文慰带领
下，爬上山顶察看地形，回到范家
宗祠官厅后，分兵三路攻打县城制
高点霞山、白岩山、马路岭炮楼。

“当时，玉田村建立了苏维埃
政府，组建了农会、赤卫队、儿童团
等组织。”林昌儒说，红军驻扎在玉
田村期间，军民关系十分密切，百
姓协助红军站岗放哨，提供情报，
农民子弟踊跃参加红军。

今年 73 岁的大田“第二集美
学村”志愿服务队创办人范立洋描

述，玉田村群众在苏维埃政府领导
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
地运动，农民革命热情十分高涨，
积极支援红军，为红军送粮食。

1934年7月，红七军团奉命执
行北上抗日先遣任务，6000余人携
带160万份的抗日宣传品，在红九
军团护送下入闽。7月20日傍晚，
红军攻占大田县城，缴获枪支、无线
电台和1万余斤食盐，大田成为红
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攻占的第一座
县城。部队在县城及玉田村驻扎，
战士们拆除城墙的城垛，摧毁了凤
凰山、白岩山、霞山、禁山等处的民
团炮楼。同时，召开群众大会，宣传
抗日救国道理，揭露国民党出卖民
族利益等罪行，号召农民组织起来
打土豪分田，把没收土豪劣绅的粮
食和财产分发给贫苦农民。

“抗战胜利的希望在延安，中
国的希望在延安。”1940年11月14
日，爱国华侨、集美学村校主陈嘉庚
先生，率南洋华侨慰劳团回国慰问
各战区抗日将士后，特地来到大田
县，视察被迫内迁玉田村的集美职
校，作题为《有枝才有花 有国才有
家》的抗日演讲，表达抗战必胜的坚
定信念，阐发对集美师生的期盼和
厚望。在革命先辈们的影响下，大
田“第二集美学村”成立了地下党组
织，许多学生走上抗日救亡的革命
道路，革命烈火熊熊燃烧。

▶ 启动文化传承保护

“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
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唱响“风展红旗如画”红色品牌，
大力弘扬嘉庚精神，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

2012 年 3 月，大田“第二集美
学村”志愿服务队成立，宣讲抗战
故事，保护好红色文化遗存，为各
地游客提供服务。志愿服务队成

员至今有106名，接待团客1350余
批次、15.35万人。

“红四军攻打大田县城在玉田
村官厅成立指挥部，指挥部旧址于
2012年被修建成大田革命历史纪
念馆，成为大田县的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国防教育基地。”大田县党史
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卢作福回顾，
为了保护好“第二集美学村”和“中
央红军村”，县委、县政府把玉田村
渔池洋商住开发用地，调整为“第
二集美学村”保护与开发规划用
地，为此放弃了 40 多亿元房地产
开发经济收益。

2016 年 8 月底，大田县“第二
集美学村”保护与开发工作指挥部
成立，指挥部在县文体和旅游局设
立办公室，下设 6 个工作小组，明
确职责分工，确保各项旧址保护工
作有序开展。

“各工作小组多次赴厦门开展
对接工作，分别与集美校委会、
集美校友总会、集美大学、集美
水产航海学院等单位达成多项合
作协议。”林昌儒说，集美校委会
先 后 补 助 给 大 田 县 资 金 200 万
元，用于学村旧址陈嘉庚铜像、
抗战时期集美职校教师风范雕塑
的制作。

把学村旧址打造成承载历史
记忆的地标、百姓心中的老街、乡贤
心中的乡愁、集美大学永远的记忆、
大田红色文化的符号，同时打造城
区经济发展的新业态、群众就业增
收的好福地、沪明合作示范街区。

“2023 年，指挥部充分利用沪
明对口合作契机实施项目合作，委
托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编制了《大田县‘第二集美学村’红
色文化总体策划及修建性详细规
划》，项目区完成被征收房屋的现
场土地和房屋测量、二次装修登
记、房屋产权确认，规划设计方案
通过评审。”林昌儒介绍，学村旧址

总面积 3217.9 亩，现留存校舍 28
座，总投资6.37亿元。去年全年争
取到各类项目资金2.79亿元，其中
浦东新区对口合作400万元。

▶ 讲好大田红色故事

“反映大田‘第二集美学村’历
史文化故事的8集电视纪录片《烽
火弦歌》（暂名），剧本已经通过第
二次修改，即将由福建影视集团开
拍。”2月26日，大田县委宣传部部
务成员颜全飚参加改稿会后，迫不
及待地和同事分享。

为利用好革命文物、弘扬好革
命传统、传承好革命文化，全力推
进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大田“第
二集美学村”文化传承保护“八个
一”工程启动仪式，年初在学村旧
址举行。围绕传承和保护大田“第
二集美学村”历史文化，实施一批
文物保护和修缮项目、成立一支百
人志愿宣讲服务队、编排一场歌舞
剧、出版一本书籍、制作一部纪录
片、申报一个省级师德教育基地、
打造一个文化展示平台、开展一场
传承弘扬嘉庚精神活动。

“‘八个一’工程旨在传承和弘
扬好大田‘第二集美学村’所蕴含
的红色文化、抗战文化、爱国主义

精神、嘉庚精神，进一步打响历史
文化品牌，为陈嘉庚先生150周年
诞辰献礼。”大田县文体和旅游局
局长苏晋板表示，相关部门采取
EPC模式，对现存校舍和文物进行
抢救性保护和修缮，完成旧址群正
旺祖祠、顺善堂及红四军第二、三
纵队和前委机关指挥部旧址等14
个文物点的修缮工作。

指挥部围绕学村“红色是本
色”“绿色是底色”“金色是亮色”三
重景，以传承嘉庚文化、红色文化、
抗战文化等特色文化为主线，布置
展馆、展厅和纪事碑墙 18 处。规
划精品研学路线3条，制作陈嘉庚
在大田的抗战演讲《有枝才有花
有国才有家》历史文献片等视频作
品 7 个，成功举办《陈嘉庚与中国
共产党》展览开展仪式。

“我们以红色领航，拟邀集美
老校友二代、三代团访问大田，重
温红色、抗战故事，并全力协助大
田师德教育‘一台戏’各校导演和
主演，赴厦门体验嘉庚教育、学习
嘉庚精神。”县统战部干部黄宇婷
介绍，大田“第二集美学村”2023年
被列为“大思政课”教学实践基地
和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以来，成功
接待研学教育活动 370 批次、1.57
万人。

风展红旗如画
——大田“第二集美学村”喜焕新颜
●大田记者站 林生钟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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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宣讲
志愿者在“八个
一”工程启动仪
式上集体宣誓

“第二集美学村”旧址“官厅”历史陈列馆 （郑宗栖 摄）

“一位工人神色惶恐，佝偻卑
微，面前的资本家面孔如魔鬼般狰
狞，带刺的铁蹄简直要把他碾碎。”
这是近日在明溪县博物馆展出的
一组四幅红军纪念“五一”壁画描绘
的一个场景。画中人物的眉眼表
情清晰可辨，造型元素生动而富有
想象力，让参观博物馆的詹先生忍
不住驻足细看——

四幅壁画以漫画的形式创作，
风格统一，充满革命豪情。共同的
主题是声援“五一”国际工人运动，
博物馆命名为“红军纪念‘五一’壁
画”。落款时间1934年4月29日。
作者是“列宁室”。

詹先生好奇地问道：如此精美
的红色宣传画作在三明很少见到，
它在哪里被发现？创作背景怎
样？有什么样的故事？“列宁室”又
是什么机构？

壁画创作的时期正值第五次
反“围剿”战斗历程近半，当年 10
月，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
开始长征。1934 年 4 月是当时的
归化苏区斗争最为艰苦，最需要振
奋人心、凝聚斗志的时期。带着和
詹先生同样的疑问，记者采访了明
溪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
王永松。

“在三明地区，这样的红色宣
传画作确实少见。更多看到的是
标语、口号等形式。”王永松说，因
为当年具备这样漫画创作能力的

人才肯定是比较少的。
移步看另外三幅漫画，其一

是“美国街头工人们在示威。”图
中的芝加哥工人排起长队，义正
词严地向惊恐的资本家提出“三
八制”要求；其二是“五一”“力
量”“团结”的铁拳砸向穿礼服戴
礼帽、脑满肠肥的资本家，画作
上写道：“……‘五一’这天为全
世界工人团结的日子，向帝国主
义示威”；其三是在共产国际的
红旗下，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拿起
武器，开赴战场，注释为“以后每
年的五月一日，全世界无产阶级
在共产国际大红旗之下检阅自己
的力量，向帝国主义者示威。”

“漫画创作的目的就是鼓舞斗
志，保卫苏区，粉碎国民党进攻，也

是为了迎接红五月的到来（‘红五
月’指革命斗争集中、流血牺牲较多
的五月）。”王永松说。

县史志办的研究带领我们时
光倒流：1934年“五一”前夕，驻归
化红军和广大苏区人民，一面加强
对敌斗争准备，一面积极推进苏区
政治、经济、军事建设。在 4 月 29
日这天，红军政治保卫局下辖的保
卫队和“列宁青年小组”的战士们
紧张忙碌地张贴标语、作宣传画，
在当年县保卫局的大厅，用粗笔浓
墨作了四幅壁画。在当时及之后
漫长的斗争岁月里，发挥了很好的
凝聚意志、团结对敌的作用。

这组漫画再次出现在人们视
野里，是 20 世纪 70 年代。1977 年
秋，因为各级党委、政府对革命遗

存发掘、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明
溪县从各单位抽调人员组成明溪
县革命历史调查组，深入全县每
一个公社、大部分的大队以及相
关自然村，开展革命历史、革命遗
存的大走访、大普查活动。

历任三明市文化馆副馆长，三
明市群众艺术馆馆长等职的宋经文
老先生就是调查组成员，时年32岁。

在他应邀著述的回忆文章中，
老先生描述了发现壁画的经过：“一
天傍晚，我和秉怡从坪埠采风回县
城，抄小路经过叶家大厝（明溪城东
北叶家大厝，现约为县一中一带，即
是当年的县保卫局驻地）……”“四
周的白墙粉刷得清清楚楚，干干净
净……我坐的位置左手边的一堵墙
上，隐隐约约地透视出一点黑色。”

这引起了宋经文的注意，他小
心翼翼地用小拇指指甲盖轻轻剥
开墙皮一角，赫然发现些许墨迹，
继续扣剥，发现了一个“寜”字。继
而是“画”，再是个“列”。最后整堵
墙剥开，才看出来是一幅红军宣传
漫画：资本家的一只穿着黑皮鞋的
大脚，踩在一个工人的头上。

宋经文和同伴来了精神，再查
看了其他几堵墙，认定都有漫画。
县领导听取了汇报，马上从县文化
馆抽调了美术干部，专业细致地对
四堵墙全面剥脱，四幅漫画在近半
个世纪后终于重见天日。宋经文
说，当年红军开拔后，白匪卷土重
来，百姓在漫画上涂了厚厚的白

灰，使画作得以保存流传。
20世纪80年代，因城市大发

展的需要，叶家大厝被列入旧城
改造的拆除名单中。四幅漫画何
去何从？宋经文说：“时任相关领
导非常重视保护工作，指令由当
时的文化馆馆长唐毅峰截取画
作。截取下来的画高3米，宽3.5
米。”

据王永松主任介绍，这组漫画
实物目前珍藏在县博物馆，照片分
别在县革命历史纪念馆、县档案馆
归化正当红革命历史陈列馆等地
展出。四幅漫画近一个世纪后风
采依旧，展现的革命豪情历久弥新，
它们是明溪红色历史的生动呈现，
是明溪老区人民积极投身革命事
业的光荣岁月的最佳存证，时至今
日，画作表达的精神内涵依旧鼓舞
着每一个参观者。

明溪是有着光荣革命历史的
红土地，明溪人民对苏区建设作出
了贡献，更是有 3000 余名明溪子
弟血染湘江。王永松表示，各类红
色资源是明溪人民宝贵的财富，把
这些资源保管好、传承好、宣传好，
是我们的职责。可喜的是，近些
年，包括革命歌曲在内的许多红色
遗存得到积极妥善的搜集、保存，
各类红色故事演讲竞相开展，明溪
故事花开各地，视频《日出旦上》更
是在中央级平台上获得了超过200
万人次的点击。红色领航，老区明
溪正大踏步走上新征程。

光荣岁月存证：红军纪念“五一”壁画
●明溪记者站 詹铁笛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