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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秩光阴，猎猎红旗扬虎岁；

两行笔墨，煌煌青史颂龙江。 黄钟麟 撰
九十春群英不朽，芗水长流，初心当永续；

百年路众志弥坚，芝山更美，大梦定成双。 黄文彬 撰
不朽红楼，熠熠丰碑，九旬风雨忠魂常在；

无言先烈，铮铮铁骨，百载征程热血永存。 张金荣 撰
九十载，岁月如歌，风展红旗，革命初心赓万代；

五峰山，层峦似帜，名垂史册，英雄浩气贯长虹。 沈随端 撰

九秩峥嵘，正气千秋，芝山担使命；

五峰峻拔，忠魂万里，漳水映初心。 陈寿宗 撰
冲锋号激荡漳州大地，敌人丧胆投降缴械；

解放军欢呼战场前沿，群众闻风跳舞抒怀。 蔡建生 撰
怀思追远，红楼星火燎原九秩传漳邑；

戮力搏前，芝岫松风立志千年爱党心。 朱德裕 撰
英魂永驻，感天动地东征路；

事业千秋，泣鬼惊神壮烈篇。 黄旭明 撰

如果没有历史点染，这条盘踞在崇山峻岭间的
两公里山路似乎稀松平常，上下山不过半小时。

可只有用双脚丈量古道，在老党员只言片语的
介绍中，才能延展出这脉山路时间的掌纹，铺陈出 90
年前漳州战役的主战场十字岭战斗的历史每一页。

4 月 20 日，雾霭蒙蒙，我市各界青年 90 余人身
穿红军服，分成五支小分队，从内洞八一希望小学
出发，徒步上山直抵十字岭战斗遗址。

虽然曾经的红军路已经修缮成好走的石板路，
但没走几步，一些成员已然腰酸腿疼，嘴唇发干，走
哪坐哪，仰着脖子咕咚咕咚灌水。分队队长、南靖武
装部教官林亚通看着“蔫了气”的学员们笑了，“当
年红军可没有这么好走的路嘞。”他说，当年的十字
岭尽是密林乱石、毒蛇野兽，而国民党在十字岭、五
峰山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炮台、碉堡和战壕，沿
途塌方、滑坡、滚石不断，山势险要。

红军要上山，怎么办？

“攻打十字岭，不能站着走就跪着走、爬着走。”
重走红军路，不仅有体能考验，还有知识考题。

每隔一百米，队员们必须进行党史知识通关。“中国
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是什么？”队员们在答

题板前围了两三圈，踮起脚尖、探出右手，越答兴致
越高，不等志愿者点名，就开始“抢答”起来。南靖实
验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王菁在来参加活动之前
就认真学习了十字岭战斗的相关史料，对于考题也
特别得心应手。“没有实践就没有感悟。”她说，只有
真正走上这条红军路，才能体悟书本上那些史料的

深刻意涵。
在山顶的十字岭遗址边，南靖县龙山镇南坪村

讲解员陈荣金向大家娓娓道来红军攻克漳州的故
事。学员们挨挨挤挤争着往前站，生怕漏听一个细

节。“那个小缓坡就是曾经的战壕。”顺着陈荣金手
指的方向，我们好似透过山林云雾，回溯到 90年前，
看到战火纷飞间红军英勇战斗的身影。

十字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怎么办？“拿下十
字岭，就可攻克漳州城”，毛泽东在内洞寨前沿指
挥部观测地形，一盘棋落在了他的心上。他亲自指

挥十字岭战斗，指示红军由当地群众带路，直上五
峰山。

1932 年 4 月 19 日早上，一声枪响，惊破幽幽深
谷。红军占领五峰山的二尖山、大尖山，形成上下夹

击、迂回包抄之势……最终，十字岭战斗取得胜利。
曾经战场沟坎已成遮天蔽日的森林，不再炮声

隆、枪火鸣。十字岭遗址的石碑默然矗立，四周青苍
古木不语，离石碑几米开外的碉堡遗址也被沙土填
埋成浅浅的土坑，覆上了厚厚的青草，而另一隅的
战壕也被落叶填平，不复原貌。来自漳州职业技术

学院的大二学生林强走到遗址周边散落着的巨大
石头前，探着身摩挲着战时弹壳留下的“伤痕”。这
是林强第一次参加重走红军路的活动，“仿佛穿越
到那段峥嵘岁月。”他说，“之前接触党史学习教育
主要通过党课和视频资料，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接
触这段历史，作为青年一辈更是一场党性洗礼和精
神升华。”

历史给予民族的不仅是记忆，更是一种精神激
励。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省青年五四奖章标兵
王静辉在重温入团誓词时语调上扬而颤抖，“重温
英烈故事让我们感受到红军攻克漳州的艰辛和困
难，让我们在干事创业中传承革命先烈不屈不挠、
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他蹲下身，默念着后人为这场战役刻下的掷地
有声的碑文：为修党史上烽冈/结伴松涛悼战场/铁
血黄花掩烈骨/丰碑留得赤魂香……

☉本报记者 陈慧慧

展红色标语
本报讯（记者 姚智仁）4月 20日，“红色回响——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

东征漳州红色标语展”在市博物馆正式开展。
此次展览由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办，市博物

馆和毛主席率领红军攻克漳州纪念馆联合承办。展览分为宣传共产党和工
农红军、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动员群众参与红军等七个部分，呈现了丰富多
彩的标语和历史文物。

红军在漳州期间书写的标语，以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别具一格的形
式，发挥了重大的宣传和教育作用。

纪念红军攻克漳州纪念红军攻克漳州9090周年周年
““漳州战役漳州战役””理论研讨会发言摘要理论研讨会发言摘要

4 月 20 日，纪念红军攻克漳州 90 周年“漳州战役”理论研讨会在漳州召开。与会专
家学者对漳州战役进行了多维度的讨论交流，为深入挖掘漳州战役的时代内涵提供了
重要参考。本报记者整理了部分发言摘要,以飨读者。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漳州战役中所体现的红色革命精神，可以在伟
大建党精神中找到其精神根源和底色底蕴。从
现实上看，二者都源自近代中国救亡图存革命
新道路的斗争实践。从理论上看，二者都是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的生动实践。

漳州战役中体现的红色革命精神继承
了伟大建党精神的精髓要义。在理想信念方
面，传承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旗帜精
神；在性质宗旨方面，坚持了“践行初心、担
当使命”的基本原则；在政治品格方面，弘扬
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凛然正气；在党
性原则方面，坚守了“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的价值取向。
伟大建党精神和漳州战役中体现的红

色革命精神具有深远的时代价值，为新时代
党的科学决策奠定理论基础；为建设伟大工
程注入澎湃动力，为进行伟大斗争提供强大
精神支持；为推进伟大事业指明方向。

以伟大建党精神为统领，在新时代把弘
扬伟大建党精神同漳州战役中体现的红色革
命精神紧密结合起来，是继承弘扬光荣传统、
赓续红色血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激励漳州
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不竭动力。

☉本报记者 陈细慧 文 李林 图

中共漳浦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党史编研科科长 陈旖旎：

漳州战役继承了伟大建党精神的精髓要义

中央红军赣州战役失利后，毛泽东同志
审时度势，以高明的谋略眼光，力主红军入
闽并发动漳州战役。

漳州战役历史贡献巨大、影响深远：军
事上取得重大胜利，战果辉煌；经济上获得
大量物资给养；政治上扩大了红军影响，宣
传了党的抗日主张，同时为确立毛泽东同志
的领导地位和权威奠定了基础。此次战役从
战略方针、军事准备、后勤保障、统战策略、
政权组织、文化宣传等方面的筹划和相关工
作的部署开展，也印证了毛泽东思想的正
确，并充分体现及丰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同时，漳州战役也将毛泽东同志、中央
红军和漳州这座历史名城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凸显了漳州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漳
州城的独特魅力，吸引了毛泽东同志的目
光；也因为毛泽东同志的独具慧眼，铸就漳
州战役的辉煌。因为有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
张，才有漳州战役的伟大胜利；也正因为有
了漳州战役的胜利，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
泽东思想。因为有巨大的历史贡献，才使漳
州战役名垂青史；也因为有漳州战役的深远
影响，使得漳州大地更具“红色魅力”。

如今，漳州战役留下的“红色财富”依然
宝贵，为我们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超越，
加快建设现代化滨海城市，奋力谱写富美新
漳州建设新篇章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动力。

☉本报记者 陈细慧 文 李林 图

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督察室主任 郑丰城：

漳州战役历史贡献巨大影响深远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
验的决议》提出“历史主动精神”这一重要命
题，《决议》文本从更加宏阔的视野认识历史
发展的内在规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共党史
的叙述逻辑，是崭新的党史观，是历史哲学
观的深刻变革。

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之所以伟大，是因
为征途上的一个个艰难险阻不断砥砺其成
色。从每个具体的重大党史事件看，同样贯
穿着这一逻辑。漳州战役取得巨大成功，是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充分发挥

历史主动精神，对当时的局势做出科学研
判，正确把握斗争规律，因势利导、顺势而为
的结果，红军赢得了战略上、军事上、政治
上、经济上、思想上的主动。漳州战役成为我
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的一次重要战
役，载入《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当前，漳州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重要机遇
期。要深入研究漳州战役，继续发扬历史主
动精神，为落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全
力推动现代化滨海城市建设开好局、起好步
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本报记者 陈细慧 文 李林 图

中共漳州市委党校哲学法学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 陈贤滨：

漳州战役的胜利彰显了历史主动精神的伟大

中央红军在漳期间，卓有成效地开展抗
日宣传，极大地扩大了政治影响，彰显了中
国共产党深远的政治谋略和高超的宣传艺
术，为漳州留下弥足珍贵的红色资源。

中国共产党在漳州的抗日宣传方式包
括标语宣传、文艺演出、口头宣传等。漳州各
地至今仍保留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打倒日本倭寇”等抗日标语。红军攻克漳州
后，红军剧团、宣传队经常深入群众开展文
艺演出、化装讲演等，吸引不少群众加入革
命队伍。

中国共产党在漳州战役期间的抗日宣
传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是把抗日宣传与反对

国民党结合起来，如张贴“打倒军阀国民党”
“打到漳州去，消灭张贞匪部”等标语。二是
把抗日宣传与群众工作结合起来，许多漳州
群众通过宣传参加了中央红军，不少人还成
长为军队将领和领导干部，被称为“红军会
计制度的创始人”“我党金融事业的奠基者”
的高捷成就是其中之一。三是把抗日宣传与
筹集款物结合起来，在漳州一个多月的时间
里，红军共筹得银元 100 多万元，还有大量
的粮食、食盐、药品、布匹、煤油及印刷机等
重要物资，很大程度解决了红军的物资供
给，支援了中央苏区的生存发展。

☉本报记者 肖颖婧 文 李林 图

闽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陈再生：

红军在漳州战役期间开展卓有成效的抗日宣传

“九一八事变”后，反蒋与抗日成为苏区
革命斗争有机结合的两大主题，这两大主题
的相互激荡，使具有独特历史地理位置和中
央苏区革命斗争环境的福建一度成为全国
反蒋抗日运动的中心。

推动抗日民主运动发展，是中央红军东路
军攻打漳州的战略任务之一，一个重要政治目
的就是以实际行动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
让“白区”的广大民众了解红军的性质和革命主
张，团结各阶层民众，一致抗日。

因此，漳州战役不是一次单纯的军事行
动，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对“九一八事变”及其重大影响的清醒
判断和果断决策的结果，是中央红军第一次

在福建进行直接与抗日运动相结合的重大
军事战略行动。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漳州战役有力地
推动了福建反蒋抗日运动的发展。其一，把
闽南地区抗日运动推向高潮。其二，漳州战
役促进福建反蒋抗日策源地的形成，对国民
党十九路军的联共反蒋抗日义举产生积极
影响。其三，漳州战役为后来红军在福建的
抗日运动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漳州战役的
历史事实表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
党是当时全国所有党派中主张“对日宣战”
最早、最坚决的政党，在中国局部抗战阶段，
红军是“抗日反蒋而孤军奋战之唯一力量”。

☉本报记者 肖颖婧 文 李林 图

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研究员 吴明刚:

漳州战役推动了福建反蒋抗日运动的发展

回望，为了重新出发
——我市各界青年重走红军攻克漳州路见闻

纪念红军攻克漳州90周年楹联选登

1932 年 3 月 27 日至 28 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建议，决定由红军第一、五军团组成东
路军东征福建。进入长汀后，毛泽东综合分析时局，认为漳州商业繁
荣，物产丰富，打下漳州，一可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红军影响；二
可消除闽西敌患，威逼粤军；三可筹得大批物资，缓解苏区困难。3
月 30 日，毛泽东致电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提出东路军必须直
下漳州、泉州，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局面。周恩来经过
慎重考虑，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发动漳州战役。

4 月 1 日，红军东征漳州的联席会议在长汀召开，部署战
前各项准备工作。4 月 10 日，红军东征漳州的第一战在龙岩
考塘打响，红军初试锋芒，旗开得胜，进占龙岩城。4 月 14
日，东路军向漳州挺进。4 月 19 日，天宝战斗打响，东路
军向漳州发起了总攻。是役，红军取得了重大胜利，战
果辉煌。

4 月 20 日，东路军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受到漳州
人民的热烈欢迎。中央红军驻扎漳州 1 个多月，采取
多种形式进行了广泛的抗日宣传，筹集 100 多万光
洋和大批物资，发动 1500 多人参加红军，帮助健全
中共漳州中心县委，建立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和
闽南红三团，促进闽南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

中央红军攻克漳州，对巩固发展中央苏区
根据地、粉碎国民党第四次“围剿”、推动闽南
革命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本报记者 邱丹燕
见习记者 叶祺敏 整理

战役回顾战役回顾战役回顾

中央红军攻克漳州

赠红色书籍
本报讯（叶慧平）4 月 19 日，“纪念红军攻克漳州 90 周年系列活动——

红色书籍进老区”分别在芗城区石亭街道、浦南镇、天宝镇举行。
活动中，主办单位精心挑选《大芹山上红旗飘》《乌山情怀》《抗日英雄

李林》《芗城党史二卷》《漳州红色故事》等红色经典书籍共 800多册赠送给
当地群众，书籍内容涵盖红军故事、优秀共产党人传记和红色历史故事等。

活动由漳州市闽粤赣边区革命史研究会、芗城区委党史方志室、芗城
区老区建设促进会、芗城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办，中共石亭街道党
工委、中共天宝镇委员会、中共浦南镇委员会承办。

绘往昔峥嵘绘往昔峥嵘
4 月 20 日，纪念红军攻克漳州 90 周年沙画艺

术作品展在漳州永润文化创客小镇开展。
本次作品展由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龙文区

委宣传部、龙文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承办，将持续
至 5月 28日。现场共展出沙画作品 50余幅，涵盖一
批以 1932年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攻克
漳州为主题的沙画作品，以及展现龙文区名山名
水、名楼名塔、龙舟赛、武术表演和乡贤名人的沙
画系列作品。

本报记者 沈昊鹏 摄影报道
4 月 20 日上午，“赓续红色血脉 汲取奋进力量”之“红星照

耀”——纪念红军攻克漳州 90周年芗城系列活动在漳州古城西广
场举行。图为现场群众观看文艺演出 本报记者 严洁 摄

4月 20日，“红星照耀龙江大地——龙海区纪念红军攻克漳州 90周年”系列活动启动仪
式在龙海月港双拥公园举行。启动仪式上，与会人员现场观看“纪念红军攻克漳州 90 周年”
文艺表演 。 龙闻 摄

办主题邮展办主题邮展
本报讯（记者 苏水梅 通讯员 李青 文

严洁 图）4 月 19 日，漳州市委老干部局、漳州
市长江支队历史研究会、通北街道党工委等
单位在芝山公园联合举办“铭记来时路，奋进
新征程”主题邮展（左图）。

此次展出的 114张邮集作品，是由退休老
党员蔡炎明从所收藏的数千张邮票中精选
出，共分为《铭记红军攻克漳州的将领》《不朽
的丰碑》《彪炳千秋的红军将领》《太阳颂》《红
军长征胜利到延安》五个章节。

1932193219321932193219321932193219321932193219321932193219321932193219321932193219321932193219321932193219321932193219321932

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纪念碑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纪念碑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游斐渊游斐渊 摄摄

毛主席率领红军攻克漳州纪念馆毛主席率领红军攻克漳州纪念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游斐渊游斐渊 摄摄

青年代表青年代表参与红色知识答题参与红色知识答题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旭张旭 摄摄青年代表参观漳州战役南靖决战纪念室青年代表参观漳州战役南靖决战纪念室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旭张旭 摄摄
““重走红军路重走红军路””团体代表从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纪念碑前再出发团体代表从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纪念碑前再出发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忠林忠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