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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五大与鄂南地方党组织的改建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分三路在广州
誓师北伐。8月25日，由共产党领导的以共
产党员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先遣队
叶挺独立团进占蒲圻（今赤壁）中伙铺车站，
切断了驻湘吴军沿粤汉铁路北撤之路。

8月23日，北伐军总司令都下达迅速
向武汉推进的命令。第四军仍以叶挺独立
团为先锋沿粤汉铁路挺进，于蒲圻中伙铺
东站歼敌孙建业部第二团，俘团长以下官
兵400余人，随即发动著名的汀泗桥战役。

26日凌晨4时至6时半，北伐军进攻
部队分三路出击。上午10时许，北伐军占
领汀泗桥前哨阵地高槠山，与吴军右翼部
队交火，双方激战2小时，敌退守铁路桥东
塔垴山，以猛烈火力封锁桥面，两军形成隔
河对峙状态。当日，长江溃口，河水暴涨，
汀泗桥镇三面洪水横溢，水深河阔．进攻
愈加艰难。

27日凌晨，在咸宁共产党组织负责人聂
洪钧领导的农民土枪队、破路队、向导队的
配合下，叶挺独立团以当地农民作向导，乘
夜色从密林小路绕至东北古塘角插入敌后，
突袭敌后背，将敌截成两段。全军将士同咸

宁农民武装协同作战，至6时许，北伐军所部
相继占领镇东南、塔垴山、石鼓岭等制高点，
东南各地悉数攻破。7时许，北伐军于桥头
发起猛攻，攻克号称“天险”的汀泗桥。吴部
败退向咸宁方向逃窜，于古塘角附近叉遭叶
挺独立团猝然猛攻，敌军全线崩溃。9时许，
北伐军全面攻取战略要地汀泗桥。叶挺独
立团乘胜追击，于11时攻占了咸宁县城。

汀泗桥战役共计毙敌千余人，俘敌师
参谋长、旅长、团长及团以下军官157人，
士兵2296人，缴获大炮4门，机枪67挺，
长短枪1542支，以及大量米面等军需物
资，军阀吴佩孚的宋大霈部全军覆没。

8月27日，吴佩孚专车抵达贺胜侨，调
重兵数万，山炮数十门，重机枪200余挺，
就地设防固守。8月29日晨，国民革命军
下达总攻令，贺胜桥之战揭开序幕。30日
凌晨，敌以主力刘玉春部袭击北伐军第四、
七军结合部，叶挺独立团遭敌猛烈攻击而
几度濒临危境。独立团由咸宁农会带路向
敌阵发起冲锋，吴军阵线开始动摇且战且
退。至上午9时，独立团攻克敌主阵地杨
林椁，并尾追退敌至第二线桃林铺，继续发

起攻击。至10时许，吴军第二道防线全线
崩溃。8月31日，北伐军连续冲破两道防
线后，第七军第一路由夏威率领向鄂城方
向进取，第二路胡宗铎部继续协同第四军
作战，直插武昌县境南桥，绕敌后包抄贺胜
桥。叶挺独立团连破两道防线，追敌于最
后一道防线，接着攻打印斗山敌炮阵，从印

斗山至铁路西一线杀入敌阵。中共咸宁县
组织领导的农民武装，亦在贺胜桥北配合
袭击吴军，经数小时激战，敌全线崩溃。当
日午时，北伐军完全占领贺胜桥。此役，共
俘敌军官201人，准尉官及士卒3334人，
毙伤敌军数以千计，缴获大炮24门，各类
枪支约3000支，以及大量军需物资。

北伐汀泗桥、贺胜桥战役

罗荣桓：元帅从这里起步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嘉 通讯员 杨帆 杨伟民

走进咸宁红色教育基地③

4月25日，暮春时节的通城塘湖红色
小镇，山青水绿，鸟语花香，处处生机勃勃。

在元帅广场上，嘉鱼县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18名党员干部职工，庄严肃穆地站
立在罗荣桓元帅雕像前，深切缅怀老一辈
革命家的丰功伟绩。

“我们怀着对革命先辈的无限敬仰之
情来到这里，现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牢记
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从而更加坚定地
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嘉鱼县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主任章峰说。

在通城秋收暴动纪念馆前大型文化石
上，镌刻着毛泽东撰写的《七律·吊罗荣桓
同志》。赤壁市应急管理局30余名党员干
部正在驻足聆听讲解员的深情讲解。

站在广场上，仰望元帅雕像，一袭长
衫，意气风发，步履坚定。

矗立在元帅广场的这座雕像，就是罗
荣桓当年奔赴通城参与领导鄂南秋收暴动
的真实写照。

1927年7月，时年25岁、正在武昌中
山大学理学院读书的罗荣桓，刚刚转为共
产党员不久，便受命派往通城组织开展鄂
南秋收暴动。

走进通城秋收暴动纪念馆，“八·二○”暴
动人物群雕映入眼帘，生动地再现了罗荣桓
等人领导鄂南秋收暴动时的一幕幕场景——

大革命失败以后，白色恐怖、腥风血雨

笼罩全国。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
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及时向全党和全国人
民指明了斗争方向。

八七会议后，根据中共湖北省委的指
示，通城县委立即作出部署，坚持秘密开展
农民运动，组织农民武装，寻求机会展开新
的革命斗争。

此前，因汪精卫发动了“七·一五”反革
命事变，通城县委正在筹划如何实施武装
暴动夺取政权，罗荣桓的到来恰如黑夜盼

来了指路明灯。
罗荣桓到达通城后，以省农协特派员

名义，在短时间内把原农民自卫军组织起
来，进行训练，又从农民自卫军中挑选300
名精壮的农军骨干，配备200多支枪，组建
具有战斗力的农民自卫军。

通城农军第一次攻城失败后，罗荣桓
等人并没气馁，进一步组织农民自卫军以
中队为单位，打造梭镖、大刀、土枪等武器，
加强操练，为下一次智取通城做好准备。

通过王武扬、谭梓生的密切配合，罗荣
桓、赵世当、汪玉棠把藏在城内、从夏军姚
团手里夺来的400多支枪、100多箱子弹
顺利运出城外，壮大武装了农军。

1927年8月20日，罗荣桓、王武扬、赵
世当、叶重开、黄云岸等领导通城、崇阳农
军智取通城县城，缴获步枪200余枝，子弹
10余担，一举将红旗插上了通城城头。

当天下午，王武扬在县城主持召开万
人大会，宣布成立通（城）崇（阳）农民自卫
军，罗荣桓担任自卫军党代表，代表党领导
这支正规的农民武装，选举产生了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通
城县劳农政府，领导全县开展打土豪、分田
地、减租减息等土地革命运动。

由于国民党大部队前来镇压，为了保存革
命力量，罗荣桓和中共通城县委决定向江西修
水转移，参加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

建于2018年的通城秋收暴动纪念馆，
占地面积50亩，主要有元帅广场、元帅铸
铜塑像和纪念馆。馆内有丰富的原始文献
资料、历史照片和革命文物，系统全面展示
了自1925年到解放战争几十年间，通城县
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

睹物思人，如今50万通城儿女在革命
先辈精神的激励下，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正意气风发奔跑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康庄大道上！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世间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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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献身真理 早具决心”
——何斌烈士写给他父亲的遗书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
南事变”，1月20日，时任中共鄂西特委书
记的何功伟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在狱中，
审讯、说服、威逼利诱无效，国民党利用其
父亲去劝降，为阻止父亲来劝降，何功伟写
下了一封1100多字的规劝信，信中，何功
伟将生死置之度外，浩然正气充满字里行
间。“然揆诸宁死不屈之义，儿除慷慨就死
外，绝无他途可循。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
全人格，成仁取义，此正其时”“而奈儿献身
真理，早具决心，苟义之所在，纵刀锯斧鉞
加诸颈项，父母兄弟环泣于前，此心亦万不
可动，此志亦万不可移”。“胜利之路，纵极
曲折，但终必导入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之乐
园，此则为儿所深信无疑也”。

一、学生的身份，革命家的工作
何功伟，1915年11月出生于咸宁市

咸安区桂花镇中田贩村一户绅士家庭，自
小聪慧。小学初中阶段，他学习勤奋，各科
成绩优良，在学校名列前茅，是全面发展的
高材生。初中时代的他，想做“爱迪生第
二”，立志以科学报国。1933年进入湖北
省立武昌高中学习，开始阅读马列著作，受
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放弃了做“爱迪生第
二”的志向，决心弃文从政，改学政治，投身
民族解放斗争。在1935年12月组织领导
武汉70余所高校学生声援北京“一二·九”
学生运动中，何功伟勇往直前，毫不退缩，
组织能力、斗争方法和阅历得到锻炼，逐渐
成熟了起来。由于何功伟在学生救国运动
中的锋芒，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眼中钉，肉
中刺。1936年他离开了武汉，来到了上
海。我党早期的革命理论家、红色教授钱
亦石安排他边读书边担任全国学联的工
作。1936年8月，在胡乔木的介绍下，何
功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组织的安排
下，他以学生身份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

“七七”事变后，他参加了上海“青年救国服
务团”的组织部工作，表现了卓越的组织能
力，形成了青救团的核心力量。1937年
11月，上海战局危急，党决定把一部分骨
干转移到内地去，何功伟任“青年救国服务
团内地工作队”队长，组织领导100余人的
队伍向内地转移，圆满完成了从上海转移
骨干到武汉的重大任务。

二、抗日救国，担当重任
1937年12月，何功伟被任命为湖北

省工委的农委委员。后任“湖北战时乡村

工作促进会”（简称“乡促会”）秘书。他主
持起草了《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宣
言》，这篇宣言是何功伟根据毛泽东战略
思想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指导原则，结
合当时湖北抗战形势，以及湖北在全国抗
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写的一篇佳作，它对
于指导湖北的抗战发挥了重大作用。在
他的推动下，全省各县均建立了“乡促
会”，广大农村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
他派遣数支“乡促会”农村服务队奔赴全
省各地指导工作，主持“乡促会”人员训
练，训练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党在农村
工作的骨干。

1938 年 3月，何功伟任武昌区委书
记，到任后，主要完成了三大任务，一是恢
复和重建武昌因王明“左”倾路线危害损失
的党组织，积极在工人、学生、教师、妇女中
发展党员。二是在武汉沦陷前，把党与群
众的骨干有秩序地组织成几股，有的留在
武汉附近或沦陷区打游击，有的输送到延
安培养，有的开展地下斗争。三是在在群
众中大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揭露了国民
党假抗日的真相，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
年仅23岁的何功伟极力抑制王明在长江
局散布的投降主义的论调，坚定不移的维
护和贯彻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大力发动群
众，建立了党组织，发展和壮大了革命力
量，为党的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1938年6月，何功伟任中共湖北省委
委员，省委派他到鄂南重建党组织和人民
武装，开辟鄂南抗日游击根据地。何功伟
回到咸宁后，成立了中共鄂南特委，他任特
委书记，他抓紧各级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积极筹建抗日武装，组成一支拥有300人
的抗日游击大队，揭开了鄂南抗日游击战
争的序幕。1938年末，国民党顽固派在鄂
南掀起反共高潮，何功伟与其他共产党员
遭通缉，他来到平江与湘鄂赣特委接上关
系，继续领导鄂南抗日游击斗争。1939年
6月，“平江惨案”发生后，何功伟在鄂南的
身份暴露，无奈转移。

三、英勇不屈，献身真理
1939年9月至1940年2月，他先后担

任中共湘鄂西区党委宣传部长、湘鄂西区
党委书记，他跋山涉水，往来于宜昌、巴东、
建始、恩施一线，发展党的组织。1940年8
月，湘鄂西区特委改组为鄂西特委，他任书
记。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
南事变”，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因叛徒出
卖，他不幸被捕。

在狱中，何功伟始终坚信党的事业，严
守党的秘密，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既
经受了严刑拷打的考验，又挫败了敌人的

“劝降”伎俩和“感化”阴谋，严辞拒绝了敌
人高官厚禄、出国留学等所谓“自首”条
件。1941年11月17日，何功伟被国民党
押到恩施方家坝后山五道涧刑场。在临刑
的100余级石板路上，反动派放言只要何
功伟回一回头就不杀他，但遍体鳞伤、拖着
沉重脚镣的他义无反顾，高唱《国际歌》，慷
慨就义，时年26岁。何功伟被捕后，周恩
来指示党组织积极设法营救，均未成功。
1942年6月7日，在延安八路军大礼堂举
行了追悼会，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青委挽
联评价“为努力解放事业而遭杀害乃整个
民族创痛；坚持革命立场至于殉节是全体
青年的楷模。”

“三笔字”传承中华文明

5月12日，青海民族大学举办“笔墨传承中
华文明·文字点燃红色记忆”为主题的“钢笔字、
粉笔字、毛笔字”比赛及绘画、手工作品展演活
动。本次活动，旨在提升审美修养和人文素养，
打造品味高雅的书香校园。

“点赞”乡村振兴建设

5月12日，海外华文媒体代表在班纳利种业
（成都）种苗繁育创新基地拍摄盛开的鲜花。当
日，来自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日本等15个国家
和地区的21家海外华文媒体代表走进四川省成
都市郫都区，探访郫都区乡村振兴建设。

寻访大别山“红色第一街”

5月12日，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镇长胜街。
光浩门遗址、七里坪工会、郑位三故居、苏维埃银
行、食堂、红军经济公社、红四方面军指挥部、革
命法庭等旧址至今保存原状，被誉为大别山区

“红色第一街”。

云雾缭绕“风光”无限

5月12日，航拍江苏东台沿海云雾缭绕大美
风光。这里按照集约集聚的开发理念，形成上有
风力发电、中有光伏利用、下有水面养殖的“风光
渔”立体开发模式，实现滩涂资源的高效利用与
生态开发。

新疆美术馆即将开馆

5月11日，位于乌鲁木齐市的新疆美术馆，
一展厅的布展工作接近尾声。新疆美术馆由原
新疆展览馆改造而成，为省级艺术博物馆。该美
术馆将于5月下旬面向公众开放，届时将推出系
列展览，目前布展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良渚古城墙首次修复

5月 11日，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南城墙遗址
点，专业技术人员正小心翼翼地对南城墙剖面遗
迹上的裂痕进行修复。良渚古城遗址是土遗址，
易受到潮湿环境影响，出现渗水、干裂、表面粉化
脱落、失色、生物病害等问题。

（本报综合）

何功伟（又名何斌）英勇就义前写给父
亲的遗书(复印件)咸安区档案馆藏

红色档案
咸宁市档案馆 主办

1927 年 4 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27年4月27
日至5月10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举行
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组织问题
议决案》等决议，对当时加强党的组织建
设、扩大党的力量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
用。根据五大组织问题决议精神，中共湖
北区委改建为中共湖北省委，鄂南各县
（除嘉鱼外）党的部委（地方执委）均改建
为党的县委。

中共鄂南各县委（特支）建立后，即着

手扩大党的组织力量并加强对工农青妇
等革命团体的领导，调整充实相关组织，
继续发展工农运动。党的县委组织有别
于此前的部委组织，更异于国共合作的国
民党县党部（其时鄂南各县国民党县党部
主要负责人大部份由共产党人担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