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知识，鄂东
南苏维埃政府，创办了一批学校，以适应革
命斗争的需要。

各级苏维埃政府成立了文化教育委员
会，采取多种形式办学，创办普通学校、业
余学校、军政学校和职业技术学校，把对青
少年的普遍教育和对成年人的社会教育结
合起来，举办识字班、平民夜校、女子学校，
兴起识字运动，扫除文盲。鄂东南地区最
著名的学校要数彭杨学校、列宁学校和遍
布各乡的列宁小学。

彭杨学校是中共鄂东特委于1930年
10月间在龙港木街的肖家祠开办的，校名
经彭德怀提议，为纪念彭湃、杨殷两位烈士
而命名，是为红军培养连排级军事干部，直
接为革命战争服务的军事专门学校。学校
从1930年11年创办到1932年10月止，共
办了4期，为红军和工农武装培养了1200
多名优秀指挥员。1932年10月4日，敌人
占领龙港镇后，彭杨学校改为随营学校。

列宁学校是中共鄂东南道委党校，专门
培养地方党政干部。1931年4月在龙港黄

桥创办，校长吴萍乡，学员由阳新、大冶、鄂
城、瑞昌、武宁、通山、咸宁等县输送。学校
开设党义、列宁主义概论、共产主义、政治、
语文、算术、军训等课程，学制半年至一年，
学生毕业后，充任党政干部和做教育工作。

列宁小学遍布鄂东南苏区，每乡设有
列宁小学1至3所，每区设列宁高小1所。
苏维埃政府规定，一般8～l4岁的儿童要
进入列宁小学就读。据1930年统计，大冶
苏区列宁小学有203所，入学儿童3000余
名；阳新县列宁小学有775所，入学儿童

30926人，占全县适龄儿童的61%。
此外，每县办有职业学校1所，有的县

还办有军事政治学校、工农补习学校、妇女
半日制学校、教师讲习所以及教育研究会
等，开展扫除文盲、普及文化知识的活动，
都取得良好效果。

红色咸宁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主办

彭杨学校、列宁学校与列宁小学

从1932年3月起，敌人不断增兵鄂东
南，到1932年9月，敌军由15个团增至30
个团。敌人以重兵包围苏区，占据较大城
镇，修筑碉堡，截断苏区与外界的联系。大
冶之敌进驻殷祖、刘仁八，阳新之敌重点进
攻龙港，通山之敌进驻花桥、石家，不断对
鄂东南苏区进行骚扰、破坏和封锁，企图分
割我苏区，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1931年10月，中共湘鄂赣省委将鄂
东南的红三师编入红十六军第九团，下辖
4个营，红三师保留主力团八团。

1932年6月，蒋介石亲自任总司令，
对我苏区发起第四次“围剿”。敌军首先进

攻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对中央苏区暂取守
势，对位于上述3块苏区中间枢纽地带的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采取重点围攻鄂东南，
包抄分割其它赤区，逐次清剿的方针。

6月中旬，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
浚任命郭汝栋为鄂东南“围剿”总指挥。6
月下旬，阳新县游击队和赤卫军袭击了小
箕铺，重创了小箕铺敌人，拉开了鄂东南军
民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序幕。

1932年7月上旬，北路指挥部、红十
六军和红三师联合攻入通山县城，获得胜
利，计生俘敌营长3人，连以下官兵900余
人，毙敌700余人，缴枪1000余支。7月

12日，红十六军九团和红三师移师咸宁，
在通山山口铺谢彬部援军激战，缴获枪
120余支。7月16日，我军兵分两路，攻打
咸宁县重镇马桥和官埠桥，两路均获胜利，
共缴获步枪300余支、花机关枪15支、驳
壳枪30支、子弹2万多发，俘敌营长2人，
毙敌营长1人，俘敌连以下官兵300多人。

我军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中革军委发来
祝捷专电，《红色中华报》在头版头条刊登《湘
鄂赣红军大获胜利》的专讯。此后，红军移师
慈口、燕厦两地休整。不久，红十六军奉命
入赣，红三师回防鄂东南苏区首府龙港镇。

鄂东南军民第四次反“围剿”初战告捷

的消息传到武汉，蒋介、何成浚增兵鄂东
南，调集29个团，约10万人的兵力，分三
路进抵鄂东南，先后占领木港、排市、洋港、
横路等地，形成紧逼龙港镇之势。1932年
10月3日，敌4个营的兵力，夜袭龙港，被
红三师击退。4日晨，郭汝栋全师扑向龙
港，鄂东南道委决定主动放弃龙港，向通山
九宫山、冷水坪转移。

龙港失陷后，敌人先后占领了阳新县
城、三溪口、木港、沙洲店、横石等重要城
镇，使鄂东南的大块苏区被敌人分割成为
4块，被包围蚕食，断绝交通，鄂东南苏区
处于危难之中。

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初期告捷与失利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世间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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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咸宁红色教育基地 12

在赤壁市赵李桥镇羊楼洞村得胜山下，
万亩茶园怀抱之中，有一片革命烈士墓群，
这里长眠着142位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进入最紧张的
时期，大量伤病员从前线转运到后方，急需
救治。为此，相关部门于3月在羊楼洞筹
建荣军医院，也称中南军区第七预备医院，
11月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七预
备医院。

3年多时间，医院先后救治了3100名
伤员。其中，142位战士因伤势过重，救治
无效，不幸牺牲。他们中有来自全国各地
包括汉族、满族、朝鲜族的志愿军战士(女
战士3名)，年龄最小的才18岁。这些战士
牺牲后全部安葬在得胜山下。

墓群坐东朝西，12排142座，其中137
座有碑文，记录了每位烈士的籍贯、所在部
队和牺牲时的年龄。在墓群外的相关展区
中，还有不少志愿军烈士英雄事迹简介、照
片和遗物——

睹物思人，感慨万千；英雄已逝，精神
长存。

每当人们走近这里，参观瞻仰先烈的
英雄事迹时，无限崇敬之情总会油然而生。

赤壁市公安局退休老民警余发海最具
代表性。

2003年1月14日，50岁的余发海因
病调到局机关，参与编纂地方史志工作。

2005年，赤壁市政协原副主席王学良

将他叫到办公室说：“听说羊楼洞有一片墓
群，你先去考查一下，如果是烈士墓群，我
们准备就这片墓群的保护提交一个提案。”

于是，余发海带着赤壁市政协、民政等
部门工作人员及志愿者20余人，根据墓碑
上依稀可辨的碑文，逐一抄录登记，并四处
查找资料核实。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从一本《蒲圻
志》中找到了答案。据其记载：1951年6
月至1954年12月，羊楼洞第67预备医院

先后接收6批从抗美援朝战场转移过来的
伤病员共3100人，治愈归队2800余人，经
医治无效牺牲142人。

通过寻访，他还找到了当时为烈士开
墓的部分石匠、丧服人员以及医院的工作
人员，印证了《蒲圻志》的记载。

2006年，余发海被派驻羊楼洞村扶
贫。为告慰烈士在天之灵，让烈士在这里安
息长眠，他踏上了为烈士寻亲的漫漫长路。

不怕千山万水、不辞千辛万苦。余发

海先后去过北京、天津、山东、辽宁、贵州、
陕西以及湖北荆州、荆门等地，足迹踏遍大
半个中国。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共为
117位烈士找到了亲人。

看着如今修缮一新的烈士墓园，每每
回想多年前自己第一次找到这片墓地的情
景，如今已68岁的余发海内心便多了一丝
欣慰。

“在湖北省军地各级的高度重视下，十
多年来，我们先后投入300多万元，对羊楼
洞烈士墓群进行了多次整修，墓园的面貌
得到彻底改观，现在它已成为湖北省重要
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数以十万计的
人来此祭奠烈士。”赤壁市烈士陵园管理所
所长张建平说。

相关链接：羊楼洞烈士墓群，位于赵李
桥镇羊楼洞古镇西南得胜山下。1950 年
下半年，湖北省军区在羊楼洞设立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67预备医院（后称湖北省第一
康复医院），主要担负抗美援朝志愿军伤病
员治疗任务。因治疗无效而牺牲的重伤员
142名，均追认为烈士，安葬于羊楼洞古镇
西南得胜山下。1981 年、2001 年和 2008
年，军地先后三次对墓群进行修复，既可告
慰先烈，又可教育后人。

据悉，国内集中安葬抗美援朝志愿军
烈士墓地仅有三处，赤壁市羊楼洞烈士陵
园是其中之一。

青山处处埋忠骨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铁军”的诞生
——“铁军盾”见证北伐汀泗桥战役

这块“铁军”铁盾牌是由武汉粤侨联欢
社在汉阳兵工场特别铸造的。1926年11
月下旬，北伐军第四军由赣北胜利回汉，武
汉各界纷纷表示祝贺，为了对在攻占武昌
中，叶挺独立团所在的第四军的英勇善战，
不怕牺牲表示敬意，1927年1月，武汉粤
侨联欢代表人民群众赠送了这块“铁军”
盾。铁军盾高100公分，宽50公分。在铁
盾的正面中央位置铸有“铁军”二字，上款
铸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全体同志伟鉴”

14个字，在铁盾背面书有“烈士之血，主义
之花，四军伟绩，威震遐迩。能守纪律，能
毋怠夸，能爱百姓，能救国家。冲锋陷阵，
如铁之坚，革命抱负，如铁之肩。功用若
铁，人民倚焉，愿寿如铁，垂忆万年。”叶挺
对独立团的将士们说：“我们为什么能够建
立这样的伟大的战功呢？主要的一个原
因，就是因为独立团是共产党的军队，因为
有了共产党，我们才能成为铁军。”叶挺把

“铁军”荣誉的获得，归功于共产党。
1926年五月至八月，北伐军光复湖南

后，由平江猛追经崇阳向中伙铺、汀泗桥逃
窜之敌，直逼咸宁、挺进武汉，征讨盘距在
湖北的军阀吴佩孚。汀泗桥镇为鄂南重
镇，是通往武汉的必经要隘。1917年粤汉
铁路武汉长沙段通车后，设有汀泗桥车站，
交通位置尤为重要。汀泗桥镇依山傍水，
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1926年8月25日当晚，第四军司令部
发布8月26日进攻汀泗桥的命令。26日
凌晨，第四军进攻部队分3路出击：一路是
第10师30团为先锋、29团为中锋、28团
炮兵营相随；一路是第12师35团为先锋、
叶挺独立团炮兵营及师部相随；一路是第
12师36团；叶挺独立团为预备队。上午
10时30分，双方部队遭遇交火，至日落时
分双方各条战线相持，处于胶着状态，吴军

退守铁路桥东以火力封锁桥面，进攻部队
前进受阻，吴军调遣援军。此日，河水暴
涨，汀泗桥三面被洪水包围，水深河阔，进
攻愈加困难。26日晚，四军决定采取“全
线夜袭，突破敌人高山阵地”和“绕道古塘
角抄攻敌背后”的战术。午夜12时，第12
师36团、第10师29团趁黑夜逼近吴军阵
地展开肉搏战，突破阵地中线。第10师
28团占领铁道，断敌归路。27日凌晨4
时，第10师30团及叶挺独立团由当地农
民作向导，从密林小路进至古塘角插入吴
军后，将吴军截成两段。接着第四军发起
总攻，各条战线号声突起，经过数小时激
战，吴军全线崩溃，至27日上午9时，汀泗
桥吴军被完全解除武装，整个战斗经历22
小时30分。

汀泗桥结束后，叶挺独立团抓住吴军
溃不成军、站立未稳速攻咸宁县城，令机枪
连和特别大队火力掩护，自己亲率两营勇
往直前，一举击退逃军，上午11时占领咸
宁县城，吴军残部向武昌方向逃窜。

叶挺独立团攻占咸宁城巩固和扩大了
汀泗桥战役的战果，为贺胜桥战役的胜利
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汀泗桥战役是北伐战争3个主要战役
的第1个战役和关键战役，为贺胜桥战役、
武昌战役的胜利打下了基础。在这场战役

中，北伐军广大官兵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
义和为革命勇于献身的精神，共产党人更
是起了先锋模范作用。由共产党直接领
导的，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不
怕牺牲、冲锋在前、纪律严明、英勇善战，
人称“铁军”。汀泗桥战役得到咸宁党组
织、咸宁人民的大力支持。战役前夕，一
九二六年的七月，中共湖北省委派共产
党员在汀泗桥组织了有工会、农民协会
会员参加的铁路破坏队，配合北伐，切断
敌军后路。在战斗打响以后农协会员和
群众，积极为北伐军送茶送饭，救护伤
员，协助北伐军构筑工事，同时还主动为
北伐军提供情报，担任向导。叶挺独立
团绕道古塘角，从后路袭击敌军的这一
军事行动，就是由当地居民提出建议并担
任向导的。咸宁人民热烈支持革命、拥护
北伐，当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
到达咸宁时，咸宁各界群众数万人举行了
隆重的欢迎大会，给北伐军官兵以巨大鼓
舞。在汀泗桥战役中，北伐军共有将士
134人牺牲，咸宁人民将这些烈士的遗骨
安葬在汀泗桥的西山上，这些革命先烈把
他们的鲜血洒在咸宁这块土地上，这是咸
宁人民的光荣。

发扬北伐铁军精神，让铁军精神绽放
时代光芒，打造听党指挥、绝对忠诚，具有
铁的意志、铁的纪律、铁的干部队伍成为咸
宁市革命思想和文化宣传的重要内容。

红色档案
咸宁市档案馆 主办

武汉粤侨联欢会敬献给国民革命军第
四军的“铁军”铁盾牌

野化放归丹顶鹤夫妇
成功繁殖两只雏鹤

6月20日至21日，一对由吉林莫莫格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人工繁育的丹顶鹤，在野化放
归后成功繁殖出两只雏鹤。

成渝复兴号智能动车组
首发班组亮相

6月23日，CR400AF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在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车辆段西动
车所正式亮相，该动车组于6月25日投入成渝城
际铁路运营。

新发掘侏罗纪时期
恐龙化石开始修复

6月24日，云南省禄丰市恐龙化石保护研究
中心对今年5月发现的一具完整度超70%的恐龙
化石启动修复工作。据了解，该化石出自距今1.8
亿至2亿年的侏罗纪时期地层。

旅日大熊猫“仙女”
诞下双胞胎

位于日本东京的上野动物园23日宣布，大熊
猫妈妈“仙女”（日本名字“真真”）当天凌晨诞下
两只大熊猫幼崽，目前两只幼崽性别不明。

（本报综合）

无人自动化摊压设备
亮相山区道路建设

6月23日，在位于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境内
的镇广高速王坪至通江段，新型无人自动化摊压
设备正在施工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