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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土地。
平和，漳州市西部县份，地处九龙江、韩

江两大水系上游，素有“漳州水塔”“五江之
源”之称。境内山地广袤，群峦叠嶂，大芹山
和双尖山纵贯南北，其中 1000 米以上的高峰
有 64 座，中国共产党早期在这里发展革命武
装、开展游击斗争，占据地利人和。

早在 1928年 3月，平和暴动打响了福建武
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组建了福建
省第一支工农革命武装，建立了福建第一个县
级红色政权，使得平和县成为闽粤边区革命根
据地的指挥中心，星星之火由此燎原。

平和，山与山紧密相连，峰与峰互相呼
应。一座座倔强挺立的山峰记录着上世纪革
命斗争时期的枪声和呐喊，也记录着当今建
设者们的心血和汗水。无论岁月如何更迭，
红色基因一直都流淌在平和人民的血脉中，
激励着他们继续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前行。

“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老区和老区
人民的这些牺牲和贡献”“把老区发展和老区
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耳
边回荡着习近平总书记的金句，时值建党 100
周年，我们走进平和，爬山登顶，走访老区的
干部群众，感受这片红色土地上的人们携手
迈步发展路、谱写新篇章的豪情与壮志。

邦寮山：

红色沃土上深耕绿色发展
冬日晴好，天蓝如洗，位于平和县东南部

的邦寮山，山色如画，山路边一簇簇芦苇花随
风摇曳，给原本坚毅的山峰增添了些许灵动。

车子盘山蜿蜒而上，来到海拔 600多米的
山顶，冬日暖阳下，几排土木结构的老民居、一
面高高飘扬的红旗赫然映入眼帘，红旗下便是
中共闽粤边特委机关旧址。

当年，中共闽粤边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
会就在此召开。

缓步走下石阶，迈入青山掩映下的中共
闽粤边特委机关旧址，推窗远眺，只见群山绵
延，视野开阔。粉刷一新的土墙、漆边醒目的
木椽，精心修葺过的旧址内陈列着当年红军
生活用品、红军使用过的枪支弹药等革命文
物，墙上贴满革命先辈的光辉事迹，一张张黑
白图片把人们拉回到那段峥嵘的岁月。

1934 年 1 月，中央为粉碎国民党对中央
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决定组建中共闽粤
边区特别委员会。同年 8 月，在平和县南胜
邦寮山召开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正式成
立中国共产党闽粤边区特别委员会，直属
中央领导。

苍茫大地，风起云涌。中共闽粤边区特
委用三年时间，建设成统辖闽粤两省 8 县 21
个区委、300 多个支部、近万名武装力量的革
命根据地。特委所辖红色区域有饶和埔诏苏
区、靖和浦苏区和潮澄饶游击根据地，所辖地
方部队主要有红三团、红三大队和饶和埔游
击队，活动区域遍及闽粤两省十几个县的山
区，使闽粤边革命根据地成为三年游击战争
时期南方重要的战略支点和最坚固的根据地
之一，也是最早与国民党当局签订合作抗日
协议和福建最早成立抗日义勇军的区域。

因其贡献，“中共闽粤边区特委”和“红军
进漳”“平和暴动”一起成为漳州市载入《中国
共产党历史》的三件大事。

“闽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在艰苦卓绝
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教育、正风肃纪的
工作方法，团结奋进、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
实事求是、紧密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善于谋
变、敢于担当的发展意识’，可概括为闽粤边
的革命精神, 不仅在当时，在今天仍然具有
很强的现实意义。”讲述起家乡邦寮山的革命
历程，展示馆讲解员林锦城总是满怀激情，他
的爷爷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战斗过，他对老一
辈的革命故事耳熟能详。

不忘历史，砥砺前行。近年来，南胜镇加
大红色革命遗址的保护和开发力度，对中共闽
粤边特委机关旧址进行修缮和重新布馆，建设
闽粤边讲堂、邦寮山红色文化广场、漳州市平
和县老区精神展示馆等。如今，中共闽粤边特
委旧址和展示馆成为平和及周边县区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
的重要基地。

邦寮山上，青冈树下，站在漳州人民抗日
义勇军指挥部旧址，与革命先辈瞭望同一片
土地，革命先烈信仰坚定、不惧牺牲的革命精
神，在这里跨越时空、传承接力……

离开中共闽粤边特委机关旧址，沿山道
逶迤而行，不久便到了邦寮山腹地欧寮村。
进入村主干道，红色气息扑面而来：道路两旁
红旗飘扬，红色壁画装点着沿路民房，灯杆牌

匾上“红色欧寮”标语十分醒目。
靖和浦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旧址坐落在

村庄中心，土木瓦房、广场展示栏、大幅的红
色墙画，再现了那段风云激荡的红色历史。

1934 年 3 月，靖和浦边区苏维埃政府在
平和南胜欧寮楼仔尾村成立,推选林路为主
席，下辖欧寮中心区、五南区和 18 个乡苏维
埃、1个乡革命委员会，总人口 2.8万人。中共
闽粤边区特委成立后，欧寮成为中共闽粤边
特委所领导的党组织及其武装力量的重要活
动区域和最坚固的根据地，也是常驻地。

“红色是我们村庄的灵魂，在那烽火连天
的岁月，我们欧寮村人始终斗争不息，红旗不
倒。”欧寮村原党支部书记林如章说。为见证
当年战斗的惨烈，林如章领着我们前往火烧
楼。这座清朝中期的四层精美土楼在当年的
一场斗争中，被烧得仅剩一根楼门柱子。欧
寮村的人口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的 1000 多
人，锐减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 170 多人。然
而，欧寮人民与党风雨同舟，涌现出母亲送儿
子、妻子送丈夫上前线的感人事迹，在闽南革
命史上留下了一段段佳话。

如今，战火的硝烟虽已散去，但当年红军
留下的宝贵精神却植入了欧寮人民的心田。

“烈士之风，山高水长，要把红色精神作
为老区发展的内涵。”欧寮村定位清晰，依托
红色资源，开拓红色旅游的发展之路。

近年来，欧寮村对靖和浦边区苏维埃政府
旧址进行修缮和布展，铺设约 500平方米的苏
维埃广场，新建一座红色主题雕塑、一座国旗
旗台和一个红色文化长廊，对原欧寮小学进行
重新装修、布置，打造成能容纳 40人左右的党
员干部教育培训讲堂——“苏维埃讲堂”。

在规划发展好“红色”资源的同时，欧寮村
还趁热打铁做起“绿色”文章，促进乡村振兴。

欧寮村地处太极峰景区腹地，又与著名
三平风景区毗邻，是九龙江南溪源头，生态保
护良好，水质清澈，发展旅游得天独厚。

“我们欧寮人永不服输，当年闹革命是为
翻身当主人，如今，我们在党的政策引领下，
发扬红色精神，做足山水文章，一起携手致
富。”回乡创业的陈汉章信心满满。2016 年
起，在南胜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与欧寮村委
陈汉章一起探索推行“党建+产业+富民”工
作法，积极发动乡亲们共同投资“我家欧寮”
乡村旅游项目，鼓励周边 6 个村财薄弱村一
起入股投资，抱团发展。

村民们既当股东又当员工，很快就疏浚
了河道，建起多级蓄水坝，停车场、游客接待
中心、旅游公共厕所等配套设施也在短时间
内配备齐全。

事实证明，欧寮人民以革命精神促进发
展，用山沟里的天然优势，走出了一条乡村振
兴路。仅欧寮神摇漂流旅游项目，村民们不
仅可以分红，而且通过“护漂”，拥有一份稳定
的“工作”，每个月能赚到 2000 元工资。游客
源源不断的到来，还带动了土鸡、观音串、虎
尾轮等当地土特产销售，一年可为村民们带
来 30多万元的收入。

发展旅游，村民在村庄中心建了新房子，
那半山腰上没人居住的“梯田式”的旧房子怎
么办？欧寮村委会动员群众把旧房子“先无
偿”交给村委会管理，请专业公司对旧房子的
屋顶、门窗、庭院按照修旧如旧的方式进行修
缮，保持村落原始风貌，配套相应的生活起居
设施，发展民宿，让古香古色的旧房子焕发出
新活力。目前一期民宿 16 栋已进入装修扫
尾阶段，可一次性满足 80 人入住；二期储备
民宿 45栋已跟群众完成合同签约。

“目前村委正在接洽合适的旅投公司承
接民宿，也计划将农耕文化、民俗文化、红色
文化、亲情文化等与民宿旅游融会贯通，把乡
土风貌、红色基因与现代旅游需求有机结合
起来，真正让游客‘宿在民居、乐在田间、游在
山水’。”林如章介绍说。

生态“颜值”变经济“产值”，绿水青山成
致富“靠山”。欧寮村先后获得“省级乡村振
兴试点示范村”“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等荣
誉称号，经济发展成功迈入了快车道。

高峰谷：

茶山里的红色风景线
冬日午后，驱车穿过平和县城，来到位于

该县西北部的高峰谷。巍峨的双尖山耸立在
高峰谷背后，两峰并立，直插云霄，是纵贯闽
粤两省的韩江水系的源头。

高峰谷为霞寨镇、芦溪镇、崎岭乡、山格
镇等乡镇的结合部，这里群山连绵、山高路
陡、草深林密。

红军寮就坐落在这片青山之间，一个被

称为“插在大山深处的瞭望哨”。
1932 年 4 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攻克

漳州。中央红十五军四十五师一三三团挺进
平和，战旗飘扬在高峰谷上。1933 年 4 月，闽
西根据地领导人张鼎丞、谭震林率武装小分
队开赴平和。期间，他们走进高峰谷考察。
张鼎丞指着地图说：“这是个难得的好地方，
我喜欢，做个重点标记，圈起来。”谭震
林说：“高峰谷望月山，应当叫做望卫
山，可以拱卫我们军队的安全，多打胜
仗！”从此，望月山有了新的名字，叫做

“望卫山”。1935 年，红九团领导人吴
胜、赖荣传带着 500 多名红军战士抵达
高峰谷，拔掉了大坪、官峰多个反动据
点，在望卫山成立闽西南交通联络站，
建立望卫山红军寮。

在信息极为闭塞的战争年代，红军
寮让中央的号令、重要情报和物资得以
及时传递。

张鼎丞等还利用高峰谷山高林密
的特点，在高峰谷和望卫山之间的林间
小道，建成闽西与闽南红军交通联络秘
密通道。这条秘密通道被称为红色交
通线，往西北方向经芦溪双峰到永定，
可抵达闽西中央苏区；往东南方向，经
霞寨大坪、小坪可抵达闽粤边特委领导
的欧寮、车本革命根据地、大芹山革命
根据地及乌山革命根据地；往北方向经

芦溪东槐，过山格双田、双坑、葛竹，可抵达南
靖树海革命根据地。

群山之间建设红色交通线，成为重要的
战略咽喉要道，连接起一段党的重要历史。

在党的领导下，高峰谷经历土地革命战
争、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四
个历史时期。同时，它也是红十二军、红四
十八团、闽西红九团、闽粤赣纵队等革命武
装的战略支点。这里的深山密林成为闽西
南武装经济工作队的后勤基地、闽南特委机
关秘密办公地点、红军王涛支队的练兵场。
后人称赞说，高峰谷军民共同开辟的红军
寮、红军窝、交通站，是“抗日反顽、隐蔽精
干”的铜墙铁壁。

然而，战斗是残酷的。
高峰谷革命群众在血雨腥风中虽经受了

考验，但许多群众为这一红色交通线付出了宝
贵生命。当年砖仔厝交通站被国民党反动派
破坏，因砖仔厝是红色交通线的重要交通站，
不仅房子被国民党烧毁，厝主沈莲和沈砖还被
捕入狱，国民党反动派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
他们坚守党的秘密，宁死不屈，壮烈牺牲。据
了解，高峰谷人民为革命胜利付出了巨大牺
牲，涌现革命烈士 47人，革命“五老”166人。

民心所向，是战争胜败的关键所在。
当地流传这么一句话，“当兵就要当红

军”。高峰谷 10 多个青年在红军“扩红运动”
中加入红三团、红十二军。在革命烈士档案
里，黄飏言、林桞青、郑石枫、卢火石、卢水芋
五名红军烈士，他们就是从高峰谷红军寮出
发走上了革命战场。

车轮滚滚，民心如潮，这是民心的见证。
高峰谷红军寮见证了红军游击队打土豪与百
姓“杀猪分谷”，见证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
的战略战术，见证了百姓冒着杀头流血给红
军送饭和掩护伤员，见证了“有盐同咸、有难
同当”军民一家的血肉情谊。

回望青史问初心，传承精神再出发。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
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
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
发。”为了重温高峰谷的光辉历史，缅怀革命
先烈，漳州市九龙江集团在高峰谷上恢复并
修建红军寮、红军亭，开辟红军广场，设立党
课教室，挖掘高峰谷红色文化背景，打造了高
峰谷红军寮红色教育基地。

眼前，红军寮、红军亭、红军广场宛如红
色标杆矗立在连绵青山间。

走进高峰谷红军寮革命历史展示馆，这
里以图文介绍、实物陈列等多种形式，全方
位、多角度地再现那段可歌可泣的红色历
史。“追寻高峰谷这段红色记忆，能够更好铭
记新中国来之不易，更好地弘扬先辈们革命
精神，更好地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自觉！”高
峰谷景区负责人说。开馆以来，高峰谷红军
寮吸引着八方游客前来感受红色文化，学习
红色精神，接受红色革命教育。

不忘来时路，走好前行路。高峰谷前身
是建于 1966 年的高峰茶场。50 年后的 2016
年，高峰生态谷项目落地开建，让这座沉寂已
久的深山茶场再次焕发新的活力。

在高峰生态谷建设过程中，九龙江集团以
当地自然生态资源为蓝本，坚持可持续发展、
保护生态环境的设计理念，积极探索“生态+旅
游”发展模式，倾心打造集茶文化体验、生态休
闲、养生度假、观光旅游为一体的景区。

漫步高峰谷茶园，心旷神怡。这里毗邻
三万亩生态林，群山环抱千亩茶园，负氧离子
含量均在 20000个/立方米，是名副其实的“天
然氧吧”。茶园梯田依山而建，层层叠叠，连
绵起伏，犹如一枚枚“大地的指纹”散落其间，
茶园中还点缀着世界上最大的蚂蚁雕塑、福
建省首座无动力探险乐园、平和首座高空玻
璃桥……

近年来，高峰谷还完善了旅游食宿接待、
旅游娱乐休闲等项目，在“吃、住、行、游、娱”
等细微处做文章，旅游功能日臻完善，大大提
升了游客的旅游体验。高峰谷现已入选全国
优选旅游项目名录、全国三十座最美茶园、全
国首批林业产业投资基金项目库。

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高峰谷积极推动
红色生态旅游，在群山之间奏响了“红、绿”相
互映衬的发展交响曲。

大芹山：传递红色力量
走“新”更走“心”

素有闽南第一高峰之称的大芹山，横亘在
平和县西南部，方圆数十公里的山脉像一道天
然屏障，护卫着国强、崎岭、九峰、大溪等乡镇。

这是一块早早就被革命意识唤醒的红色
热土。

1936 年 8 月，由中共闽粤边区特委委员、
靖和浦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林路带领工作队、
洪定安带领红三团第一连进入国强乡，在大
芹山脚下的三五村开辟大芹山革命根据地。

这是一个普通的村庄，地处闽南最高峰
大芹山东北麓一个群山环抱的谷地，面积仅

31.2 平方公里。但这又不是一个普通的村
庄，1935 年，中共闽南特委在这里成立了党
支部。为纪念党支部的建立，将原来“郭坑
村”改为“三五村”。陈天才、莫丁贵、钟骞、
黄虎文、赖国文、叶东辉等一批革命志士和
先烈，以此为中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
争。在战争年代，三五村群众始终与党荣辱
与共、生死相依——为了掩护红军部队转
移，三五村曾经全村迁徙，把房子烧了，造成
空心村的假象。

小小的三五村，是革命烈士赵国强的牺
牲地。1941 年 1 月“闽西事变”后，赵国强随
党组织转移到山区坚持革命斗争。1944年 10
月由闽西经济工作队编入王涛支队，参加闽
粤边界地区的抗日反顽游击战争。1945 年 7
月初编入抗日挺进队，随支队长刘永生等东
进闽南地区打击日军。同年 7 月 20 日，抗日
挺进队在平和县高坑乡乌石坑休整时遭国民
党顽固派三路围攻，赵国强在自卫反击作战
中壮烈牺牲。为纪念赵国强烈士，1958年“高
坑乡”改名“国强乡”，一直沿用至今。

以革命烈士名字命名，足见国强乡的革
命情感根基深厚。国强乡全乡 14 个村都是
老区村，其中 11 个村是老区基点村。全乡共
分布靖和浦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旧址、宵
岭兵工厂、陈天才旧居等七十二处革命遗址。

“革命烈士鲜血换来今天安稳幸福的生
活，我们不应该忘记。”三五村村民陈双慧站
在乌龙坑赵国强烈士牺牲地激动地说，他的
身后，矗立着重新修建的赵国强纪念亭、纪念
馆。

在国强乡，革命战争时代的遗迹，默默地
诉说着远去的硝烟，传递着红色的力量。

“每个革命遗址都有一个生动的故事。
是党和革命先烈带领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见
证，要让后代牢记。”保护好红色文化，留住国
强乡最鲜明的底色，成为国强乡党员干部的
共识。

“一点一点地整，一处一处地修！”面对年
久失修的革命遗址，国强乡党委、政府先后斥
资重新修缮了靖和浦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
旧址、列宁小学、红军后方医院等；建立中共
闽粤边区高坑会议遗址暨大芹山革命根据地
纪念馆，同时加强对周边环境的美化亮化，做
到修缮一处，美化一处，让那些独具特色的红
色遗址串点成线，昔日“革命发源地”摇身一
变成为“红色旅游地”。

红色土地蕴藏着精神富矿，红色故事是
最生动的教材。国强乡还充分挖掘红色历史
文化资源，编写成 72 篇革命遗址简介、10 篇
革命烈士简介、20 篇红色文化故事。作为党
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计划在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六成楼开设红色旅游讲堂，邀请
红色文化讲师开展大宣讲，为革命老区红色
文化旅游发展注入生机，让红色精神传递既
走“新”更走“心”。

“永远跟党走，发扬革命老区精神，建设
新农村。”陈双慧说，2011 年，三五村确定“和
谐、红色、富裕、秀美、创新”的村庄发展定位，
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跨
越，使三五村从原先的后进村一跃成为周边
乡村的示范村与先进村、省级生态村。

斜阳下，三五村鸟鸣啾啾，村前村后密布
的柑橘、蜜柚和柿子树，果实恍如红色灯盏，
呈现出油画般美丽的自然风光；小溪清流涓
涓，两旁新居整洁，道路宽敞，车辆往来自如，
透着欣欣向荣的生活气息。

“国强乡作为革命老区，一切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就是让老区人民的日子越过越红
火。”国强乡党委书记赖文尧说。近年来，国
强乡“两委”班子与驻村干部一道，在这片红
土地上努力打造乡村振兴的生动样本——

整治村容村貌。通过铺桥造路、修筑堤
坝、改房、改厕、建公园，开展村庄亮化、绿化、
美化；配套完善村屯巷道、照明设施、文化广
场、文化综合楼等基础设施，改善村民生产生
活环境。

注重对自然生态和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
掘。对六成楼、迎薰福德正神庙等古建筑进
行保护性修缮及其周边环境整治，倾力打造

“走水尪”民俗文化长廊、清水竹排、激情漂流
等项目，形成体验型文化旅游度假地。

采取“红色+旅游”的发展模式，为群众增
收。盘活红色资源，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在
餐饮、住宿、旅游商品上下功夫，拓宽群众的
收入渠道。

“红色文化是我们永恒的主题，红色文化
旅游是我们的工作亮点，我们将把烈士故事串
起来，把红色景点串起来，从乡村规划、产业提
升、环境整治等方面共同着力，努力建成‘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乡村振兴样板。”赖文尧心中对国强乡的未
来已有规划。

峰叠重重呈秀色，碧水潺潺岁月长。
如今，在平和的 64 座高峰上，红色音符

跳动着……他们有一山更比一山高的拼劲，
更有携手并肩共同撑起一片蓝天的力量，唱
响了激越的奋进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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