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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年100

韦拔群    为革命牺牲一切的农民领袖

在广西河池市东兰县

的韦拔群故居前，矗立着一

座腰杆挺拔、目光坚定的“拔

哥”塑像。前来参观的群众常

常在这里驻足瞻仰，献上鲜

花，向“拔哥”致敬。

在广西，韦拔群的名字

家喻户晓，大家亲切地称他

为“拔哥”，崇敬之情溢于言

表。在韦拔群故居门前，矗立

着 10多块因革命牺牲的韦拔

群亲人的墓碑，诉说着那段

惊心动魄、英勇悲壮的历史。

“为了寻求人民翻身解

放的正确道路，韦拔群历尽

艰辛奔赴广州寻找马列主

义，牢固树立了共产主义信

念，给自己三个儿子分别取

名为‘革命’‘坚持’‘到底’，

誓将革命进行到底。面对国

民党反动派密如蛛网的通缉

追捕，他泰然自若，视死如

归。”覃迎庆是韦拔群故居的

一名“90 后”讲解员。时隔近

百年，每当讲起“拔哥”事迹

时，她仍然心潮澎湃。

“拔哥”早年就读于广西

法政学堂，加入过讨伐袁世

凯的护国军，在黔军做过参

谋，在广州参加了“改造广西

同志会”。

1921 年 9 月，韦拔群返

回家乡东兰县，从事农民革

命运动。1925 年初入广州农

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

回东兰继续从事农民运动，

主办农讲所，培养骨干，发展

农会和农民武装，把农运推

向右江地区。

1929 年 8 月，韦拔群被

中共广西特委正式批准加入

中国共产党，在当地坚持武

装斗争。

1929 年 12 月，韦拔群参

与领导百色起义，任右江苏维

埃政府委员、中国工农红军

第七军第三纵队司令。1930

年 10 月上旬，红七军主力奉

命北上，离开了右江革命根据

地。北上前，红七军集中在河

池六甲一带进行整编，军前委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全国红

军统一番号，宣布把红七、八

军改编为十九、二十、二十一

共三个师。十九、二十师北上，

二十一师留下坚持右江革命

根据地斗争。韦拔群任二十一

师师长，陈洪涛任师政委。韦

拔群坚决服从军前委的决定，

立即把自己从东兰、凤山带来

的第三纵队 1000 多名官兵，

除留下七八十个体弱有病的

战士外，其余全部拨给主力部

队北上，毫无半句怨言，充分

体现了共产党员以全局革命

利益为重的崇高品质。

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苏

区后，韦拔群带领百余人留

在右江地区，在极其艰苦的

条件下坚持游击斗争。

为了革命事业，韦拔群一

家 10 多口人惨遭敌人杀害，

但这些都没有动摇他的革命

意志。1932 年 10 月 19 日凌

晨，韦拔群被叛徒杀害于广西

东兰赏茶洞，时年 38岁。

在东兰县城的韦拔群纪

念馆，当讲解员提到韦拔群

一家亲属共有 17人为革命而

牺牲，没有留下一名直系后

人时，正在参观的一些游客

不禁流下了眼泪。

“韦拔群是壮族人民的

好儿子，他用满腔的热血和

宝贵的生命践行了‘快乐事

业，莫如革命’的铮铮誓言。”

前来参观的林东婷说。

壮乡英雄文化园管理处

主任黄高线说，韦拔群出生在

封建富有家庭，他完全可以按

照父辈意图，循规蹈矩读书做

官，成家立业，随波逐流逍遥

岁月。但他不贪图安逸享乐，

不迷恋荣华富贵，从小就立下

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以己之

躯赴汤蹈火在所不惜。韦拔群

精神内涵丰富，概括起来就是

“忧国为民、追求真理、敢为人

先、无私奉献”。

河池市政协副主席、东

兰县委书记黄贤昌表示，今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东兰县把拔群干部学院

作为传承和弘扬韦拔群的精

神和革命先烈光辉伟绩的重

要阵地，充分发挥学院学党

史、悟思想主阵地作用，特别

在用足用活革命老区红色资

源上下足功夫，研发核心课

程，开设情景教学和现场教

学等特色课堂。通过全面深

入的学习，弘扬拔群精神，造

福老区人民。

（据新华社）

“湖塘，这是一个洒满烈

士鲜血的村坊。”方志敏故居

讲解员娓娓道来，向参观的

游客讲述着湖塘村的历史。

土地革命前，湖塘村共 80 余

户、约 400 人，到新中国成立

之初仅剩 29 户、90 余人，留

下的男丁几乎都是残疾人。

湖塘村是江西上饶市

弋阳县的一个普通村庄，方

志敏曾从远处眺望自己的家

乡，他感叹自己不是一个文

学家，不能将眼前的美丽描

写出来 ；他也看到了农村的

衰败和黑暗，村民苦到不能

生活。

“我于一八九九年生于

离漆工镇二里许的湖塘村。

在这长夜漫漫、天昏地暗的

地方，我生活着，我受着压迫

和耻辱地生活着 ；我长大起

来了 ；我逐渐不安于这黑暗

的时日 ；我渴望着光明 ；我

开始为光明奋斗……”这是

方志敏在遗稿《我从事革命

斗争的略述》中对家乡生活

的回忆。

走进他的青春岁月，就

走进了他的初心赤胆，就理

解了他的人生选择。

1922 年，方志敏在上海

求学时看到法国公园门口的

牌子上写有“华人与狗不准

进园”，他感到从来没有受过

的耻辱。

“这几个字射入我的眼

中时，全身突然一阵烧热，脸

上都烧红了。”他感慨中华民

族命运的悲惨，但是依然相

信，即使当下江山破碎、国弊

民穷，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

的光明前途。

大革命失败后的 1928

年 1 月，方志敏与邵式平、

黄道等领导弋横起义，创建

赣东北革命根据地，领导组

建中国工农红军第 10 军。

方志敏把马克思主义普遍

真理与赣东北实际相结合，

创造了一整套建党、建军和

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毛泽

东称之为“方志敏式”的根

据地。

1934 年 11 月底，方志敏

奉命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北上，任红 10 军团军政委员

会主席。此时，中央红军主力

已离开中央苏区，红 10 军团

孤军北上危险重重。

前路凶险，方志敏又何

尝不知，但他毅然担当起这

一重任。1935 年 1 月，在降

满大雪的怀玉山中，方志敏

不幸被捕，同年 8 月 6 日他

在江西南昌下沙窝英勇就

义，时年 36 岁。

女儿方梅只能看着爸爸

的照片长大，当方志敏牺牲

时，她才 3 岁。

她出生后，父母把她寄

养在江西一户老百姓家中。

方志敏最后一次与女儿见面

时，他抱起 2 岁的方梅亲了

又亲。转身间，即成永别。

纵使远隔 80 多年，依然

能感受到一位父亲的不舍。

是什么，让方志敏不得

不离开他最爱的人？

“共产党员——这是一

个极尊贵的名词，我加入了

共产党，做了共产党员，我是

如何地引以为荣啊！从此，

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

交给党去了。”方志敏深情地

向党告白。

在方梅 21 岁生日那天，

母亲缪敏送给她一本“迟到”

的成人礼——《可爱的中国》。

“从此，我懂得了‘祖国’

的意思——祖国，就是生养

了我们、值得像父亲那样的

千千万万烈士用生命去保护

的母亲！”如今，方梅已是年

近九旬的老人。

距方志敏牺牲 80 余年

过去，他的家乡湖塘村早已

今非昔比。

“湖塘村的先辈为党的

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

们有义务带领村民过上好日

子。”漆工镇党委书记汪国华

介绍，2016 年以来，江西各

级政府投入 6000 余万元用

于湖塘村的建设，从村庄里

宽敞的柏油路、白墙黛瓦的

民居，到设施齐全的小广场、

蓬勃发展的各项产业，湖塘

村的面貌焕然一新。

方志敏故居前矗立着一

座方志敏身骑骏马的铜像，

他目光坚毅抬头远望，前方

不再是战场的烈焰，而是他

一直憧憬的可爱的中国。

（据新华社）

方志敏    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