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洋现为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办事处
的一个社区。 1943 年 12 月，广东人民抗日
游击队东江纵队成立后， 土洋成为东纵司
令部和中共广东省临委所在地。去年，东江
纵队司令部旧址入选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土洋社区副书记李永忠介绍，近年来，
当地高度重视这些红色资源的利用， 近年
来先后建设修缮了东江纵队司令部旧址、

东江北撤纪念碑等一系列红色景点， 深挖
红色资源， 形成集群效应， 同时还设计了
“党建+旅游+红色教育”精品路线。

李永忠还告诉记者， 土洋根据东纵老
战士的史料手稿，已编辑出版《土洋沙鱼涌
红色纪事》《红色土洋》等内容翔实、故事生
动的珍贵书籍。 “主要是希望借此帮助我们
后人认识东纵历史， 让子孙后代不要忘记
中华民族那一段悲壮的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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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及港澳同胞 1500 余人参加

8月25日，记者随“重走东
纵抗战路” 采访团第一站来到
了东莞大岭山镇， 广东东江纵
队纪念馆和大岭山抗日根据地
旧址均位于此。

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馆长
王红星告诉记者，1938年10月
12日， 日军发动了入侵华南的
战役， 同年12月， 中国共产党
先后在惠阳、 东莞、 宝安等地
组织了两支抗日武装， 共有
200多人。 1942年1月下旬，两
支部队整编成了“广东人民抗
日游击总队”；1943年 12月改
称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
江纵队” （以下简称 “东纵 ”），
管辖7个大队。

王红星说，在远离党中央、
远离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的艰
难情形下， 东纵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 逐步发展成为一支拥
有1万多兵力的抗日劲旅。

位于大王岭村的大岭山抗
日根据地旧址就是东纵第三大
队机关所在地。据了解，该根据
地是中共在广东敌后地区建立
最早的抗日根据地之一。 大王
岭村如今现存广东人民抗日游
击总队第三大队大队部、 会议
室、大家团结报社、交通站、操
场等多处旧址。

深圳市东江纵队粤赣湘边
纵队研究会会长李 建 国 告 诉
记者，东纵人员结构具有鲜明
特点， 归国华侨及港澳同胞
多、 知识分子多、 妇女多、富
家子弟多。“不论何种出身，
人人真的是为了信仰，为了理
想，纷纷争先上前，抛洒青春
热血，以血肉之躯抵挡侵略者

的枪炮”。
据不完全统计， 先后回来

参加东纵的华侨子弟和港澳爱
国青年达1500多人， 对部队的
建立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许
多华侨子弟牺牲在战场上，如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第三大
队独立中队政委、 泰国华侨钟
若潮 （李中 ） 牺牲时新婚才3
天。

也正是由于东江纵队独特
的人员结构， 使得东纵政治工
作、 民运工作和文化工作开展
得有声有色，先后创办了《大家
团结报》《新百姓》 报和机关报
《前进报》， 还组织剧团、 政工
队、艺宣队等。记者在惠州博罗
的东江纵队纪念馆就看到一台
八度印刷机，《前进报》 社曾使
用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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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朱德誉为“中国抗战中流砥柱”的东江纵队，从几百人发展为
万余人的抗日劲旅，在华南地区孤悬敌后英勇战斗

以以血血肉肉之之躯躯抵抵挡挡侵侵略略者者枪枪炮炮””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陈强 图 / 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 编者按 ]
� � � � 1938年 10月 12日 ，日
军在大亚湾登陆， 国民党守
军一触即溃。 危难时刻，在中

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 ，东江地
区人民拿起武器 ， 组建武装队
伍，奋起抗击入侵的日寇，逐步
发展出一支兵力达1.1万多的

抗日劲旅———东江纵队。 值此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
年之际 ，羊城晚报开设 “重走东纵抗战
路 ”专栏 ，踏寻东纵抗战足迹 ，重温峥
嵘岁月，铭记历史奋勇前行。

8月27日，“重走东纵抗战路” 采访团
一行，来到位于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街道
土洋村的东江纵队司令部旧址。 记者采访
了生活在土洋村的90岁东纵老战士李强。
他回忆起战争年代时说，战士们都有三项
本领，称之为“铁脚”“夜眼”“神仙肚”，“不
吃饭照样走路，不吃饭照样打仗”。

虽然已届九旬高龄，李强的身体看起
来还是非常的硬朗，走路不用人扶，也不拄
拐杖，说话声音洪亮，思维清晰。据他回忆，
他在14岁的时候就参加了地下交通站的工
作。 “当时为了破坏敌人的交通通信，我们
把近山边的电话线剪断。 为了延长敌人的
通信中断时间，又避免被敌人发现，就自

制麻皮做成电线大小，并接回相应的电话
线，让敌人很难查到位置。 ”虽然时间过了
很久，李强的记忆依然深刻，犹如昨日。

他回忆自己战争年代经历时说，可以
用“铁脚”“夜眼”“神仙肚”三个词来形容。
“铁脚，就是每天走几十公里，而且脚不怕
沙子、刺；夜眼，都是晚上走路，而且是山
路、小路，没有灯光，都是靠眼睛看的；神
仙肚，是吃饭不正常，有时一天吃一顿，吃
地瓜、杂粮、野菜，有时一天没得吃”。

李强离休之后一直积极参加红色革
命传承教育，成为一名红色文化义务宣讲
员。 “我们东江纵队的精神一定要发扬光
大世代相传。 ”在李强看来，东纵精神就是
不怕困难、不怕吃苦、不怕流血牺牲的革
命精神。

为了信仰，为了理想

利用地形创造多种游击战术

距离大王岭村仅数公里，有
一个叫百花洞的地方，它就是著
名的百花洞战斗发生地。

“这场战斗被日军认为‘是
进 军 华 南 以 来 最 丢 脸 的 一
战’。 ”东莞市党史研究室刘韦
玲介绍，1941 年 6 月 10 日，日
军出动 400 余人奔袭百花洞 ，
妄图消灭游击队主力。 游击队
员们占据有利地形， 阻击偷袭
的日伪军。 经两天作战，共毙伤
日伪军五六十人， 其中有日军
大队长 1 人， 并缴获多种军用
物资。

王红星说， 据不完全统计，
抗战期间 ， 东纵对日伪作战
1400 余次，毙伤日伪军 6000 余
人，俘虏约 3500 人，缴获各类

枪械 6500 余支、炮 25 门。 东纵
有 2500 余人在抗日战争中流
血牺牲。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四级
调研员魏法谱告诉记者，抗日战
争中，东纵根据地理环境创造性
地运用了各种游击战术，给日伪
军以沉重打击。 东纵除了依托
河网与山地开展游击战外，还在
广九铁路沿线开展游击战，在港
九地区开展城市游击战，也创造
了独特的海上游击战术。

1941 年，日军偷袭珍珠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 同年，日军进
犯并占领香港。 于是，广东人民
抗日游击总队派人多路进发，在
香港成立了港九大队。 港九地
区地域狭小，多是日伪军警林立

的城区，活动回旋余地小，港九
大队发挥短枪队高度灵活的优
势，掌握时机进行破袭战、奇袭
战、 捕捉战等， 有力地打击敌
人。 先后担任短枪队副队长及
队长的刘锦进，成为名扬港九的
传奇式英雄人物。

1945 年，朱
德在军事报告
《论解放区战
场》中，将东
江纵队、琼
崖纵队与
八 路 军 、
新 四 军 并
称为“中国
抗 战 的 中 流
砥柱”。

东纵老战士李强回忆战友们“铁脚”“夜眼”“神仙肚”三项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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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挖掘红色资源 东纵精神薪火相传

““

““

▲ 东纵老战士李强

位位于于深深圳圳土土洋洋村村的的东东江江纵纵队队司司令令部部旧旧址址

纵纵 壹

贰

�� 我我们们是是广广东东人人民民
的的游游击击队队，，我我们们是是八八路路
军军新新四四军军的的兄兄弟弟，，我我们们
的的队队伍伍驰驰骋骋于于东东江江战战
场场上上，，艰艰苦苦奋奋斗斗，，英英勇勇
杀杀敌敌，，取取得得了了辉辉煌煌的的胜胜
利利…………””

不不论论是是在在东东莞莞大大
岭岭山山的的广广东东东东江江纵纵队队
纪纪念念馆馆、、惠惠州州博博罗罗的的东东
江江纵纵队队纪纪念念馆馆，，还还是是深深
圳圳大大鹏鹏新新区区的的东东江江纵纵
队队司司令令部部旧旧址址，，抑抑或或深深
圳圳宝宝安安区区的的东东宝宝行行政政
督督导导处处旧旧址址，，都都可可以以看看
到到激激情情昂昂扬扬的的《《东东江江纵纵
队队之之歌歌》》的的歌歌词词。。

抗抗战战期期间间，，东东江江纵纵
队队孤孤悬悬敌敌后后，， 浴浴血血奋奋
战战，，先先后后建建立立东东莞莞大大岭岭
山山、、宝宝安安阳阳台台山山、、博博罗罗
罗罗浮浮山山和和粤粤北北五五岭岭等等
根根据据地地，，开开辟辟华华南南敌敌后后
战战场场，，在在坚坚持持山山地地游游击击
战战的的同同时时，，创创造造了了海海上上
游游击击战战和和城城市市游游击击战战
新新战战法法，，威威震震敌敌
胆胆。。

———文明江门焕新颜 2020年 9 月 2 日 /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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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加快快建建立立分分类类投投放放、、分分类类收收集集、、分分类类运运输输、、分分类类处处理理的的生生活活垃垃圾圾处处理理系系统统

江江门门打打造造垃垃圾圾分分类类全全省省标标杆杆

日
前，在江
门蓬江区
上 城 骏 园
小区， 物业
公司负责人
介绍， 自从实
施垃圾分类后，
小区垃圾投放点
由原来的地面 10
处、地下 32 处，撤
并为分类收集站点
7 处。 垃圾分类收集
站点里干净整洁，没有
了往日垃圾投放点的异
味，小区的生活环境发生
了巨大变化。

在江门市，像上城骏园
一样的变化， 同时也在三区
四市各个小区发生。随着垃圾
分类工作的持续推进， 江门各
小区的居民真切感受到垃圾分
类集中收集带来的好处， 参与垃
圾分类的热情也渐渐高涨。由示范
小区带动整个社区， 进而带动各个
市（区）， 江门市垃圾分类工作正在
加速推进。

记者从江门市城管部门获悉，江门
将加快建立分类投放、 分类收集、 分类
运输、分类处理的生活垃圾处理系统，形
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
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实现生
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推动江门市
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 切实增强人
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打造全省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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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根据今年 4 月印
发的《江门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实施方案 （2020—2022 年）》（下
称“《方案》”），2020 年，江门集中力
量开展全方位生活垃圾分类宣传
发动；推进与生活垃圾分类相适应

的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全市实现公
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蓬江
区、江海区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
示范片区，同步推进新会区会城街
道、台山市台城街道、开平市长沙
街道、鹤山市沙坪街道、恩平市恩

城街道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建
设，完成江海区、新会区环卫一体
化改革。 到 2021 年，全市基本建成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系统， 蓬江区、
江海区、新会区结合实际，试点推
行生活垃圾分类城乡一体化制度。

到 2022 年，巩固提升成效，城市生
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
运输、 分类处理系统基本成熟，生
活垃圾分类处理城乡一体化系统
基本建成，形成具有江门特色的城
乡生活垃圾分类新格局。

3 年内建成垃圾分类城乡一体化系统

“垃圾分类在江门推行时间
不长， 加上现在老年人投放垃圾
比较多， 怎么样让大家形成垃圾
分类投放的意识，宣传很重要。 ”
江门市蓬江区垃圾分类办人士表
示。 为进一步引导大家自觉、科
学地开展垃圾分类， 逐步形成垃
圾分类及环保意识， 今年上半
年，江门各市（区 ）以各种方式掀
起了宣传垃圾分类工作的热潮。

在江海区，目前，生活垃圾分
类基本知识宣传展板已经在辖区
各个村（居）、公园巡展，村（居）宣
传栏、 网站也开设专题宣传栏目，
通过全方位、多形式、多渠道宣传，
让垃圾分类知识走进千家万户。其
中，江南街道从主妇抓起，开展“垃
圾分类，巾帼先行”线上学习坊活

动，参与者在线上学习垃圾分类科
普知识并进行小测试，通过图片或
视频分享进行有奖互动。 外海、礼
乐、 江南三街道均向居民发送了
《生活垃圾分类指南》《致居民的一
封信》等宣传资料，并打造江海区
垃圾分类培训基地，各街道还选派
人员分赴上海、深圳等地参加垃圾
分类跟班学习。

日前，蓬江区环卫处党员干部
身穿义工服，联合江门京环公司共
同在西园社区各个分类垃圾投放
点开展分类督导工作，积极引导群
众自行分类垃圾、分类投放以及注
册使用“蓬江分类”小程序。 据了
解，自“蓬江·党园”小程序上线以
来，带动“垃圾分类党员先行”双报
到双服务热潮。 蓬江区所有区直机

关党组织与全区 78 个社区党组织
完成了挂点结对，8 月至今，已组织
开展垃圾分类入户宣传、垃圾分类
志愿督导等活动 30 余场次， 通过
各种方式为垃圾分类工作助力。

在台山市台城区， 台山市城
管局设置了垃圾分类主题公园，
园内随处可见垃圾分类知识宣传
标语， 并设有一条 3 米宽、22 米
长的垃圾分类主题跑道， 跑道分
为蓝、红、绿、灰 4 种不同颜色，
分别对应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
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 让小朋友
在跑道上奔跑、 行走时学习垃圾
分类知识， 也让家长在陪同小朋
友玩耍中潜移默化地参与垃圾分
类活动。 这个公园既为市民休闲
娱乐提供场所， 又普及了垃圾分

类知识，起到寓教于乐的作用。
推动垃圾分类从小孩做起。刚

刚过去的暑假期间，江门市生态环
境局、江门市城管局及江门市第一
幼儿园联合举办“绿色低碳，全面
小康———争当低碳环保小卫士”宣
传教育活动。广东省环境教育种子
教师、广东省垃圾分类培训学院江
门分院志愿讲师张旭欣为孩子们
带来了生动有趣的“绿色低碳，全
面小康”环保教育知识讲座。 她以
科学、有趣的方式分享垃圾分类的
小诀窍，并利用趣味问答的方式让
孩子们讲述自己关于垃圾分类、保
护环境、 低碳环保的亲身经历，倡
导小朋友们树立绿色生活从日常
点滴做起， 做垃圾分类的参与者、
践行者、传播者。

居民小区是推进垃圾分类工
作的一线阵地。 因此，江门对于小
区垃圾分类投放点的建设十分重
视。 江门市市区公房管理中心有
关人员日前告诉记者，江门市区保
障房小区新增19个垃圾分类投放
站现已全面投入使用。 记者了解
到，目前，江门市蓬江区、江海区共
建成超300个居住小区垃圾分类投
放点。 江门市城管部门表示，将加
快推进蓬江区、江海区2365个垃圾
分类示范片区小区分类投放点建
设， 扎实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蓬江区、江海区基本建成生活垃圾
分类示范片区，加快生活垃圾分类

处理设施规划布局。
其中，在江海区的江南街道，

13个社区开放式小区的垃圾分类
投放点建设已全部完工， 分类投
放点陆续投入使用， 成为江门市
首个开放式小区垃圾分类建点全
覆盖的街道。 据悉，今年来，该街
道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 成立
专门领导小组， 规范投放点建设
标准，充分与居民面对面沟通，仅
50多天，江南街道180多个开放式
小区垃圾分类投放点先后全部建
成， 惠及辖区1.7万余户居民。 该
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垃圾分类
的站点严格按照区一级指引，每

150至200户设置一个投放点，点
的服务半径为100至150米， 目前
全区完成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选
址912个，江南街道有325个，此外
江南街道还建成了滘北北街桥底
垃圾分类集散点， 是江门市首个
垃圾分类中转集散站点。

而在今年3月27日， 蓬江区环
市街东风社区岭南印象小区就率
先完成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工
作。 记者了解到，为了引导居民参
与垃圾分类，在蓬江区环市街东风
社区党支部第一书记孔宽的指导
下，小区物业公司专门在投放亭上
放置了一把长钳。“如果有人把垃

圾误投了桶， 自己用手拿不卫生，
也不方便，使用这把长钳，就很方
便，也卫生。”岭南印象物业公司工
作人员说。而上城骏园物业公司负
责人梁英洁介绍，小区针对不同住
户群体的特点实施差异化宣传。
“针对老年人， 我们除了安排督导
员在投放点宣传引导外，还通过简
单易懂的语言来宣传。”梁英洁说，
“比如，我们会告诉老人家，厨房的
垃圾是厨余垃圾、有害的垃圾是特
殊垃圾等等， 虽然不是非常准确，
但这些接地气的话语能大体上让
老人家知道了垃圾分类，这样宣传
效果也更加明显。 ”

推进垃圾分类示范小区投放点建设

宣传引导市民形成垃圾分类投放意识
江门各区通过不同方式鼓励、引导市民进行垃圾分类

李伟杰 摄

岭南印象小区垃圾分类投放点 张婧媛 摄

城管青年志愿者化身垃圾分类人偶在儿童公园向小孩宣传垃圾分类知识
杨兴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