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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冒死保护陈毅突围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1936
年，国民党军46师向赣粤边游击区发动了大
规模“清剿”，围困梅岭二十余日，身带伤病
的陈毅隐蔽在山上一个石洞中，于衣底写下
了著名的《梅岭三章》，时至今日，读来仍觉
雄浑壮阔、荡气回肠。

时间回到1934年10月，红军主力从中央
苏区突围长征，留守苏区的部分红军和地方武
装，在项英、陈毅领导下，英勇抗击数十倍于己
的敌军，掩护主力红军转移，保卫红色苏维埃
政权。赣州市大余县属赣粤边游击区的中心
地带，是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的核心区域和
指挥中心，项英、陈毅的主要活动地。

8月13日，大余县南安镇梅山村东南斋
坑，群山苍翠、碧水环绕。联合采访组沿着
狭窄曲折的山路，来到半山腰一处悬崖石
洞。“1936年冬天，敌人重兵包围之下，陈毅
拖着伤病之躯，在这里辗转隐匿了二十多
天，写下了气壮山河的绝笔诗《梅岭三章》。”
大余县委宣传部主任科员黄学文说。

“当时，一位名叫张千妹的当地妇女发
现了困在山上的陈毅，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为
他送去食物和情报。”在山下的梅岭三章主
题园里，讲解员蓝贤华介绍，“一次上山送粮
送药时，张千妹遭遇敌人尾随。为了不暴露
陈毅，她不顾生命危险，从山坡滚下山涧，引
开了敌人的追踪。”就这样，陈毅才能坚持到
成功突围。

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没有一个春天
不会来临。随着西安事变、卢沟桥事变先后
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梅岭的枪声，
终于冷清下来。1937年 10月，根据第二次
国共合作达成的协议，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
队下山整编为新四军。

连心井和古樟见证军民鱼水情
8月14日，联合采访组来到大余县池江

镇兰溪村彭坑组周三娣家。后山，有一座宽
大的水井，旁边的红色字牌记录下一段往
事：见到周篮嫂挑水距离远，非常不便，在腿
伤好后，陈毅带着几名战士与周篮嫂一家及
附近村民一道在此挖井，并用砖石砌好。军
民同挖井，陈毅便将此井命名为“连心井”。

几公里外，一棵巨大的樟树生机勃勃、
苍翠挺拔。“这里是池江镇弓里村，背靠油
山、地势开阔，当地群众基础好、觉悟高。在
这里，战士们一边保持革命警惕，一边加紧
进行军事和理论训练。”池江镇宣传委员刘
洋说，这棵古樟有430多岁了，是这段红色历
史的见证。

“当时，许多长期隐蔽的地下党员、游击
队员纷纷来这里寻找党组织，参加整编。群
众们挑着粮食和军鞋布袜，慰问战士们。”樟
树旁的民房是中共赣粤边特委地下交通站，
时任弓里地下交通站支部书记黄克廷之孙
黄霭近，回忆起这段从父辈那儿听来的往
事，依然激动万分。在父亲口中，那时的池
江红旗招展、战歌激越，是赣粤湘边抗日救
亡的中心，成为革命群众和进步青年热心向

往的地方。
“新四军，新四军，你为人民死，人民得

你生，大家来参军”“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
要当新四军”……屋外，一个个红色标语让
人心潮澎湃。1938年2月15日，在池江改编
的新四军部队聚集在池江圩公路旁的平坡
上，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浩浩荡荡奔赴抗日
前线，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立下了
不朽功勋。

游击战争胜利局面从这里开启
从大余县城驱车约两个小时，一路上山

路崎岖，道路颠簸，联合采访组来到了大余
县河洞乡长岭村。这里是南方红军三年游
击战争期间重要的会议——长岭会议的旧
址。院内房屋和里面的物件老旧，项英、陈
毅（养伤处）故居，以及参加长岭会议重要人
物生平介绍和图片、资料、宣誓石等珍贵革
命文物一一陈展。

“随着中央苏区形势日愈恶化，1935年4
月中旬，项英、陈毅在村民罗学文家的厅堂
里召开了有近70多人出席的干部会议，即著
名的长岭会议。会议分析了当前形势，研究
和部署了在赣粤边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的
方针和策略，使大家看清了光明的前途，增
强了坚持开展游击战争的信心，可以说三年
游击战争的胜利局面从这里开启。”赣州市
大余县委党校副校长朱常说。

最难能可贵的是，当地的游击队、地下
党组织与当地群众，在物资极端困难的情况
下，千方百计为会议筹集可供数百人吃用一
星期的粮、油、菜、食盐和烧柴。村民罗学文
腾出房子，搬来桌凳，搞好卫生，为会议的胜
利召开，提供了充足的物资保障。

“从小就听父辈们说起在我家召开的长
岭会议，父母也想知道这70多人的下落，想
邀请他们再回来看一看。”46岁的罗青辉是
罗学文的孙子，被红色故事耳濡目染，在南
昌上大学期间，他也去寻找过，后来委托朋
友查找，终于找到了英雄部队的下落，“我打
算去趟部队，代表逝去的爷爷去拥军，并把
长岭会议的资料及相关文物和史料放入该
团团史馆，让红色的精神薪火相传！”

位于赣州市大余县城的南方红军三年游
击战争纪念馆，是全国首座、全面展示南方8
省15个游击区三年游击战争光荣历史的红
色基因库。纪念馆背面山坡上，“新四军从
这里走来”八个红色大字，昭示着这里是新
四军的诞生地。

“每次聆听这些红色故事，对红色历史
的了解就多了一分、感悟就深了一层。”在纪
念馆展厅，10岁的大余县东门小学红领巾讲
解员罗焓说，她要把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
的故事、新四军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红
色基因代代传承。

赣州：新四军从这里走来

作为大纵湖文旅集团综合管理部的
负责人，我从联合采访组的报道中了解
到赣州大余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
馆，深感震撼，并由衷敬佩。纪念馆内所
展现的不仅是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更

是革命先辈们坚定的信仰和不屈不挠的
精神。这种精神力量，正是我们旅游行
业在持续发展中迫切需要的。它提醒我
们，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应重视文
化传承和承担社会责任。我将把这份感

悟融入到集团的发展规划，并贯彻于我
的工作实践，致力于打造既有文化底蕴，
又能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旅游项目，让
游客在享受美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历
史的厚重和精神的鼓舞。

87年前，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经
过三年浴血奋战，终于迎来胜利曙
光。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旗帜下，他们走出丛林、下山改编，
汇集成一支铁血之军，开赴抗日前
线。这支部队就是后来被誉为“华中
人民的长城”的新四军。

绝处逢生，凭的是什么？赢得胜
利，靠的是什么？8月中旬，由盐阜大
众报报业集团、现代快报社、新四军纪
念馆联合开展的“砥砺初心使命 接续
红色华章”追寻新四军足迹大型全媒
体新闻行动首站走进江西赣州，解读
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胜利的密码，
感悟党领导下新四军踏上新征程、取
得新胜利的力量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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