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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南昌6月26日电 江西
省永新县芦溪乡南阜村的村口，三棵
百年古樟树静静伫立，年少时的欧阳
洛曾在这三棵樟树下学习和阅读进步
书籍。

欧阳洛，曾用名毛春芳，1900年
生，江西永新人。1922年考入南昌第
一师范，经常阅读 《向导》《红灯周
刊》 等进步书刊，积极参加由赵醒
侬、方志敏等领导的反对江西军阀的

斗争。1923 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 年 1 月，受党组织派遣，欧
阳洛到吉安从事党的工作，发展了10
多名党员。同年 9 月，他来到永新开
展革命工作，领导农民运动，壮大党
的队伍。

1926 年 7 月，中共永新支部成
立，欧阳洛担任支部书记，先后发展
了贺子珍、贺敏学等一批党员，并组
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北伐军进
入永新后，他担任了新的政权机构
——县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和县农民协
会委员长。欧阳洛领导广大农民打倒
豪绅地主，进行减租减息斗争，同时
开展移风易俗、改革社会陋习的教
育，特别是雷厉风行地实行禁烟运
动。在他的领导下，永新农民、工
人、学生等各阶层各方面都被发动起
来，工农运动进入空前高涨的时期。

1927 年 4 月，中共永新临时县委
成立，欧阳洛担任书记。四一二反革
命政变后，国民党右派分子、土豪劣
绅与土匪勾结，纠合反动武装攻打永
新县城，逮捕了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
群众。他一面组织同志紧急转移，一
面联络宁冈、安福、莲花三县农民武
装，于 7 月分三路进攻永新县城，赶
走反动派，营救出被捕的党员和群众。

7 月下旬，根据江西省委指示，
欧阳洛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部
队南下后，他历尽艰险抵达上海找到
党组织，化名毛春芳，被派到沪东区
领导开展工人运动，后任沪东区委书
记。他深入工人群众中进行细致的宣
传动员，发展党员和团员，组织罢
工，维护工人权益。经过努力，沪东
区的主要工厂都建立起党的组织，恢
复了正常的工作。

1929 年 6 月，欧阳洛调任沪西区
委书记，他积极开展各种斗争，使沪
西区的工作有了新的起色。1929 年 9
月，党中央决定重组湖北省委，欧阳
洛担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

1930 年 2 月，欧阳洛担任湖北省
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4月5日，由于
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他受尽各种酷
刑，始终坚贞不屈。面对敌人的威逼
利诱，欧阳洛大义凛然地回答：“大丈
夫死就死，决不投降！”英勇就义时年
仅30岁。

如今，在永新县革命烈士纪念馆
的门口，矗立着欧阳洛烈士的铜像，
馆内陈列着他的部分遗物和生平事迹
介绍资料。每当清明节、烈士纪念
日，当地中小学生都会在这里举行追
思和纪念活动，向欧阳洛的铜像敬献
花篮，缅怀这位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

欧阳洛：宁死不屈的工农运动先锋

据新华社西安6月27日电 刘愿
庵，1895 年生，字坚予，陕西咸阳
人。1908年随父移居南昌，入大同中
学读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弃学
奔赴南京，拥护孙中山。参加学生
军，声讨袁世凯，后一度在川军任
职。1923年初，他参加了共产党人恽
代英在成都组织的“学行励进会”，发
行《励进周刊》，传播革命思想。后又
建立“蓉社”，发展社员 20 多人，恽
代英负主要责任，刘愿庵作具体指导。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刘
愿庵被推举为在宜宾成立的“叙州五

卅惨案后援会”的负责人之一，领导
群众开展反帝爱国斗争，不久加入中
国共产党。同年冬，四川部分共产党
员在重庆中法大学秘密召开会议，正
式成立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委员
会，刘愿庵任执行委员会委员兼成都
特别支部书记。在成都，他以办报为
社会职业，后任四川省参议会秘书。

1926年冬，刘愿庵在川军中开展
军运工作，配合刘伯承等领导的泸
（州）顺（庆）起义。他在陈书农部任
师政治部中校宣传科长，兼任军官教
育团政治教官。

大革命失败后，刘愿庵领导成都
党的地下组织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
坚决斗争。1927 年 9 月起先后任中共
四川临时省委秘书长和省委宣传部主
任、宣传委员会书记。1928 年 4 月任
中共四川临时省委代书记。同年 6
月，赴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当选为
中共第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六大后，
刘愿庵领导了四川省委的重建工作。

1929 年 2 月，在成都召开临时省
委扩大会议，刘愿庵传达党的六大精
神，会议正式选举刘愿庵任中共四川
临时省委书记。1929 年 4 月，他发动
和领导了万源固军坝起义，在川东地
区树起了一面武装斗争的旗帜。同年
6 月，领导了邝继勋、罗世文等发动
川 军 第 二 十 八 军 第 七 混 成 旅 的 遂
（宁）蓬（溪）起义，成立了中国共产
党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总指挥部。中

共四川省委正式成立后，刘愿庵任省
委书记。

1930年5月5日，由于叛徒出卖，
刘愿庵在重庆被捕。军阀刘湘早知刘
愿庵的才华和他在我党中的地位，妄
图收买他，以“院长”“厅长”等高位
和每月薪俸二百元大洋为诱饵，要他
脱离革命，退出共产党。刘愿庵坚决
拒绝了反动军阀当局的劝降利诱和死
亡威胁，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

5月6日，在敌人的军事法庭上，
刘愿庵神态自若，把法庭当讲台，宣
传党的主张及共产主义真理。当敌人
的军法官询问他的姓名和职业时，刘
愿庵昂首挺胸，理直气壮地答道：“全
世界无产阶级的斗士、中国共产党党
员、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在拒绝敌
人的劝降和进行法庭上的斗争后，刘
愿庵深知敌人将会置自己于死地。临
刑前一天，他给爱人和姐夫写了遗
书，在最后不忘鼓舞妻子：“不要伤
痛，努力工作，我在地下有灵，时刻
是望着中国革命成功，而你是这中间
一个努力工作的战斗员！”

1930 年 5 月 7 日，刘愿庵英勇就
义，时年35岁。

如今，刘愿庵写给姐夫的遗书藏
于重庆三峡博物馆，这封遗书历经沧
桑依然闪耀着信仰的光芒。“此身纯为
被压迫者牺牲，非有丝毫个人企图。”
刘愿庵的初心和理想跨越历史继续激
励着后人。

刘愿庵：此身纯为被压迫者牺牲

据新华社昆明6月28日电 刘平
楷的出生地彝良县是著名的革命老
区，川滇黔边区红军游击纵队曾在此
建立革命根据地。

走在依山傍水的彝良县城，提起
“刘平楷”这个名字，很多老百姓都说：
“这位大英雄是乌蒙山区人民的骄傲！”

刘平楷，字履端，曾用名刘少猷
等，1902年10月出生于云南省彝良县
角奎镇（今彝良县城）。刘平楷天资聪
慧，7 岁进私塾读书，1917 年到昆明

省立一中求学，由于思想活跃，接受
新事物快，是省立一中受到马克思主
义思想影响较早的学生。

1919年，五四运动的风暴席卷全
国，刘平楷在昆明参加了“云南学生
爱国会”，在学生运动中打头阵，声援
北京学生爱国民主运动。

1922 年 5 月，刘平楷离家赴京求
学。在李大钊、邓中夏等革命先驱的
引导下，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
论，积极投入反帝爱国斗争，1923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受党组织派
遣，参加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到长
辛店协助邓中夏做宣传工作。1924年
秋，刘平楷受中共北方委员会和李大
钊的派遣，赴河南信阳从事工人运动
和党的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信阳地方
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共豫陕区执行委
员会常委。

1927年大革命失败，在白色恐怖
笼罩的严峻时刻，刘平楷被任命为中
共南京地委书记。他置生死于度外，
与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后调任上
海沪东区委书记、闸北区委书记。

1928 年 5 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刘
平楷担任中共湖北临时省委书记，以
恢复遭敌破坏的湖北党组织。他在形
势非常险恶的情况下采取了一系列果
断措施，避免了党组织遭受更大的损

失并逐步恢复。1928年底，刘平楷受
中央委派，以特派员的身份与谢觉哉
前往东北。中共满洲临时省委建立
后，刘平楷担任省委书记兼军委书
记，不久又担任了中共第四届满洲省
委常委、代理省委书记。

1929年秋，刘平楷根据工作需要
回到云南，于1930年春担任中共云南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并在省委书
记赴滇南工作期间，负责省委的日常
工作。在云南，刘平楷呕心沥血，抱
病工作，还千方百计筹措经费。

1930 年 5 月 5 日，在敌人的大搜
捕中，刘平楷为了保护省委的机密文
件并安排有关同志转移，不幸被捕。
在狱中，敌人对他先施以高官厚禄的
引诱，被他严词拒绝。敌人又对他严
刑拷打和刑讯逼供，他坚贞不屈，严
守党的秘密。面对敌人“你要顽固到
底，就难免一死，谁也保不了你！”的
威胁，刘平楷斩钉截铁地说：“大丈夫
不怕死，为何以死惧之！成全我一个
烈士的美名，不也好吗！”

刘平楷把监狱当作新的战场，他
在狱中鼓励难友们要保持革命气节，
不要被敌人淫威所吓倒，他还给大家
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斗争经验。

1930年7月26日，刘平楷英勇就
义，年仅28岁。

刘平楷：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新华社长沙6月29日电 盛夏时
节，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金龙镇绿树
成荫，生机勃勃。陈毅安烈士纪念馆
就坐落于这个镇上，一栋砖木结构、
两房一厢一角的平房，屋面青瓦盖
顶，地面青砖铺就，墙面窑砖粉白。

照片中的陈毅安戴着一副眼镜，
斯文儒雅，俊朗清秀。湘阴县史志办
副主任周小虎告诉记者：“光看照
片，许多前来瞻仰的游客说陈毅安更
像一名教书先生，其实他是智勇双全
的一线指挥员，骁勇能战，革命信念

坚定，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
命。”

陈毅安，1905年1月12日出生于
湖南省湘阴县金龙镇神塘湾。1920年
考入湖南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
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
经毛泽东推荐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他积极从事学生、工人运动，如
抵制日货、到汉阳兵工厂组织工人罢
工及阻拦帝国主义国家的船只停靠长
沙码头等。

1925年底至1926年10月，陈毅安
受党组织派遣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深
造。1926年10月至1927年9月，先后
任国民革命军教导师第三团第三营第
七连连长兼党代表、国民革命军第二
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辎重队队长兼
供给部主任，参加北伐。

1927 年 陈 毅 安 参 加 了 秋 收 起
义，后随部队到井冈山，任工农革
命军第一师一团连长、营长，参加
创 建 井 冈 山 革 命 根 据 地 的 斗 争 。
1928 年8月，红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去
湘南，井冈山大本营留守兵力只有
三十二团，湘赣敌军乘虚“会剿”。
8 月 27 日，陈毅安接到急报，带上
两个连昼夜急行，次日下午赶到黄
洋界。在黄洋界，陈毅安指挥部队
击溃敌军 3 次进攻，取得了黄洋界保
卫战的胜利，书写了以两个连击退
敌人四个团的辉煌篇章。

1929 年 1 月在井冈山受伤后，陈
毅安回湘阴老家疗养并与妻子李志
强完婚。1930 年6月，陈毅安告别妻
子，奉命任红八军第一纵队队长，
兼任攻打长沙战役的前敌总指挥，
协助彭德怀占领长沙全城。其间，
陈毅安率红一纵队奉命打头阵，面
临险重任务，他以坚毅的语气说：

“军团信任我们，再硬的骨头也要
啃！”长沙被占领后，敌人进行反
攻，为了掩护红军撤退，陈毅安于
1930 年 8 月 7 日拂晓不幸中弹牺牲，
时年25岁。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核批
了一批著名的革命烈士，陈毅安位列
第九。1958年，彭德怀亲笔为陈毅安
题词：“生为人民生的伟大，死于革命
死得光荣！”

为了纪念陈毅安烈士，湘阴县
委、县政府对位于湘阴县金龙镇的
烈士故居进行了保护，并在陈毅安
故居的基础上建设陈毅安烈士纪念
馆。2011 年，湘阴县委、县政府为
大力弘扬陈毅安烈士的丰功伟绩，
又在湘阴县烈士公园内新建陈毅安
烈士纪念馆，并在纪念馆西侧新建
陈 毅 安 烈 士 纪 念 塔 ， 总 占 地 面 积
23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980 平方米。
周小虎介绍，纪念馆从多方面展示
了陈毅安烈士英勇壮烈的一生，供
后人缅怀和学习。

陈毅安：死于革命死得光荣

新华社银川6月30日电 今年清
明节，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
区头营镇的杨郎农民广场，2000余名
中小学生庄严肃穆地在革命烈士赫光
塑像前献花、默哀。这样的纪念活
动，在赫光的家乡每年都会举行。

赫光，原名万锡绂，字季玺，
1902 年 2 月出生在甘肃固原县杨郎镇
万家堡子村 （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头
营镇杨郎村）。赫光8岁入私塾读书，
16岁考入平凉陇东公立中学堂，1922
年考入北洋军阀举办的洛阳讲武堂学
习军事，开始接触到无产阶级思想。
毕业后，赫光在北洋军队中担任过连
长、营长，后因不满军阀混战之黑

暗，战场脱险后，愤而离开军队回乡。
赫光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对家

乡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痛心疾首，毅
然离乡赶赴陕西参加革命，1925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冬，赫光被中
共豫陕特委派到安徽阜阳国民党四十
七军高桂滋部，从事兵运工作。1927
年，在革命遭受挫折的血雨腥风的岁
月里，赫光不顾个人安危，仍坚持利
用在敌军部任职的隐蔽条件，沉着机
警地在敌营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

1931 年高部到山西平定驻防时，
他已在军中发展共产党员50多名。此
时，中共山西特委根据中共北方局顺
直省委决定，命令赫光迅速组织实施
兵变，将高桂滋部三个团拉出来，在
五台山一带建立革命政权，组建中国
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1931 年 7 月 4
日午夜，“平定兵变”爆发，按照预定
方案进行。经与敌军进行短兵相接的
激烈战斗，起义部队共有1100余人冲
出包围。部队集结后，谷雄一宣布中
央决定：经党中央批准，中国工农红
军第二十四军正式成立，任命赫光为
军长，窦宗融为副军长，谷雄一为政
治委员。

随后，部队打起绣有“中国工农
红军第二十四军”字样的红旗，向五
台山地区挺进。沿途红军击溃敌保安
团阻挠，顺利到达河北阜平，受到老
百姓热烈欢迎。到达阜平次日，红军
就释放了囚禁在县城的“政治犯”，第
三天在阜平召开了群众分粮大会，给

当地百姓放粮3万余石。
经过释“囚”、放粮义举和宣传动

员活动，当地群众对红军有了良好的
印象。赫光与其他同志一起酝酿，决
定建立阜平县革命政权。7 月 26 日，
中华苏维埃阜平县政府成立大会召
开，郑重宣布阜平县苏维埃政府成立。

红二十四军的创立和阜平苏维埃
政权的诞生，震动了整个华北，极大
地鼓舞了受压迫劳苦群众的革命信
心，使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不已，必欲
除之而后快。8 月，国民党军石友三
部第27旅采取阴谋诈降的手段，诱骗
红军前来受降。

8月11日，赫光在前去改编“投
降”的敌军时，遭荷枪实弹的顽敌包
围。但他仍临危不惧，义正词严地继
续给敌官兵做工作，声色俱厉地怒斥
敌顽固分子。随后，身材魁梧的赫光
与敌人英勇搏斗，最后寡不敌众，不
幸倒在了血泊之中，牺牲时年仅 29
岁。

如今，赫光的家乡固原市已经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因为红二十四军这段红色记忆，
赫光的家乡固原市头营镇和他当年的
起义地山西省盂县路家村镇于2017年
缔结为友好乡镇，双方互学互助，共
同发展。头营镇杨郎村村支书曹辉
说：“去年我应邀去赫光起义地考察学
习，与路家村达成互帮互助协议，今
年七八月份，路家村的干部将来杨郎
村商定帮扶具体项目。”

赫光：华北第一个人民政权创建者之一

新华社长沙7月1日电 穿过热闹
非凡的湖南省宜章县星火广场，一座
清代风格的院落出现在眼前，这就是
宜章年关暴动指挥部旧址。在指挥部
旧址附近的纪念馆进门处，朱德、陈
毅、王尔琢、胡少海全身雕塑栩栩如
生。宜章县史志办原主任吴绪斌介

绍，1928 年 1 月，朱德、陈毅率领南
昌起义军余部2000多人，从粤北转至
湘南宜章县境。为减少伤亡，确保暴
动成功，朱德、陈毅制定了智取宜章
县城计划，而胡少海为此起到了关键
性作用。

胡少海，1898 年生，湖南宜章
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早年
考入广东乐昌中学读书，接受进步思
想，对其父兄勒索百姓、欺压外族的
行径十分愤慨，毅然离开地主家庭，
弃学从军。1921年入嘉禾民军，后升
至连长。1923年所在部队被编为广州
陆海军大元帅府直辖独立旅，任营
长，参加了南征邓本殷、东征陈炯明
的战役。1926 年任国民革命军第 6 军
营长、团长，参加了北伐战争攻克武
昌等战役战斗。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胡少海联
络一批湘南籍士兵潜入湘粤边界活
动，与共产党员高静山等人取得联
系，使队伍成为党领导下的一支红色
武装力量。1928 年 1 月，得知朱德、
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队伍转战到粤
北，立即赴乳源杨家寨子与朱、陈会
面，共同商议了暴动计划。随即受朱

德派遣，以国民革命军第 16 军 47 师
140 团副团长名义，率两个连开进宜
章县城，取得了智取宜章的胜利。在
此期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后
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3团团长、第3师
师长。胡少海指挥所部取得长冈岭、
大黄家村等战斗的胜利。同年 5 月随
朱德、陈毅到井冈山后，任中国工农
红军第4军第29团团长、中共湘赣边
界特委委员，参加了开辟井冈山革命
根据地的斗争。1929年随红四军出击
赣南、闽西，任第 2 纵队纵队长 （也
称司令员）、4纵队纵队长，参加了大
柏地、长汀和三战龙岩等战斗。同年
12月参加了古田会议。

1930年6月胡少海在闽西任红21
军军长，率部在龙岩东北地区肃清反
动武装和土匪，巩固了苏维埃政权。8
月在漳平永福圩侦察敌情时不幸壮烈
牺牲，时年32岁。

今年 3 月，为纪念湘南起义爆发
90 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宜章县编
纂 出 版 了 《红 军 名 将 胡 少 海》 一
书，用长篇传记文学形式，展现了
红军将领胡少海坚定的无产阶级革
命者的一生。

胡少海：红军名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