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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五华县委、县政
府结合乡村振兴计划，深入推
进名人故（旧）居保护修缮，高
度重视革命遗址的修缮保护
开发利用工作，按照“抢救一
批、保护一批、提升一批”总体
思路，充分利用重大历史事
件、重要党史人物纪念活动等
重要时间节点，争取中央和
省、市财政资金，筹集县级财
政资金和动员社会资金，累计
投入近5.13亿元用于革命遗
址修缮保护开发。

目前已修缮（建）竣工开
放的项目有五华县革命烈士
陵园、古大存故居、优行乡农
民协会旧址、中共五华县委
诞生旧址、五华县人民政府
成立旧址、留畲人民会堂、五

华县革命烈士纪念碑（蒲丽
顶）、东征军政治部旧址、揭
陆华边行委会旧址（安流中
学北楼）、黄国梁故居、曾国
华故居、鳌背乡农民协会旧
址、中共五华县委党校（红
校）等十多处。

这些红色资源的活化利
用，促进了红色文化与生态
旅游深度融合，有力助推革
命老区乡村振兴发展；同时，
这些红色遗址成为党史学习
教育的实景课堂，让更多人
在“红色之旅”中齐奋进。

除了加强革命遗址开发
保护和活化利用红色文化资
源，五华县还着力编写出版地
方党史丛书，铭记光辉历史。

“去年以来，我们结合党史学

习教育，先后编辑出版《五华
县革命老区发展史》《广东中
央苏区五华革命简史》《中国
共产党五华县历史100年大
事记》《红色印记——五华县
革命遗址概览》《五华长征人
物谱》《五华革命故事选编》6
册党史丛书，总字数达130多
万字。预计今年下半年可以
完成《中共五华县地方历史
（二卷）》《军旗红——古大存
军长》等地方党史丛书编写出
版发行工作。”中共五华县委
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江连辉说，
与此同时，近年来，该研究室
深入挖掘丰富的五华红色资
源，撰写数十篇党史文稿在中
央、省、市媒体发布，有力弘扬
老区苏区精神。

五华红色革命遗址
推荐“打卡”点

文/丘锐妮 赖嘉华

中共五华县委诞生旧址

该址位于梅林镇琴口村，占地面积 138
平方米，二进深、三开间，夯墙，原为木桁桷
悬 山 瓦 顶 建 筑 ，现 改 建 为 钢 筋 混 凝 土 结
构。1927 年 8 月，中共东江特委派巡视员刘
琴西来五华，主持改组中共五华县特别支
部，在该址成立了“中共五华县委员会”。

优行乡农民协会旧址

该址位于梅林镇优河村，始建于 1893
年，占地面积 224 平方米，属客家建筑风格
的二进深、三开间、左右各一横屋的灰墙瓦
顶建筑。1925 年 4 月，该乡农民在德公祠成
立优行乡农民协会，会员 100 多名。农会发
给每个会员一枚会员证章，背面写有“宜同
心，宜协力，不劳动，不得食”的协会宗旨。
1926 年组织了一支 30 多人的农民自卫军，
前往潭下支援百安等地的对敌斗争。

五华县农民自卫军模范队
训练基地

五华县农民自卫军模范队训练基地（梅
冈寺）位于梅林镇梅林中学校园内，是一座
上三下三、四合式，石灰砖墙，木桁桷瓦顶建
筑。原为清代寺庙，在梅冈寺前面还建有一
青砖砌筑的“可喜塔”。1926年11月，五华县
农民自卫军模范队在梅冈寺设立训练基地，
培训农军骨干，提高农民自卫军武装斗争力
量。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至抗日战争时
期，梅冈寺都是中共五华地方组织进行革命
活动的据点之一。

留畲人民会堂

该址位于龙村镇留畲村。1967 年，留
畲人民为纪念该村 1926 年参加革命，1928
年 3 月在龙村被捕遭杀害的革命先烈温联
青，决定建造留畲人民会堂，至 1969 年历时
两年建造而成。面积 480 多平方米，土木结
构，从动工到竣工，都是由留畲人民群策群
力建造起来的。

黄国梁故居

黄国梁是中共早期的党员和马列主义
宣传者，是五华第一位中共党员、五华革命
的先驱人物。他于 1924 年任广州工团军军
需主任，继在中共广东区委负责财经工作
兼任国光书店经理，深得当时中共广东区
领导人周恩来、陈延年等的信任和赞许。
1927 年“四·一二”事变后，黄国梁临危不
惧，千方百计保护党内文件、经费，帮助中
共广东区委安全撤往香港。同年 5 月，中共
广东区委决定，派他回乡策动驻兴宁县城
的国民党军十八师宋世科团营长古怀率部
起义。黄国梁带着密令赶到兴宁，不幸被
捕，受害于兴宁。其故居光德楼，位于郭田
镇龙潭村，建筑面积约 770 平方米。黄国梁
在此出生并度过了童年、少年时期。

曾国华故居

开国中将曾国华，先后经历了北伐战
争、中央红军反“围剿”战争、二万五千里长
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事业现
代化建设，参加了东渡黄河、平型关大捷、
郯城大捷、四保临江、广西剿匪、抗美援朝
和人民空军的创建，南征北战四十余载，经
历大小战役 100 多次。其故居位于岐岭镇
凤凰村，始建于清咸丰三年（1853 年），结构
为五开间三堂两横屋一围龙，共 40 个房间、
11 个厅、8 个天井，占地面积 1400 平方米。

东征军利塘径战斗旧址

该址位于双华镇黄径村。1925 年 10 月
30 日，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何应钦、总政
治部总主任周恩来率国民革命军从河婆追
击陈炯明逆军至棉洋罗经坝一带后，兵分
三路奋勇杀敌。其中第三路由五华县农军
中队长陈笑眉从大都、竹山进击利塘径。
东征军在利塘径战斗中，共歼敌万余人，俘
敌 6000 人，缴获各种枪支 5000 多支，大炮 6
门，辎重不计其数。周恩来在前方捷报中
称：“乡民助战，有若一家，此役已将陈逆军
林虎部主力击破无存。”为表彰五华党组织
领导的农军，东征军总政治部特发给步枪
120 支、子弹万余发，武装五华县农军。

双华竹山红色党建示范村

竹山村是五华在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
开展较早、坚持革命斗争的堡垒村之一。
1957 年被广东省人民委员会评为革命老区
村，2017 年被认定为全省 60 个“红色村”之
一。现存第七区苏维埃政府临时驻地旧址、
竹山兵工厂纪念室、竹山阻击战旧址。

“竹山阻击战纪念园”以旧战壕为中
心，占地面积 10 亩，建设有革命历史展厅、
革命烈士纪念广场、战壕体验区、战斗回放
长廊、入党宣誓广场等。

竹山兵工厂纪念馆，占地面积90平方米，
共二层，主体为骑楼式民国风格建筑，第一层
为图书阅览室，收存了 1000 多册红色文化图
书，配备了VR现代科普仪。第二层为兵工厂
陈列室，介绍了五华悠久的铁业生产和五华
铁匠参与创建人民武装兵工厂的丰富历史。

壹 玫瑰风骨励后人

7月 8日上午，“苏区精神（广
东）研究中心研学基地”和“嘉应
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基
地”在梅州兴宁水口镇光夏村刘
光夏革命烈士纪念馆正式揭牌。

日前，广东省研学旅行协会公
示第一批“广东省乡村研学旅行特
色村”的 30 个村（社 区）名单。其
中，梅州市大埔县百侯镇侯南村、梅
县区雁洋镇长教村入选公示名单。

7月5日，全国妇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揭牌仪
式在梅州市丰顺县坚真纪念馆举行。据了解，在今
年5月，全国妇联新增命名10个场馆为全国妇女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丰顺县坚真纪念馆入选。目前，
全国妇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共有47个。

概览

梅州五华是广东省革命
老区、原中央苏区范围，革命
时期涌现了一大批英雄先
辈。他们以坚定的革命信念、
顽强的革命意志、不怕牺牲的
革命精神竖起高高飘扬的红
旗，鼓舞后人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
军、东江革命根据地和八乡山
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之一
的古大存便是其中之一。

近年来，在五华县委、县
政府结合乡村振兴计划，深
入推进名人故（旧）居保护修
缮工作的支持下，古大存故
居得以重新修缮，并成为梅
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梅
州市中共党史教育基地、梅
州市中共党员教育基地、梅
州市党史学习教育实践基
地，梅州“红十景”之一。
2022年，古大存故居被列为
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古大存故居遗址的活化
利用是五华县加强革命遗址
保护，助力老区苏区乡村振
兴的一个缩影。连日来，羊
城晚报记者在梅州市五华县
沿着先辈的革命足迹，了解
到该县近年来深入挖掘红色
革命遗址，对全县173处红色
革命遗址进行分期分批加快
修缮保护和活化利用，探索
出一条革命遗址保护的新路
径，形成了红色资源活化利
用的“五华样板”。

叁 不忘初心齐奋进

链
接

日前，“艺圃匠心——广东省美术家协会美术教育委
员会成员作品展”在梅州世界客商中心开幕。活动由中
国美术家协会美术教育委员会作为学术指导，广东省美
术家协会主办，广东省美术家协会美术教育委员会、梅州
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梅州市美术家协会承办。（赖嘉华）

文/羊城晚报记者 丘锐妮

走进位于梅州市五华县
梅林镇优河村的古大存故
居，这座建于清嘉庆年间的
客家风格建筑已是游客络绎
不 绝 的 红 色 旅 游 景 点 。

“2017年以来，至少超过20
万人次前来瞻仰学习。”古
大存侄孙、故居的日常管理
者古汉红表示，故居原名

“金山翠秀”，原建筑面积约
800 平方米，在大革命时期
被敌人火烧 3次，现保留的
是古大存曾居住的左横屋，
建筑面积222平方米。

2017 年，五华县委、县
政府再次对古大存故居进
行修缮，在保留古大存出生
地及家中环境等原物原貌
的基础上，以“农运先驱”

“革命忠魂”“玫瑰风骨”“公
仆情深”四个主题展出珍贵
的历史图照和物品，并通过
艺术雕塑、场景再现和多媒
体技术等方式呈现古大存
光辉而战斗的一生。

“古大存同志不仅自己
参加革命，还带领全家参加
革命。家属亲人先后被杀
害 12 人，其中 10 人被评为
革命烈士，真的是一门忠
烈。”五华县梅林镇宣传委
员张秀华说，古大存是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东江地
区卓越的农运先驱，东江苏

维埃政府和红军第十一军
的创建人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古大
存同志曾任广东省人民政
府副主席、副省长，那时我
父亲是一名山村教师，村里
人曾对我父亲说为何不找
古大存同志调到广州谋个
清闲职位，我父亲说古大存
同志不会搞特殊的。果然
古大存听说这件事后鼓励
我父亲扎根五华教育第一
线，我父亲也听从他的教导
一直坚守岗位，做好教育工
作。”古汉红说。

如今，古大存故居遗址
被列为梅州市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梅州市中共党史教
育基地、梅州市中共党员教
育基地、梅州市党史学习教
育实践基地，梅州“红十景”
之一，2022 年还被列为广
东省文物保护单位。“政府
不仅修缮了故居，还加强了
周边的配套设施，新建了红
十一军纪念大桥，现在进址
道路很宽敞，还铺上了柏油
路面。”古汉红说，近年来不
仅越来越多人慕名前来重
温峥嵘岁月，村里的人居环
境也越来越好了。不仅道
路硬底化，还进行了绿化和
墙绘，设置了公厕和垃圾分
类点，“村里越来越美了”。

“梅林镇2021年红色革
命遗址保护利用项目正在进
行中，像梅林革命烈士纪念
碑修缮工程、彭剑先烈士墓
修缮工程、应魁楼——古公
鲁故居遗址修缮工程、五华
县农民自卫军训练旧址（梅
冈寺）修缮工程等都已经启
动了。”张秀华说，近年来，
梅林镇根据“红色故土·幸福
梅林”的定位，统筹整合利用
丰富的红色资源，结合乡村
振兴规划，扎实推进“八个
红”（即红街、红桥、红道、红
址、红村、红校、红馆、红景）
项目建设，着力打造建设梅
林、优河、梅南三村联动乡村
振兴红色示范点。

除了梅林镇，“硬打硬”的
五华人民在全县各处都留下
了战斗痕迹和革命火种。据
2020年革命遗址普查统计，
五华全县有革命史迹173处，
列入重要革命遗址78处、重
要线索遗址70处、一般线索
遗址12处，其他遗址13处。

大革命时期，五华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
极参与两次东征，随后成立
农民协会，掀起了轰轰烈烈
的农民运动，创下了多个梅
州“第一”：中共五华县小组
是梅州最早建立的中共地方
组织；睦贤乡苏维埃政府是
梅州首个苏维埃政权；登畲
鳌背乡农民协会是梅州第一
个农民协会；龙村区杜坑乡

妇女会是兴梅区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妇女
会……溯自大革命时期以
来，五华全县有1594名革命
烈士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献出了宝贵
的生命，数量为梅州各县
（市、区）之最。

为更好更全面地展示中
央苏区五华光荣的革命斗争
历程，五华县委、县政府投资
1610 多万元重点打造了梅
州五华“铭记光辉历史·传承
红色基因”体验馆。该项目
占地面积1085平方米，采用

“三位一体展示法”（历史事
件+英烈影响+情感升华），
利用场景、光影、声像、雕
塑、媒体、图版、文字、绘画

等传统和现代科技表现手
段，全方位展示五华苏区人
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历程。每
逢节假日，都有不少家长带
着孩子前来接受红色文化的
熏陶。

记者了解到，该馆设展
厅 3 个，展示珍贵历史文献
资料4万多字，历史图照300
多张，臆想图 40 多张，大型
油画 3张，艺术浮雕 3座，多
媒体投影系统10多套（台），
展陈内容按五华人民革命斗
争发展历程分五大华章（寓
意“五华”），已成为弘扬苏
区革命文化的一个红色文化
城市地标，也是梅州第一个
通过现代科技方式展示红色
革命文化的科技馆。

贰 红色故土新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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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五华“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体验馆
五华县委党史室供图

追寻红色足迹
传承红色基因

累计投入近5.13亿元修缮保护革命遗址、打造梅州
首个展示红色革命文化的科技馆……梅州市五华县深
入挖掘、活化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弘扬苏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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