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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新红军标语

“欢迎白军士兵来当红军！”近日，
经清流县党史研究人员考察确认，在
李家乡的吴家村新发现一幅红军标
语，鲜红色的大字，在阳光照耀下，熠
熠发光。

创立于1930年的清流苏区是原21
个中央苏区县之一，是毛主席高度称
赞的“东方好区域”。在革命战争时
期，红军曾在清流这片红色土地上进
行激烈的战斗，并书写了大量宣传标
语。截至目前，经过抢救性的挖掘，清
流县已发现的红军标语共有 190 余
条，其中 2021 年出版印刷的《清流县
红军标语图志》就收录了186条。

“没想到九十年后，吴家村，竟然
还完好地保存了这样一条红军标语。”
清流县党史研究室主任王宜峻感言，
这几年，因为工作的缘故，他一直在寻
找红军标语。行走在乡村，一幢幢破旧
的老房子里，一面面斑驳的墙壁上，任
何一条红军标语的重新发现，哪怕是
几乎无法辨认的残迹，都能引起他内
心的激动和欣慰。

每一幅红军标语，都有一段深埋
历史的往事。清流县新发现的这幅红
军标语位于李家乡吴家村的一座类似
土围子的老旧民居墙面上。这座房屋
始建于民国初年，是方方正正的三合
土墙，墙高三至五米，内部为木结构建
筑。进屋门厅为倒朝厅，中间天井，两
厅相对，井厅左右房间共5间，建筑面
积约80平方米。大门左边还开设有售

卖物品的橱窗。房子四周的外墙上开
设外窄内宽扇形观察射击口3个，并
于墙体各处分布不同角度的竹筒通气
孔24处。红军标语就写于东南面的外
墙上，书写材质为黄土颜料，经过漫
长的风化侵蚀，标语的落款已经难以
辨认。

“标语的内容一样，书写的颜料相
同，连笔迹都极其相似。”王宜峻介绍，
新发现的吴家村红军标语与2021年在
灵地邓家欲善亭中发现的红军标语几
乎完全一致，他推测两幅标语系同一
部队同一时期留下的，甚至可能为同
一红军战士所写。

“欢迎白军士兵来当红军”或“欢
迎白军弟兄来当红军”，主要是在红色
区域书写的革命标语，也有在白色区
域专门针对白军士兵。苏区时期，为加
强红军的战斗力，红军每驻扎一地，必
迅速深入开展宣传活动。战士们抬着
石灰桶在大街小巷刷写标语、布告，宣
传红军的政策和主张，宣传红军是穷
人的队伍，大量书写“穷人不打穷人”

“士兵不打士兵”“消灭地主武装”“巩
固分田胜利”“巩固苏维埃政权”宣传
标语。类似的红军标语，如今在清流一
些地方仍然还有保留。

书写时期初步认定

通过进一步查证有关资料，1934
年 7—9 月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
剿”形势十分严峻时，有大批的主力红
军经过清流南面的灵地、李家、赖坊地
域。7月初，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

员会给红七军团连续下达了《政治训
令》和《作战任务的训令》，随即由红七
军团主力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红
都瑞金正式建立，全军团共6000余人。
7 月 14 日晚，七军团一部由安乐进抵
田口后，兵分两路继续进发，一路经秋
口至沙芜塘宿营，尔后经安砂到永安
城附近，一路向赖坊、官坊进发，经罗
坑、吴家，前往塘前石灰岭、黄沙瑶。8
月 8 日，红一军团万余人进入清流地
域，一路4000余人由四堡经灵地至罗
坊，一路5000 余人由四堡经灵地至牛
家。红一军团万余人经嵩口坪、沙芜
塘往余家畲方向。同日，又有 2000 红
军从塘前向小陶。8月20日，红军4000
由赖坊经田口往沙芜塘。小陶、四堡、
李田。23 日，红军 4000 由赖坊往小塘
前。25日，中革军委命令林彪、聂荣臻
率红一军团由小陶、四堡分两路向西
转移，分别经清流罗坊、田源、溪源、
里田等地抵达宁化曹坊，随即前往南
山坝、大田地域，抗击李延年纵队。这
支部队驻扎于进出清流、石城、长汀
等战略要地的里田、曹坊、滑石等地。
9 月中旬后，红一军团万余人再次集
中于朋口、馆前、滑石、里田等处，红
一军团一部经过李家、灵地、邓家境
域。与此同时，红九军团由连城向清
流方向进击时，也从李家、灵地、邓家
经过。

这一时期，红军在李家地域写下
了大量宣传标语。在吴家马地的凹头
亭，屋顶早已十分破败，上面长满了绿
植，但坚固的三合土残墙上，当年红军
路过时写下的宣传标语，仍然隐约可

辨：“拥护苏维埃。到北方去打仗。”经
清流县党史研究人员的初步断定，吴
家村这幅“欢迎白军士兵来当红军！”
红军标语正是写于这个时期。

永不褪色的红

九十年时光流传，九十年风雨浸
洗，保存至今的红军标语成为中国工
农红军留在清流永不磨灭的印记。吴
家村这幅饱经沧桑的红军标语，就像
革命战争时期一杆杆穿墙破壁的枪，
在主力红军长征后，一直激励着当地
的革命群众坚持对敌斗争。

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近
年来，清流县持续做好红色保护传承
文章，先后开展红色标语类革命文物
专项调查和红色文化遗址遗迹申报工
作，并不断提升革命旧址保护级别，进
一步加大对红色遗址遗迹的保护力
度。同时，主动对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项目建设，成功争取清流长校红色遗
址群保护开发利用、清流县保卫战战
斗遗址群保护与修缮、清流林畲—里
田红色遗址群保护开发利用等3个项
目列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福建段）建
设保护规划。

“红军标语作为红色文化的重要
内容，是中国革命史的独特文化现象，
是不可再生和替代的珍贵红色文化资
源。”王宜峻表示，现正积极向上争取
资金，对新发现的红军标语进行修缮
保护，利用南面乡镇的红色资源打造

“红军交通站”，对清流的红色文化集
中展示。

“ 这 段 历 史 承
载着催人奋进的红
色 传 统 和 红 色 基
因 ，激励我们铭记
历史、坚 守 初 心 使
命 、砥 砺 奋 进 。”
在 泰 宁 县 新 桥 乡
岭 下 村 初 心 公
园 ， 讲 解 员 这 样
声 情 并 茂 地 为 游
客讲述“新桥反击
战 —— 岭 下 阻 击
战”的故事。

新桥乡是一方
红色热土。早在1931
年 6 月，新桥乡就建
立了红色政权。1933
年 10 月，被中革军
委命名为“坚师”
的红五军团第十三
师在此成立。新桥反击战是中央苏区
第五次反“围剿”重要战役之一，也
是泰宁境内进行的最大规模的一场战
斗，现在还保留着苏维埃政府旧址、战
壕等革命遗址。

近年来，新桥乡以红助推农文旅融
合发展，革命老区焕发新活力。中央红
军村——新桥大源村有着深厚的历史
底蕴和丰富的红色资源。为了推进红色
文化遗存保护和利用工作，新桥乡投入
资金修缮红十三师战地指挥部旧址、游
击队队部和红军重要通道旧址，提升红
军村基础设施，使这些古老的建筑焕发
出新的光辉，成为红色旅游打卡点，也
成为各类红色题材影视拍摄的热门取
景地。

以红色带绿色，丰富旅游内容，多
样化形式，由传统的观光游览向参与和
体验式旅游转变。2023年，新桥乡共接
待研学及游客2.8万余人次，吸引高校
旅游写生9000余人次，同比增长7.6%。

一业兴、百业旺。新桥乡依托禀赋
资源，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农业，实现笋
竹、稻、莲、鱼共生，培育了古稻、高山红
莲等峨嵋系列旅游伴手礼，设置土特产
品销售窗口，打响“老区好物”土特产品
牌，并通过引导农民转型，鼓励农户利
用闲置农房发展民宿、特色手工作坊等
项目，引导农民多渠道增收。

（泰宁记者站 刘清香 熊明欢 通
讯员 陈宝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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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抹永不磨灭的红色印记
●清流记者站 巫建辉 杨 颖 文/图

今年是湘江战役发生90周年，为落实三明市委、
市政府提出的“红色领航”工作部署，进一步凝聚奋力
建设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的精神力量，促进乡
村振兴。近日，我们前往广西瞻仰了湘江战役红军烈
士纪念馆等纪念设施。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湘江两
岸与国民党军展开殊死决战。湘江战役是关系中央红
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是长征这部壮丽史诗的一个

重要篇章。在湘江战役中，广
大红军指战员勇于胜利、勇于
突破、勇于牺牲，展现了人民军
队为革命理想而英勇献身的崇
高追求。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
馆内，我们重温了习近平总书

记 2014 年 10 月 31 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长征出发时，红军中有两万多闽西儿女。担任中央红
军总后卫的红34师，六千多人主要是闽西子弟，湘江
一战几乎全部牺牲。师长陈树湘不幸被俘，他撕开腹
部伤口，绞断肠子，壮烈牺牲，实现了‘为苏维埃流尽最
后一滴血’的誓言。”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话语，让我们
仿佛回到1934年那个寒冷的冬天，北风凛冽、湘水滔
滔、大地呜咽，以宁化子弟兵为主的红五军团34师3个
团6000多名战士，身着单薄的军衣，脚穿磨烂的草鞋，
与十几倍于己且装备精良的国民党追兵展开殊死搏
斗。经过4天5夜的鏖战，红34师将士浴血奋战，流尽
最后一滴血，以忠诚铸就长城，以生命完成使命，成功
掩护党中央、中革军委首长和主力红军顺利渡江。我
们这些当年闽西子弟的后人想到这些无不泪目。大家
接受了深刻的心灵洗礼，更加感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

来之不易。
在红34师师长陈树湘烈士墓、烈士雕像和“红

军三十四师烈士之墓”前，我们全体肃立，默哀
致敬！陈树湘烈士墓旁边有一座“中国工农红军
第三十四师”军旗碑，这是遵照红34师100团团
长韩伟将军生前遗愿，在2014 年12 月湘江战役
80周年之际, 韩伟将军的儿子韩晶晶立的碑，碑
上镌刻着：“你们的姓名无人知晓，你们的功勋
永世长存。在湘江战役中，为掩护党中央、中革
军委和主力红军英勇牺牲的红三十四师六千闽西
红军将士永垂不朽。”短短 60 余字，字字千钧，
令人肃然起敬！大家围绕烈士墓、烈士雕像和军
旗碑，绕场一周，向英雄们致以崇高的敬礼！向
英烈们表示深情的悼念。1934年冬月，我们永远
不会忘记那厚重而壮烈的历史。

在陈树湘烈士纪念馆，大家认真聆听了浴血
湘江宁死不屈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的英雄事迹，

他不怕牺牲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敬仰。2020年9月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工作时，高度评价陈树湘
烈士“断肠明志”的事迹十分感人，感叹“寸土千滴红军
血，一步一尊英雄躯”。通过瞻仰、学习，我们深深地感
受到，当年红军将士英勇奋战、视死如归、一往无前，用
鲜血谱写了革命英雄主义的壮丽篇章，用生命诠释了
伟大的长征精神。湘江战役，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树起
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铁肩担当总后卫，悲歌一曲铸忠魂。三明龙岩等
福建籍将士在湘江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付出了巨
大牺牲。为缅怀先烈，追思历史，2011年，三明龙岩两
地市委、市政府在广西兴安县修建了红军长征突破湘
江烈士纪念碑园。2019年又对福建籍湘江战役红军烈
士纪念碑等设施进行了改造提升，使之更好地发挥传
扬先烈革命意志，激励教育后人的作用。“一草一木一
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在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
念馆，通过一幅幅图片和一件件实物，同志们深刻地感
受到，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的壮烈一战，是决定中国革
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在福建籍湘江战役红军
烈士纪念碑前，大家心情沉重，认真默读纪念碑文，并
向“英名廊”的三明籍烈士鞠躬、献花。红军将士视死
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我们
奋勇前进。

通过对湘江战役红军烈士纪念馆等纪念设施的瞻
仰、学习，大家进一步感受了湘江战役的壮烈和长征精
神的伟大。同志们表示要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在新
的长征中，以湘江战役“三个勇于”的精神鼓舞自己，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承红色基因，深刻领悟“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我市乡村
振兴事业不懈奋斗。

瞻仰湘江战役红军烈士纪念馆
●吴俊慰 文/图

吴家村老屋墙面上历经百年岁
月洗礼的红军标语依然熠熠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