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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 年 4 月 20 日，中央红军东路
军攻克漳州，毛泽东在听取邓子恢、
罗明 (福建省委书记)、蔡协民 (福建省
委秘书长)、王海萍 (厦门中心市委书
记)、王占春 (红一支队队长)等同志的

革命武装建设汇报后，电告周恩来：
“ 已 与 邓 子 恢 见 面 ，据 云 ：南 靖 、平
和 、云 霄 、漳 浦 、龙 溪 五 县 相 交 之 龙
溪圩，距漳州八十里，有一个红色游
击区，群众约四万人，漳州南乡有一

个 六 十 人 的 红 色 游 击 队 。现 决 定 以
龙溪圩为中心向南、平、云、浦、龙五
县扩大游击战争，创造小红军，建立
小 苏 区 。”（《毛 泽 东 军 事文集》第一
卷“今后中心任务和新区、白区工作
的意见”）电文中的龙溪圩，即今漳浦
县的南浦乡。

4 月 22 日，毛泽东在漳州城内向
东路军连以上干部作《关于目前政治
形势及第二次行动问题》报告，报告漳
州战役的胜利及下一步的工作方针。
主要任务是以龙溪圩为中心，扩大南
靖、平和、漳浦、龙溪、云霄等五县新苏
区，筹集战争经费，建立临时政权机
关。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毛泽
东年谱》记载：毛泽东“4 月下旬，会见
蔡协民、曾志等，指导成立新的漳州中
心县委，蔡协民任书记，曾志任秘书
长”。(见《毛泽东年谱 (1893-1949)》上
卷，第 372 页)可以说，以漳浦为中心
创建“小苏区”，是毛泽东对闽南革命
所作出的战略决策。

建立革命小苏区

漳浦县是福建省重点革命老
区、原中央苏区范围，是闽粤边革命
中心区域。这是一块红土地，陶铸、

邓子恢、聂荣臻、耿飚、方毅、卢胜等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都曾在漳浦传播革命火种，领导革命斗
争。这里是红军的故乡，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
三团在这里成立。在革命战争的烽火岁月里，漳浦
老区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早在早在 19261926 年年，，漳浦就建立了中共地方组织漳浦就建立了中共地方组织，，是全省为数不是全省为数不
多较早建立党组织的市县之一多较早建立党组织的市县之一，，一度成为福建工农运动的中心一度成为福建工农运动的中心。。
大革命失败后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在漳浦揭开了福建农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共产党在漳浦揭开了福建农民武装反抗国民党
的帷幕的帷幕，，并于并于 19281928年初成立中共漳浦县委年初成立中共漳浦县委。。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土地革命战争初期，，
逐步从游击斗争转向开辟革命根据地逐步从游击斗争转向开辟革命根据地。。

19321932年年 44月月，，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中央红军东路军第三军中央红军东路军第三军
攻占漳浦攻占漳浦，，在漳浦成立漳浦县革命委员会在漳浦成立漳浦县革命委员会、、乡苏维埃政权和中国乡苏维埃政权和中国
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并创建以漳浦小山城并创建以漳浦小山城、、车本车本、、龙岭龙岭、、龙龙
溪圩为中心溪圩为中心，，连接闽西苏区纵横百余里的靖和浦革命根据地连接闽西苏区纵横百余里的靖和浦革命根据地，，成成
为中央苏区的组成部分为中央苏区的组成部分。。在苏区中央局在苏区中央局、、中共福建省委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福建省
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作为靖和浦苏区主体区域的漳浦苏区积作为靖和浦苏区主体区域的漳浦苏区积
极发动群众极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
设设。。红色区域不断巩固和扩张红色区域不断巩固和扩张，，苏区覆盖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苏区覆盖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
7474..11%%，，为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乃至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发挥了为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乃至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发挥了
积极作用积极作用。。

中央红军长征后中央红军长征后，，漳浦人民不畏强敌漳浦人民不畏强敌，，前仆后继前仆后继，，不怕牺牲不怕牺牲，，
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以及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以及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争，，党的组织和武装从未中断党的组织和武装从未中断，，革命火种从未熄灭革命火种从未熄灭，，革命红旗始革命红旗始
终不倒终不倒。。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留下陶铸留下陶铸、、邓子恢邓子恢、、聂荣臻聂荣臻、、方毅方毅、、
耿飚等老一辈革命家以及王海萍耿飚等老一辈革命家以及王海萍、、蔡协民蔡协民、、王占春王占春、、曾志曾志、、黄会黄会
聪聪、、尹林平尹林平、、何浚何浚、、朱曼平朱曼平、、卢胜等革命先辈的战斗足迹卢胜等革命先辈的战斗足迹。。

新中国诞生后新中国诞生后，，漳浦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社会主义革漳浦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的新时期命和建设的新时期。。在党的在党的领导下领导下，，漳浦人民发扬当年的革命精漳浦人民发扬当年的革命精
神神，，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漳浦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进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漳浦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进，，人民得以安居人民得以安居
乐业乐业。。特别是改革开放特别是改革开放4040年来年来，，漳浦人民勇立时代潮头漳浦人民勇立时代潮头，，解放思想解放思想，，
锐意改革锐意改革，，不断进取不断进取，，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上取得了辉煌成就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上取得了辉煌成就，，
城乡面貌日新月异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不断丰富和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不断丰富和提高。。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漳浦人民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巨漳浦人民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巨
大的贡献和牺牲大的贡献和牺牲。。20132013 年年 77 月月 2323 日日，，中央党史研究室确认漳浦中央党史研究室确认漳浦
县为原中央苏区范围县为原中央苏区范围，，对漳浦革命老根据地的历史贡献予以充对漳浦革命老根据地的历史贡献予以充
分肯定分肯定。。

饮水思源不忘本饮水思源不忘本，，继往开来再出发继往开来再出发。。如今如今，，这座千年古邑发这座千年古邑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漳浦充分发挥红色资源优势漳浦充分发挥红色资源优势，，切实学好百切实学好百
年党史年党史，，唱响红色旋律唱响红色旋律，，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凝心聚力凝心聚力，，开拓进取开拓进取，，为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建设新时代富美金漳浦而为建设新时代富美金漳浦而
努力奋斗努力奋斗。。

追
寻
红
色
记
忆

BEIHOU DE
GUSHI

小山城革命烽火旧址位于漳浦县小山城革命烽火旧址位于漳浦县
石榴镇小山城村的吴氏祠堂石榴镇小山城村的吴氏祠堂。。19301930 年年
间间，，小山城村已建立秘密农会小山城村已建立秘密农会，，时任闽时任闽
南特委书记的陶铸同志建立了一支红南特委书记的陶铸同志建立了一支红
军游击队军游击队，，开展积极的游击战争开展积极的游击战争，，并在并在
漳浦小山城附近的乡村成立闽南红军漳浦小山城附近的乡村成立闽南红军
游击司令部游击司令部，，成为闽南红军游击队秘成为闽南红军游击队秘
密落脚点之一密落脚点之一。。

19311931 年底年底，，厦门中心市委巡视员厦门中心市委巡视员
邓子恢接替陶铸工作邓子恢接替陶铸工作，，为开辟闽南革为开辟闽南革
命根据地命根据地，，决定引导小山城村农民从决定引导小山城村农民从
为切身利益开展抗捐抗税斗争逐步发为切身利益开展抗捐抗税斗争逐步发
展到武装斗争展到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土地革命。。先是秘密农先是秘密农
会会员提议斗争步骤会会员提议斗争步骤，，以开祠堂会议以开祠堂会议
事的方式事的方式，，召集村民讨论减免捐税问召集村民讨论减免捐税问
题题，，逐步启发农民觉悟逐步启发农民觉悟，，统一村民认统一村民认
识识。。后在村民一致强烈要求下后在村民一致强烈要求下，，邓子恢邓子恢
与漳州中心县委一起与漳州中心县委一起，，率闽南红军游率闽南红军游
击队支持小山城农民武装击队支持小山城农民武装，，抗缴国民抗缴国民
党军第党军第 4949师为扩张军事实力强行摊派师为扩张军事实力强行摊派
的的““航空救国捐航空救国捐””，，点燃小山城革命烽点燃小山城革命烽

火火。。随后随后，，公开建立农会组织和赤卫队公开建立农会组织和赤卫队
武装武装，，并发展到周围数十个村庄并发展到周围数十个村庄，，打败打败
了国民党军及地方反动武装数次进了国民党军及地方反动武装数次进
犯犯，，逐步形成靖和浦革命根据地雏形逐步形成靖和浦革命根据地雏形。。

中央红军东路军第三军攻克漳浦后中央红军东路军第三军攻克漳浦后，，
该村成为闽南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该村成为闽南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
并发展成为领导闽粤边革命的中心区并发展成为领导闽粤边革命的中心区
域域，，在闽南革命史上留下光辉篇章在闽南革命史上留下光辉篇章。。

点燃山城革命烽火

1937年 3月，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
员会致信闽粤边特委，传达了中共中
央关于与国民党谈判合作抗日的方针
政策，同意特委向驻漳州的国民党粤
军 157师建议停止内战，实行合作抗日
的决定。

根据南委的指示，中共闽粤边特
委从 4 月上旬开始，通过写信、派时任
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的何鸣为代表与
157 师代表谈判等方式，力求达成合作
抗日、保卫闽南。经过多次协商和斗
争，1937 年 6 月 26 日，闽粤边特委代表
何鸣与 157 师代表陈浚在漳州九龙饭
店，正式签订合作抗日的“六·二六”政
治协定，标志着闽南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初步形成。根据双方签订的“政治
协定”，闽南抗日游击队各支队在平和
县小溪镇接受点编，改番号为福建省
保安独立大队，何鸣任大队长，隶属于
157师。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后，抗
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共中央通电全国
号召国共两党组成巩固的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抵抗日军进攻。157 师以此为
由催促保安独立大队迅速到漳浦县城
集中。7 月 12 日，何鸣率保安独立大队
进驻城关孔庙。7 月 16 日上午，157 师

以集中点名发饷和整训为名，通知何
鸣及其大队到体育场集合，并在体育
场北面制高点埋伏重兵，采取突然袭
击的阴谋手段，将集中于体育场的近
千名红军指战员包围缴械，制造了震
惊全国的“漳浦事件”。

“漳浦事件”发生后，红军游击队
被监禁在县城孔庙内。当夜，卢胜、王
胜等一批红三团骨干和战士，分批越
墙潜出城关，在下布清泉岩集中。第二
天地方党组织在此召开会议，将冲出

来的 100多名红军指战员重新整编，仍
称红三团，卢胜任团长兼政委，王胜为
参谋长，下编第一连，并建立了党支
部。同时，决定由何浚主持闽粤边特委
的工作。新组建的红三团在地方党组
织和老区人民的支持下，很快恢复元
气，发展壮大。1938年 2月，闽南红三团
300 多人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
团第一营，卢胜任团长兼政委，王胜任
参谋长，队伍从龙岩白土出发，开赴苏
皖抗日前线。

回忆漳浦事件

漳浦盘陀镇红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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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干部到漳浦车本红军之家开展活动党员干部到漳浦车本红军之家开展活动 游斐渊游斐渊 摄摄

漳浦车本漳浦车本红军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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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浦县实验小学开展“娃说漳浦红”系列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