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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黄埔去！”自创办之日起，就有大批共产党员投身于“鼓铸革命军人之烘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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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汇聚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洪流
立春日，广州城。穿过黄埔长洲岛的金洲北路，在军校路尽头，

前来感受革命历史的游客络绎不绝。这里曾是中国革命的中心。
1924年，孙中山在此创办了陆军军官学校。军校几经易名，因始设
于黄埔长洲岛，它的另一个称谓更为世人熟知——“黄埔军校”。

这所著名军校，自创办之日起，就有大批共产党员在此工作和
学习，投身于“鼓铸革命军人之烘炉”，为日后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
奠定了坚实基础。

风起云涌，沧桑巨变。
历经近百年时光，如今，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在此设立。当中

陈列的文物、史料，无声诉说着过去风云突变的革命历史，继续播撒
着思想的火种。近日，记者走进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沿着无数英
雄留下的足迹，探寻其中的红色印记。

1924 年 6 月 16 日，孙中
山乘坐“江固”号军舰，登上长
洲岛，宣布这所在中国共产
党、苏联和共产国际各方帮助
下创办的黄埔军校正式开学。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
第一个“结晶”。当时，刚登上
中国政治舞台不久的中国共
产党，积极支持与帮助孙中山
创办黄埔军校。1924 年，中
国共产党帮助黄埔军校筹委
会招收学生，张申府等共产党
人具体参与到黄埔军校的创
建、教学计划的制定等工作
中。得益于共产党人的帮助，
黄埔军校得以迅速创办。

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一
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也怀揣
理想与信念，从五湖四海奔向
广州黄埔。史料记载，黄埔军
校的首期学员，不少是中国共
产党人从各省动员报考入学
的进步青年，其中，共产党员
和青年团员共 56 人，占学员
总数的十分之一。“到黄埔去”
成为一代青年的时尚语言。

与旧式讲武堂相比，黄埔
军校的优势和特色，在于吸取
苏联红军的建军经验，设立了
党代表和政治部，实行军事与
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教育方针。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
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主要是
由共产党人负责。1924年 11
月，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周恩
来到军校任政治部主任，此
后，党组织陆续从各地抽调了
聂荣臻、恽代英、萧楚女、张秋
人、熊雄等人到军校任职。中
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开创的
政治教育模式，后来被逐步推
行到中国军队中，对整个中国
军队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时，中共广东区委还在
黄埔军校建立了中共直属支
部，后来改称特别支部、中共

“党团”。在之后的东征、北伐
中，在中共广东区委的推动
下，中共党员受到了实际斗争
的锻炼，从中起到了重要作
用。

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努
力以自己的政治远见和模范
行为影响军校，对军校的创
建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黄埔军校也如同一个“摇篮”，
为共产党培育了一大批将帅
之才，直接影响了中国历史的
走向。比如，后来成为开国
元帅的叶剑英、聂荣臻、徐向
前、林彪以及大将陈赓、许光
达等，都曾经在黄埔军校任教
或学习。

1938 年，黄埔军校校本
部遭到日机轰炸，夷为平
地。1996年，黄埔军校校本
部在旧址上重建。

经过近 20 年的修葺完
善，黄埔军校旧址如今的范
围约为 7 万多平方米，岛上
现有的主要景点，包括军校
大门、校本部、孙总理纪念
碑、孙总理纪念室、俱乐部、
游泳池、东征阵亡烈士墓
园、北伐纪念碑、教思亭等
十余处。

2月3日，在黄埔军校旧
址纪念馆采访时，记者偶遇
了 60 多名前来参观的中学
生。“今年是我们第 15 年组
织军事冬令营活动，参观黄
埔军校也是每期的‘规定动
作’，很受家长和孩子的欢
迎。”带队老师王张捷告诉
记者，带孩子们到红色革命
纪念馆参观，可以帮他们更
好地了解历史，了解革命先
辈为国牺牲的英雄气概，培

养他们的爱国情怀。
在馆内工作了30年，黄

埔军校旧址纪念馆讲解员杜
穗红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

“95 后”“00 后”年轻参观
者。从他们赤诚的眼神中，
杜穗红愈发强烈地感受到他
们浓厚的爱国情。“我讲解
的战役故事，是他们最感兴
趣的。我相信，生活在和平
年代的他们，通过参观和学
习，会更加珍惜今天的和
平。”杜穗红说。

如今，黄埔军校旧址纪
念馆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
示范基地，每年接待来自海
内外的游客超过150万余人
（2020 年受疫情影响，为 65
万观众），成为广州文博系
统中接待量最大的博物馆。
携程《2020年中国亲子游消
费趋势报告》显示，黄埔军
校旧址纪念馆入围“2020年
最受亲子家庭欢迎的红色景
区人气榜单”，名列第三。

黄埔军校旧址纪
念馆讲解员罗群佳告诉
记者，在积极挖掘和利
用旧址所蕴含的红色文
化价值方面，黄埔军校
旧址纪念馆一直在努
力。2016 年至 2020 年

期间，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
举办主题社教活动 212 场，
临时展览13次，巡展下基层
110 次，将“黄埔精神”撒播
到全国各地。其中，如“回顾
奋斗历程 牢记初心使命”主
题党日活动、“从铁血东征到
彪炳北伐”青年党员研学活
动等，备受欢迎。

罗群佳介绍，为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黄
埔军校旧址纪念馆今年将以

“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为
中心，在线上线下开展多主
题的策划、展览。比如黄埔
军校红色家书专题展，以共
和国第九烈士陈毅安等黄埔
英烈的家书为切入点，弘扬
共产党人在革命年代的家国
情怀等。“我们始终以宣扬
黄埔军校历史文化，激发广
大观众爱国热情为宗旨，努
力发挥馆藏优势，开展社教
活动，讲好黄埔故事。”罗群
佳说。

离开黄埔军校旧址纪念
馆时，一队身着海魂衫的年
轻海军，踏着整齐的步伐从
记者身旁经过。同样是一群
朝气蓬勃的面庞，在近百年
后，眼神里依旧闪耀着无惧
风雨、劈波斩浪的坚定目光。

羊城晚报：您从哪一年开始在黄埔军校
旧址纪念馆做讲解员的？当时的黄埔军校是
什么样的情况？

杜穗红：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是1984年成
立的，我从1991年开始从事讲解工作，如今已经
30年了。当时的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比较简
陋，观众参观的范围也比较小，参观内容比较单
一。1996年，在对校本部重建后，观众参观的范
围扩大了，参观的内容也更丰富了。

羊城晚报：讲解 30 多年间，有没有让您
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杜穗红：作为一名讲解员，我很自豪。我
每年大概讲解 100 多场，每场都会带着观众
打开历史尘封的记忆，重温黄埔军校的峥嵘
岁月。特别是讲到一些红色革命故事，比如
像讲到左权、赵一曼等烈士的红色家书时，观
众很容易被革命先辈们献身革命的精神所打
动。观众们的感动也会打动我，并激励我更
好地做好红色文化宣传工作。

羊城晚报：您所理解的“黄埔精神”是什
么？

杜穗红：不同时期，对“黄埔精神”的解释
有很多。比如：抗战时期，“黄埔精神”就是爱
国革命；现在的“黄埔精神”就延伸为以“爱
国 团结 奋斗”为核心的精神。

羊城晚报：作为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资
历最老的一位讲解员，未来您还想为它做哪
些工作？

杜穗红：我想通过不断地学习，用一辈
子，做好这份讲解工作。我希望在讲解过程
中，能够和观众们更好地互动交流，使他们更
多地了解黄埔军校，从而把红色文化一代代
传承下去。

还有5年，我就要退休了。我很热爱这份工
作，希望退休之后，我还有机会以志愿者的身份
继续为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服务，为它多做一
点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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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350号

湛志添：
本会已于2020年1月3日受理申请人

广州香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你方及广州钇
星传媒有限公司关于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案
号为（2020）穗仲案字第 238 号，现定于
2021年4月9日上午10：00在广州市沿江中
路298号江湾大酒店A座8楼仲裁庭室开庭
审理，仲裁庭于2021年4月20日作出裁决，
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2021年4月30日前。
请你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1年2月8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351号

贾璐：
本会已于2020年6月17日受理申

请人天津名泽电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
你方关于合作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
（2020）穗仲案字第 8502 号，仲裁庭于
2021年4月9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
时间为2021年4月18日前。请你及时
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
送达。

特此公告。
2021年2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