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黄冈职院思政课实践教学中心，我是学生讲解员党晶晶，很荣幸为大家做

本次的讲解。
黄冈是一片英雄辈出的红色圣土，是一座人文厚重的历史名城。我们思政课实践教学中

心也正是依托黄冈地域的人文优势、深入挖掘黄冈丰厚的“名人文化”建设而成，我们展馆以
“红色文化”和“名人文化”两条主线展开，所以也叫做黄冈名人馆。展馆整体面积约 1000 平方
米，由序厅、第一展厅（先贤垂范厅）、第二展厅（时代先锋厅）3 个展区构成。我们现在
所在的便是序厅。

首先大家看到的是大型 T 字浮雕墙。在墙的正上方，我们用一抹鲜艳的红色来展示 2019
年 3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引领我们树立正确的思想政
治观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下方是以大别山水为底纹映衬的黄冈各时代各行业的名人代表
形象。两侧“为楚有才，鄂东为最，古有先贤，今有楷模”16 个大字也展示了黄冈历史的厚重
和悠久。请大家看向右侧墙面上方，我们用众多先写楷模的名字，汇聚成了黄冈地图，凸显
黄冈名人文化灿烂，泽沐后世。大家再看大厅的两侧，我们以雕塑的形式，展示了六位在中
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卓有贡献的代表名人。左侧是毕昇、李时珍、李四光；右侧是董必武，陈
潭秋和李先念。下面请大家随我走进第一展厅。
第一展厅（先贤垂范厅）

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一展厅——先贤垂范厅。有〔红色英杰，盛名远扬〕和〔先贤之光，
泽沐后世〕两大部分内容。共展示 104 先贤人物，细分为 12 类，后面会一一给大家介绍。
第一部分主要展示的是黄冈的红色人物。黄冈人民在革命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期都做出
了杰出贡献，在武汉早期党组织七人中有五人为黄冈籍，其中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参加
了党的一大，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出了杰出贡献。
①首先我们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代主席，也
是新中国法制工作的重要奠基人，大家看到的这幅书法作品：作始也简，将毕也巨。是 1956
年 2 月董必武重访一大会址时所作题词。这句话出自《庄子·人间世》，现引申为具有远大发
展前程的事物，初创之时微不足道，在快要完成的时候，一定会发展的特别巨大。中国共产
党的成长和壮大，就是由“简”到“巨”的过程。下面这张照片是董必武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
唯一代表去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并且在联合国国际宪章上签字的历史时刻。
这个照片是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主席和董必武同志在开国大典上的重要瞬间。13 位一
大代表只有毛泽东跟董必武两个人站在了开国大典上，其中陈潭秋、邓恩铭、何叔衡，王尽
美牺牲，为国捐躯，壮志酬筹；李达和李汉俊脱党但是没有走到党的对立面，而是坚持为党
工作；包惠僧和刘仁静脱党又入党，迷途之返；周佛海、陈公博、张国涛被党开除，从这一
点就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是何其的艰难，我们必须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才能取得成
功。董必武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参与起草和修改了中国
第一部宪法。他总是把自己视为人民的公仆，以党和人民的老牛自勉，他的一生都始终不息
的为党和人民工作。1975 年逝世，享年 90 岁。
②下面请大家看向您的后面，这个是我们按照比例还原的南湖红船，当时党的一大会议是在
上海法租界进行的，由于开会途中受到了敌人密探的干扰，就临时将会议地址改在了嘉兴南
湖的一艘小船上，当时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等同志就是在这里参加的党的一大会议，中
国共产党就是从这里正式走来，为我们带来了现在的美好生活。上面是红船精神:“开天辟地，
敢为人先（创造）；坚定理想，百折不挠（奋斗）；立党为公，忠诚为民（奉献）。因为我们
学校的地理位置也叫南湖，所以这个红船还有另一个特殊的意义，就是希望我们一代又一代
的黄职师生，将我们的红船精神继续传承和发扬下去。
③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第二位一大代表——陈潭秋，他与其他代表人不同的是，他是唯一



一位亲自持枪作战的战士，1921 年出席党的一大后，积极领导了各地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
动，为党的事业四处奔波，在陈潭秋的指导下，成立了湖北省最早的农村党组织——中国共
产党陈策楼小组，次年发展成为党支部，后来陈潭秋故居被国民党烧毁，这个是幸存下来的
石头门柱；然后在这边呢，有一封红色家书，它是陈潭秋写给家人的托孤家，点滴字句里的
情真意切，铁汉终究也柔情。因为身担重任，所以舍小家为大家。为了心中的信仰，所以颠
沛流离也百折不回。下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封家书。
① 三哥、六哥，流浪了七八年的我，今天还能和你们通信，总算是万幸了….

那是 1933 年，党中央决定调陈潭秋夫妇去中央苏区工作，为了不让孩子拖累革命工作，陈
潭秋写下了这样一封托孤家书。

②老母亲去世的消息，我也早已听得，也不怎样哀伤，反可怜老人去世迟了几年，如果能
早几年免受诸多苦难啊！
他间接的知道了母亲去世的消息，可是也没有用，没来的及在母亲床前尽孝，看母亲最后一
眼，内心非常的愧疚，这也反映了陈潭秋作为儿子矛盾的心理，天底下哪有一个孩子希望自
己的母亲早去世几年呢？可结合当时那样的社会大环境，或许活着就是受罪吧。
信中说③“我始终是萍踪浪迹，行止不定的人，几年来为了生活南北奔驰，今天不知道明天
在哪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随时可能有任务，随时可能要奔赴前线，所以他称自己是萍
踪浪迹，行止不定。
④“这样的生活，小孩子终成大累，直妹本不舍离开她们，但是又没有办法。 直妹说的就是
他的妻子徐全直，本来不舍得离开两个可爱的孩子，但是又没有办法，这说明当时共产党员
要面临的选择，选择了共产主义事业，就没办法照顾和陪伴年幼的孩子；他选择了党。
⑤不知六哥六嫂添过孩子没有呢？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能接回去养呢？ 那是 1933 年初，
党中央决定调陈潭秋夫妇去中央苏区工作，可妻子临近产期行动不便，经过反复商定，决定
陈潭秋先行，妻子生完孩子再走，为了不让孩子拖累革命工作，他们将两个年幼的孩子送到
了外婆家抚养。
他说“虽然外家对他们的疼爱无以复加，可是童年就远离父母终究是不幸啊！所以希望两兄
能不时地帮助一点布匹给两孩做单夹衣服.这封家书在 2 月份写的，我们湖北这边的 2 月份
非常寒冷。他请求哥哥，给孩子做身单夹衣服，而不是给孩子做身棉袄，这句话充分表现了
陈潭秋对家里亲人的愧疚 ，所以他并没有说出口，。
家书最后说“但现在生活困苦，绝不是一人一家的问题，已成为最大多数人类的问题。“这句
话充分表现了陈潭秋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最崇高的信念和最无私的情怀。他真的是心系劳苦
大众，他想改变这个社会大环境，可谁承想 1933 年的这次分离，竟成了陈潭秋与妻儿的永
别，妻子徐全直生产后被捕牺牲，一双年幼的孩子和刚出世的婴孩，均托人抚养，再也无缘
得见。1943 年陈潭秋在新疆牺牲，他说:我死后要化作黄土，铺在通向胜利的道路上。可以
说陈潭秋和他的家人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奉献了一切。
这边是经过修复后的陈潭秋故居，就在我们学校对面，大约 18.8 公里，大家有机会可以前
去参观一下。陈潭秋在 1935 年赴莫斯科参加会议，1939 年奉命回国任驻新疆代表和办事处
负责人，军阀盛世才公开走上反苏反共的道路之后，党中央同意留在新疆的共产党员全部撤
离，可是陈潭秋作为负责人，反而把自己列入了最后一批，陈潭秋表示：只要还有一个同志，
我就不能走。1942 年陈潭秋不幸被捕，敌人无所不用其极的对他施以酷刑，逼迫他脱党，
可是陈潭秋拒不屈服。1943 年被秘密杀害于狱中。由于当时路途遥远，敌人又将消息加以
封锁，所以党中央并不知道陈潭秋同志已经牺牲了，于是在时年 1 年零 9 个月之后的七大上，
陈潭秋还被当选为中央委员。
③同为黄冈籍一大代表的还有包惠僧，他曾在大革命失败后与中央脱离组织关系，流亡到了
澳门，新中国成立后，他给周恩来总理发电报:表示愿意再次回到党的领导下，收到回复后



在北京担任参事，直到他去世。
④我们即将要走过的是艺术复原的黄安老城门，这里见证了黄麻起义，黄安战役等重大的历
史事件，走出了秦基伟等 223 位将军，被称为中国第一将军县。现在请大家跟我一起穿过
这种荣誉之门。
（军事大家）
⑤黄冈是革命的圣地，不少军事大家诞生于此。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李先念。他早年当过木工，
在棺材铺打工，那个时候他就经常说，我要给过去的旧社会做一口大棺材。后来参加革命，
参加过黄麻起义，红军长征、西路军西征等。1946 年指挥部队分路突出蒋介石的包围圈，
粉碎了蒋介石消灭中原解放军的阴谋，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原突围，中原突围也拉开了人民
解放战争的序幕。李先念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家主席，在文革期间，对林
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并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李先念逝世后，根据
他的遗愿将他的骨灰分别留在了大巴山、祁连山和大别山，一部分和他的战友们在一起。一
部分回到了他的家乡。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李先念的墓碑上，没有生平、没有事迹，甚至连完
整的姓名都没有，只留下了这样一副豪气而慈悲的藏头挽联。“先天下之忧而忧，与天地同在，
念人间之乐而乐，共日月齐光。”就是（先念与共）。
⑥下面一位是传奇大将——王树声。他出生于地主家庭，却成为了农民运动的领袖。参与和
领导了麻城暴动和黄麻起义，为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1931
年 11 月参加黄安战役，率部担任最艰巨的打援任务，先后击败敌 3 个师的援兵，共歼敌 1.5
万人，活捉师长赵冠英，黄安县城获得了解放，并改名为红安。就是这样一位战功显赫的大
将，和一位是农村大娘周大娘。这两人不是母子，可却比母子还要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回到 1928 年 5 月的一个夜晚，当时王树声率领的游击队遭到敌人袭击，为掩护战友
突围，他故意暴露自己。可眼见子弹所剩无几，正当王树声拿起手榴弹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
的时候，有人一把把王树声拽进自家屋内，藏在柜子后的夹墙里。另一边前来追赶王树声的
敌人，眼看着自己跟丢了，恼羞成怒，便将整条街的百姓集中起来，威逼利诱说：“抓住王
树声的赏 100 大洋，可要是有人窝藏王树声，就把这里变成无人街！”只见有一位大娘从容
不迫的走到敌人面前说，你们要的人藏在我家，等我把他骗出来。说这话的正是周大娘。可
大家要问了，周大娘为什么反倒帮助敌人抓捕王树声呢？周大娘回到家，把同样藏在夹墙缝
里的大儿子政道领了出来，双手捧着他的脸颊仔细的端详：“儿啊，不要怪娘，只有这样才能
救下全街百把条命，也救你树声兄弟一命。”
就这样，王树声得救了，可周大娘的亲儿子却被敌人残忍的杀害了。之后王树生跟随部队南
征北战，舍生忘死，可他心里一直惦念着大娘。直到 1951 年他得空回来，却听闻大娘家的
房子，早被敌人烧了，他的二儿子是在黄麻起义牺牲的，三儿子是在长征路上牺牲的。王树
声心如刀割，可大娘到底在哪啊？这时警卫员说周大娘要见他，一听消息的王树生赶紧冲出
房门，他终于可以见到大娘了，可他见到的却是一个头发花白，双目几乎失明的老太太，大
娘用长满老茧的手，一寸一寸摸着大将的脸。王树声再也忍不住了，他跪倒在大娘面前说，
娘，就叫我政道吧，我就是您的亲儿子。
故事讲完了，像周大娘这样的英雄母亲，大别山里涌现出许多许多，正是他们养育出无数的
英雄将领，这里的军民用坚守信念，胸怀全局，团结一心勇当前锋的革命精神，换得大别山
28 年红旗不倒。而这正是我今天想向大家讲述的大别山精神。
在 1937 年西路军失败后，他身遇危难，一心向党，最后穿越沙漠，一路乞讨，辗转回到延
安。新中国成立后，在加强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特别是武器装备建设和军事科研事业
作出了贡献。1955 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74 年 1 月 7 日病逝于北京，享年 69 岁。
⑦第三位军事大家是林彪，林彪在年仅 29 岁时就被任命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校长，30 岁被
任命为八路军 115 师师长，虽然他后面晚节不保，但是他军事才能卓著，尤其是他指挥的



平型关战役，更是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革命先烈）
⑧我们现在来到了革命先烈板块，在这块区域，我们选取了 27 位革命烈
士代表。他们大多数是在革命最早期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以生命为代价点
燃了革命之火。
◇大家看到的这位烈士，张浩，原名林育英。他在 1922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参加
了汉阳钢铁大罢工等革命事件。1942 年在延安病逝，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亲自为他执
拂、抬馆，毛泽东更是为其写下了惋词“忠心为国，虽死犹荣”。而且他与烈士林育南、开国
元帅林彪是林氏 3 兄弟，他们的一生跌宕起伏，但是他们的伟业和事功，几乎伴随了中国革
命的完整历程。
◇张南一 ，原名张香奎，1878 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6 年秋，参加革命同年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开始后，张南一经常以打鼓说书的形式宣传革命。1927 里坪革命
法庭首任主席。他上任的第一案就是公开审理判决他的亲舅舅(系土豪劣绅)，这一举动沉重
打击了当地反动势力。由于他常身着蓝色长衫，走乡串户， 书艺人的身份为掩护，从事革
命宣传活动，乡亲们切地称他为蓝衣先生，后取其谐音，称其为张南一。党的八七会议后，
担任七里区防务委员会宣传股长，曾参加黄麻起义。1927 年冬，在敌人包围柳林河村并准
备开枪扫射群众的紧急关头挺身而出，挽救了群众。凶残的敌人在七里坪西门河边沙滩上挖
了一个坑，用铁丝把他的肩胛和脚跟穿连起来，逼迫其投降。他愤怒地说:“老子生是革命人，
死是革命鬼，再过二十年，老子还是要革命!”敌人割掉了他的耳朵、鼻子、舌头，然后将他
活埋英勇就义。
◇吴焕先，曾担任过红 25 军军长和政委，有一年吴焕先带回来一张大胡子画像，认真的贴
在了香案上，这引起了父亲的不解与怒气:“香案是供祖宗的地方，你贴一张大胡子洋鬼子画
像做什么？”吴焕先认真的告诉父亲:“他是革命导师，叫马克思。照他的办法，就会创造出个
新社会来!”父子俩为此大吵了一架。也许是出于对儿子的特别偏爱，父亲后来也渐渐理解了
吴焕先。得到了父母亲的支持，吴焕先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7 年 11 月 13 日，他率领农民自卫军作为“黄麻暴动”攻城主力，解放了黄安县城。黄麻
起义失败后，敌人疯狂反扑,吴焕先的六位亲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但他仍带领群众坚持革
命斗争。艰苦的环境下，他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写下了“深山密林是我房，沙滩石板是我床，
尽管敌人逞凶残，坚决斗争不投降”的豪迈诗句。
吴焕先不仅仅是个骁勇善战的武将，对待自己的同志更是亲如兄弟。在艰难岁月中，他曾

将母亲和妻子沿门乞讨送来部队的粮食，都分给了他的战士们。可他哪里知道，自己的母亲
和妻子在离开部队后，一个饿死在自家的夹墙里，一个活活饿死在乞讨的路上。他的母亲在
临死的时候手上还握着那张大胡子——马克思的画像。吴焕先和他的家人为了党为了革命付
出了一切。
1935 年红二十五军北上长征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的胸部，顿时血流如注。他忍着巨
大的疼痛，继续指挥部队冲锋，在战斗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刻，吴焕先停止了呼吸，牺牲时年
仅 28 岁。
新中国成立后，红二十五军的老战士们只要一提起他的名字，无不热泪盈眶，表达出对这位
军魂式人物的无限敬仰和思念之情。吴焕先虽然牺牲了，但他的精神永远激励着红二十五军
将士继续战斗，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魂魄托日月，肝胆映河山。吴焕先是红二十五军永远不
朽的军魂！
◇戴克敏，参加过黄麻起义，提出“以革命继续革命，以革命发展革命”的口号。牺牲时只有
26 岁。戴家先后有 14 人参加革命，13 人英勇牺牲，满门忠烈。
◇在我们展出的烈士中，最小的是秦绍勤，牺牲时只有 21 岁。在我们没有展出的，以及更



多没有留下姓名的无名烈士中，有更多不到二十岁甚至没有成年的烈士。正是因为他们的前
赴后继、坚定无畏，我们才能在同样的年纪安然坐在教室里读书。所以我们要不忘历史，珍
爱和平，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时光。
◇还有一位女烈士，她是著名革命家张体学的妻子，不幸被捕后，敌人威逼她发表与张体学
脱离夫妻关系的声明，戴醒群严词拒绝了敌人的劝降，并冲着审问的保安团长痛斥道：“你们
这些卖国贼，不打日寇，反而专门残害抗日的新四军，你们良心何在？你们还是中国人吗？”
敌人见软的不行，就施加酷刑。他们用尽了各种刑罚，但戴醒群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
极端残忍的敌人对戴醒群采用了最野蛮、最无耻的分尸酷刑。他们把戴醒群绑在大崎山贾庙
的一棵大树上，当着所有被俘人员的面，先用小刀子一刀一刀地割掉她的两个乳房，然后用
大刀把她的四肢剁掉，戴醒群强忍着疼痛，咬紧牙关没有发生一声呼喊。凶残的敌人，惨无
人道地挖出她腹中的胎儿，再割下她的头颅，其情景惨不忍睹，连在场的保安团团丁都闭上
了眼睛，不愿目睹杀人魔王的暴行。戴醒群英勇牺牲时，年仅 22 岁。

22 岁，正值青春年华，人生的路才刚刚开始，戴醒群为了理想信念奋不顾身。她用实
际行动诠释了对党的忠诚，用顽强的意志体现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执着。这是一名优秀的共产
党员，更是一个意志坚定的革命者。她在革命的岁月里，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她的英名永
远铭刻在人民心中。
最后，还有一个空间留给我们无法一一了解的 44 万英雄儿女和 53000 名革命烈士。所以我
想请大家和我一起进行一个默哀仪式:（默哀开始，默哀结束。）
⑨烽火岁月间，每一条战线上都奋斗着黄冈儿女的身影。
◇郑位三，1927 年组织领导了黄麻“九月暴动”，揭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是鄂豫皖根据地
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32 年 10 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郑位三同志留在根据地进
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为保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1946 年，郑位三同
李先念等同志率部队胜利地举行了中原突围，并随北路部队进到陕南。不久到延安，受到党
中央和毛主席的嘉勉。
⑩除了奋斗在革命前线的郑位三等人，还有一些革命战士在隐蔽战线与敌周旋，进行更加艰
难惊险的斗争。
◇梅龚彬，1923 年加入国民党，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 年，梅龚彬脱离党组织，以非
党人士的身份公开活动。他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分四批把民主人士从香港安全接
送到解放区。
◇徐楚光，成功策反军统南京站少将周镐、等将校军官数十人。就连名噪一时的南京洪帮老
大朱亚雄与受其感召走上革命道路，更成功策反了拥有全副武装，被日本称为“支那第一军”
的警卫第三师起义，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不朽功勋。
◇周镐，原是国民党少将，被徐楚光策反。淮海战役时，在我军兵临城下之际，周镐成功策
动孙良成率一个师 5000 余人在淮海战役前线向解放军投诚，为淮海战役的胜利立下了不可
磨灭的功勋。
◇袁殊，成功打入到国民党中统、军统、日伪机关和上海青红帮之中，连同他共产党员的真
实身份，成为史上唯一的具有“五重”身份的红色间谍，是电视剧《伪装者》中明楼的原型。
特工身份活动期间，曾提供德、苏开战部署及日军二战期间的准确战略情报。
（军事名家）
☆这边就是我们的将军厅，展示了 12 位开国上将和 20 位中将。①其中许世友将军在反“六
路围攻”战役中，指挥万源保卫战，坚守阵地 3 个月，打垮了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许
世友不仅是一名战将，更是一名孝子，那是 1932 年的 10 月，红四方面军面对敌人的重重
围剿，即将实现战略转移的前夜，他冒险赶回家中，拜别母亲。他跪在母亲的面前说:“儿此
去不知何年能归，希望母亲保重身体”并将照顾母亲的重任交给了自己的结发妻子朱锡明。



这一别，就是十七年。这是一拜慈母!
十七年之后的 1949 年 11 月，解放战争仍在进行之中，新生的政权，工作千头万绪，十分
繁忙。已任山东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刚刚有了一个稳定的住处，就立即派人回到家乡寻找母
亲，并将母亲接到了济南，当晚，他在客厅里端端正正地放下一把椅子，向母亲跪拜说:“母
亲，您受苦了!"
这是二拜慈母
他让母亲从此要留在身边安享晚年。可深明大义的许母一不愿意耽误儿子工作，二不愿意过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两个月后，坚决要求回到家乡。这一别，又是 9 年。
1958 年，许世友借到大别山检查战备的机会向军委请假，回家探母。那是一个黄昏，当许
世友走向自己老家的时候，看到门上别着一个柴棍，知道母亲又外出劳动了，他就沿着村旁
的小路去寻找母亲，夕阳中，他远远看着母亲背着一捆柴禾蹒跚地从山道中走来，他慌忙迎
上几步，扑通一下跪在母亲面前，哽咽地喊道:"母亲，不孝的儿子回来看您了"
这时的许世友，已是一员上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南京部队司令员，在党和军
队中已是一位高级领导人了，但他在母亲面前，始终以一个儿子的面目出现。
这是他第三次跪慈母。
他的这一跪，感动了许多的乡亲。后来，人们把他寻母的小路取名“孝母路”。有人写诗赞叹:“中
华文明古，百善孝为先，徘徊孝母路，几人能坦然"。
许世友孝母的情怀感染了许多人，教育了许多人。不仅如此，他还把这种孝道的精神传承给
了自己的儿子、孙子，成为许门家风。
“活着尽忠，死后尽孝"这是许世友生前恪守的人生信条。他把对党，国家和人民的忠诚落到
实处，他独特的人格魅力也将感染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
②郭天民抗日战争时期，指挥百团大战中的娘子关战斗；解放战争时期，参与指挥滇南战役，
解放云南大部地区。
③王宏坤上将与之前咱们介绍的王树声大将是堂兄弟，参加过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
剿”战争，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上党战役、淮海战役等战役战斗。
④秦基伟将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指挥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加速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
的进程。
⑤刘华清上将有“现代海军之父”和“中国航母之父”的美誉。刘华清在回忆录中说，“1980 年 5
月访问美国时，主人安排我们参观了小鹰号航空母舰。其规模气势和现代作战能力，给我留
下了极深的印象。”当时在参观中，美方以军事机密为由要求我方人员要“保持距离”。刘华
清将军曾慷慨立誓：“中国不建航母，我死不瞑目，中国海军必须建造航空母舰。”如今，中
国不但拥有了航空母舰，还拥有了一支强大的海军。
⑥王近山中将就是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的原型，他很小就没有了母亲，8 岁起给人放牛，
13 岁给地主当长工。后来参加革命，舍生忘死，骁勇善战，在一次战斗时，王近山和一个
大个子国民党兵搏斗时，打红了眼，两人一同滚下山崖，国民党兵当场身亡，而王近山只是
头部被一个圆锥状的石头戳了个洞。战斗结束后，大家都说，王近山打仗不要命，简直和疯
子一样，从此以后，战友们便把王近山称作“王疯子”。
1933 年秋，红四方面军迎击四川军阀刘湘的“六路围攻”，身为红二十八团团长的王近山提
刀挎枪冲锋在一线。在防御战中，二十八团几乎拼光了，团长王近山仍然屹立在战斗最前沿
的红旗下。

1934 年 10 月 22 日晚，王近山指挥部队在浓浓的夜色中进入伏击阵地。当时他们不知道，
即将经过这里的一股日军是由 200 名中队长以上军官组成的“战地参观团”。10 月 23 日，王
近山带领连以上干部，化装侦察地形，研究作战方案。10 月 24 日早上 8 点，公路上烟尘滚
滚，3 辆小汽车和 13 辆卡车满载着日军，耀武扬威地进入了伏击圈。只听王近山一声令下：



“打！”刹那间阵地上枪声大作，公路两旁的轻重火力居高临下，一起射向敌人，八路军战士
们在机枪火力掩护下，从两侧陡壁跳下，冲上去与日军肉搏。敌人摸不清情况，来不及展开
火力，大部分钻进汽车底下躲起来，战士们一边杀敌，一边高喊缴枪不杀，许多日军还没看
清楚枪弹从何处来，就糊里糊涂地送了命。日军“战地参观团”的军官们从死去的日军手里夺
过步枪、轻机枪，以汽车为掩体，垂死抵抗。最终，经过 3 个小时的浴血奋战，日军 1 名少
将旅长、6 名大佐联队长、120 名中佐和少佐大队长与中队长悉数毙命，日军“战地参观团”
灰飞烟灭。当王近山带领部队到达延安后，毛泽东主席接见他时说：“了不起，我早就听说
红四方面军有一个‘王疯子’，此次韩略村伏击战，你们打了一个漂亮仗啊！”
在那 14 年的浴血抗战中，没有人在求死，大家都在求生，求家园和民族的生。正是这些热
烈追求着生的不屈生灵们，造就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今天，我们铭记历史，宣讲红色事迹，
不是为了记住更多的仇恨，而是为了更好地出发。致敬那场永不妥协的抗争，致敬今日在风
雨中昂首向前的中国。
⑦胡奇才中将英勇善战、军事才能卓著，指挥了著名的塔山阻击战，成了当时家喻户晓的“塔
山猛虎”、“战术奇才”。
⑧鲍先志中将参加了鄂豫皖苏区一至四次反“围剿”、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重要战役战斗。
是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潘冬子的父亲潘行义和电视剧《亮剑》中赵刚政委的原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