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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仁耀 陈建平 杨志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命博物馆、纪念

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红色基

因库。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

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要用好红

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史

爱党、知史爱国。”

龙岗是东江纵队的重要发源地，是深圳

重要的革命老区。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

龙岗人民为民族独立和建立新中国作出了

重大贡献和牺牲。龙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牢

固树立“当好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重要守护

者”的职责使命，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

因，弘扬革命精神，让辖区人民在党史学习

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奋发前行。

自成立伊始，龙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便

组建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专班，协同区组

织、宣传、文化、城管、民政、街道及各政法部

门，明确各自职责，形成保护管理合力。在

该局指导下，龙岗区退役军人爱心服务促进

会增设了红色丰碑文化研究传播中心公益

性分支机构，赋予其从事纪念设施安全巡

查、日常管理，纪念设施场馆文化导介及红

色文化研究推广，辖区爱国主义思想及国防

双拥文化传播等辅助性事务，培育打造专业化

特色团队。

经过近3年努力，在保证辖区各烈士纪

念设施场馆安全有序的基础上，龙岗区退役

军人事务局还联合相关单位，大力挖掘本土

红色资源，深度提炼纪念设施所承载的革命

精神，陆续推出“龙岗区革命武装斗争陈列

展”及《烽火岁月，英华绽放》《环水楼的枪

声》《故乡风云》《吉华红色印记》等红色读

本，并依托新媒体平台及组建区街社区三级

“新时代爱国拥军讲习所”等线上线下阵地，

扩大辐射力，为引导全社会更好地知史爱

党、知史爱国，提供了丰富的精神产品。

东纵精神百折不挠威武不屈
《环水楼的枪声》解读

《环水楼的枪声》书籍作者叶端雪已年

逾七旬。他历时10年收集素材，走访了30

多位龙岗籍的东江纵队、粤赣湘边纵队老战

士，并手写书稿数万字，在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的支持下编印发行，终于完成了原粤赣湘

边纵队老团长李群芳的生前愿望：“我们用

鲜血书写的历史，要让我们的后人能够了

解、学习、自强不息。”

《环水楼的枪声》中，作者把“曾生坐镇

环水楼”“血战红花岭”“环水楼的枪声”“革

命家庭”“解放全龙岗”等故事用一根“红线”

串联起来，融汇在革命情之中。

原粤赣湘边纵队东一支二团是驻扎在

惠东宝地区龙岗区域（指坪山、龙岗、布吉等

地）的武装主力。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红花岭

阻击战中，二团仅260多人（大部分是客家

人）与敌军宋子文属下徐东来主力部队

2600多人血战一整天，最终以少胜多打败

敌人。这场战斗是当时惠东宝地区发生的

最激烈、最大规模、最具有影响力的战斗，为

惠东宝地区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环水楼的枪声》在这些历史真实故事

的基础上，着力还原史实中的真人真事，把当

时壮烈震撼的战斗场景、斗智斗勇的敌后工

作、视死如归的人物心理等等都描写了出来，

突出表现战士们英勇善战、服从命令听指挥

和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同时，作

者也描写了指战员雄才大略、运筹帷幄的指

挥风格，以及革命战争年代地方群众对革命

队伍的鱼水之情、舍命之爱，看后催人泪下。

龙岗革命有声有色轰轰烈烈
《故乡风云》解读

根据原东江纵队老战士张启秀同志的

回忆录手稿整理编印的《故乡风云》一书，生

动记载了现在龙岗泛中心城一带在抗日战

争时期，当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觉醒爱国

意识组织起来与日寇、伪军和国民党顽军及

其当地反动派开展机智勇敢斗争的历史事

实，对于还原龙岗革命武装斗争史具有珍贵

的历史佐证作用，对描绘龙岗红色文化版图

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1939 年春夏间，邝九如、蔡端、阮群英

（曾生同志的夫人）、李洁等人，驻在岗贝村

（现龙城爱联辖区）的李姓祠堂里演出抗日

话剧，贴出宣传抗日的“墟报”。这样，“群众

总算受到广泛的启发教育，逐渐从迷惘中觉

醒过来，感到国家民族的光明前途还有一线

希望。”张启秀经地下党员的指导，和李奕清

等先进分子组织成立了“抗敌同志会”。“抗

日民主的思想，已在我们一部分先进分子

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为了开展抗日宣传，抗敌同志会决定办

学宣传抗日思想。“自从日寇在大亚湾登陆

后，我乡所有的学校都停办了。”1940年春，

中心小学办起来了，乡亲们一致推举李奕清

为基金筹集委员会主任，兼学校的总务和各

年级的珠算课老师，张启秀为教导主任，兼

高年级的语文教员，掌握了聘请教师的权

力，教育的实权紧紧地抓到了党的手中。

据回忆录记载，中心支部下属的田寮支

部（现龙城爱联辖区）居然开办了企业（东南

石灰窑合作社），做到了经济上的自给自足，

并积极支持部队建设，这在龙岗乃至深圳地

区的革命武装斗争历程中也是鲜见的。

抗日战争时期，也是国共合作时期，发

展爱国统一战线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色。

从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张启秀对国民党九龙

大队肖天来部的攻心策反工作卓有成效，他

成功将肖天来部的骨干进行了策反。

1944年8月间，“上级要我公开打着护

乡卫国保人民的旗帜，把长期积蓄起来的

武装力量立即集合起来，命名为镇西队，由

我任中队长，黄福任中队副队长……”“到了

9月份，上级把镇西队正式公布编列到第二

支队独立第一中队，番号改为‘飞狮队’。”

“那时，纵队司令部曾一度驻在山子

下。”“曾生同志对我说：‘你们要迫近龙岗，

不要向横岗撤，你们那里炮楼很多，必要时

可以据守炮楼。’”这是龙岗中心城一带人民

参加东江纵队、开展武装斗争的生动历史。

张启秀的回忆录近4万字，呈现出龙岗

革命武装斗争的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

在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旗帜指引下，在东江纵

队的正确领导下，在田寮等党支部的坚强组

织下，李奕清、张启秀、李六英等一大批革命

志士以大智大勇的精神，将龙岗的革命斗争

开展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

红色吉华是抗日屏障革命堡垒
《吉华红色印记》解读

由龙岗区吉华街道党工委主编，龙岗区

退役军人局合作参与的《吉华红色印记》中，详

细记录了吉华辖区从甘坑一路向南，经水径、

越三联的一条红色革命线路。这条红色线路，

与观澜、平湖、坂田、布吉等周边“红线”水乳

交融，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画卷。

书中，甘坑虽不是东江游击队的总部驻

地，却是游击队的大后方。这里山高林密、

重峦叠峰，是开展游击战的天然区域。据史

料显示，抗战期间，游击队在甘坑驻扎过的

地方就有10多处；曾生在甘坑养伤期间，积

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动员一批甘坑青年参

加了抗日游击队。解放战争时期，林文虎率

领的宝安护乡团钢铁队长期驻扎在甘坑，依

靠当地群众抗击国民党军队。

书中记载，作为红色堡垒村，甘坑的烂

屋坝、新路坳等村子，水径的布龙公路沿线，

三联塘径村的广九铁路一带，都曾设过游击

队的税站。甘坑村的彭观生、邓元生，塘径

村的洪宪、水径村的邱乙、大靓村的曾秋麟，

都是税站的工作人员。他们为了保卫税

站，与日军、伪军、顽军、地主武装和土匪等

殊死搏斗，李朗税站站长邱亚乙壮烈牺牲，

潘国佳（宝安福永人）等水径税站的工作人

员惨遭敌人杀害……

为了保家卫国，甘坑的张桂清、彭耀先、

彭华、张发、邓发、邓石泉、邓金仁、谢佛金、

钟林、张其威、张玉荣等；水径的邱亚乙、

邱称发、邱煌娇、邱伯寿、邱添寿、邱伯祥、

邱甲寿、邱为理、陈福、江才娇、曾秀、曾安、

曾华、邱贵房、邱生、邱才、甘淑文等；三联的

洪宪、黎天平、黎静贤、郑财等，前赴后继投

身革命队伍，很多人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经作者详实考证，吉华地区曾是东江纵

队首部电台诞生地，是上下坪会议旧址、林

文虎部队驻地遗址，是文化名人中转休整

地、红色运输及交通情报中转站，曾发生过

破袭敌公路铁路、袭击敌碉堡、掩护游击队

转移等多次战斗。吉华辖区的上下坪、凉帽

山及相邻的鸡公山、木古等区域，成为东江

纵队路西游击区坚强的革命堡垒区。

深圳市政协文化文史委员会主任尹昌龙

评价此书：“这是一部经过田野调查，用心

血、用匠心写出的史书，填补了深圳军史、文

史的一段空白。”

（本文配图由深圳市龙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供）

用好红色资源 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革命精神
深圳市龙岗区加强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深挖本土红色资源，为全社会提供丰富精神产品

《故乡风云》红色读本 《吉华红色印记》红色读本

1900 年 10 月，庚子首义（三洲田起

义），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第—枪在龙岗

沙湾打响，龙岗民众踊跃响应。

1925年2月，广东革命政府举行第一

次东征，周恩来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随

军出征，曾在龙岗、平湖传播革命思想。

1926年5月，平湖山厦，深圳地区首个

村级党支部建立。大革命失败后，党的活动

处于低潮，但山厦党支部始终坚持斗争，山

厦地下交通站始终与党中央、广东省委保持

着秘密联络。

1937年，抗战爆发后，平湖特别区委成

立，积极统领抗日动员活动。山厦农会骨干

纷纷投身抗日，成为驰骋广九线的东纵劲旅

“飞鹰队”的战斗骨干，并不断为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接续奋斗。在深圳党史中，山厦党

支部是一面“不倒的红旗”。

龙岗，南北贯穿广九铁路交通线，东西

有布龙、横龙坪路网相连，位处兵家必争的

惠莞深交通要冲；抗战时，布吉、沙湾、横岗、

平湖、龙岗五墟均驻有日伪重兵，实为华南抗

敌斗争前沿。龙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领导下，与敌寇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1939年9月，横岗鸡心石伏击战，打响

龙岗人民对日第一仗，振奋军心民心。爱国

华侨官文森（祖籍龙岗盛平）组成文森女子

救护队直接回国抗战，成为华侨抗日的一面

旗帜。

1940年9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在

布吉上下坪召开会议，确立了坚持敌后抗战

的指导思想，实现了东纵武装斗争的重要历

史转折。

1940年9月始，包括龙岗在内的东江

地区抗日局面逐步向前发展，铜锣径伏击

战、丹竹头夜袭战、八仙岭立体战、凤凰山袭

击战以及广九交通线系列破袭战、反十路

“围剿”斗争等等，连连给予日伪重创，一场

场胜利，永远载入龙岗革命乃至深圳革命

史册。

1942年1月，华南抗日武装的第一部

电台在龙岗甘坑村组装并发报成功，自此与

延安党中央建立起直接联系。党对华南抗

战的领导进一步加强。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龙岗革命

军民依托坪山、羊台山、大岭山三大根据地，

坚守梧桐山、鸡公山、凉帽山等游击区，在抗

日情报、物资收集，全民抗日宣传动员，对敌

作战支援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是华

侨、青年、妇女和全民抗战的示范区。

龙岗，在蜚声中外的文化名人和国际

友人大营救中功勋卓著，大部分被救人员

在此休整中转，留下不灭的历史记忆，是名

副其实的民族文化生命通道的重要一环。

解放战争时期，反“清剿”三大激战，龙

岗军民英勇参战，踊跃支前。其中，山子下、

红花岭战斗均发生于今龙岗区域。“江南大

捷”被誉为“广东游击战场的光辉战例”，红

花岭成了英雄岭。

龙岗英雄人物辈出，544名（含坪山、大

鹏）革命烈士永垂青史。红色大侠曾鸿文首

批勇闯港九抢运战略物资并打通文化名人

营救通道；东纵飞鹰队鏖战惠东宝，黄友小

鬼班喋血广九，获中央命名褒赞……

黄光、叶源、李群芳、曾强、张玉荣、

张启秀……—个个英雄的名字光辉闪耀，

千古流芳。

龙岗，作为深圳重要的革命老区，不愧

为革命红区之典范。

山川有英灵，薪火永相传。红色基因

在，信仰毅而坚。

我们坚信，英雄的土地，必有英华绽放！

龙岗人民革命烈士纪念碑

《烽火岁月，英华绽放》红色读本

《环水楼的枪声》红色读本

相关链接 烽火岁月 英华绽放
——龙岗革命武装斗争历程速览

本报讯 河北省张家口国际首套百兆瓦先进压缩

空气储能国家示范项目近日送电成功，标志着该项目

顺利实现并网，正式进入系统带电调试阶段。

河北省张家口国际首套百兆瓦先进压缩空气储能

国家示范项目由巨人能源旗下张北巨人能源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技术提供方为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

所，设备提供方为中储国能（北京）技术有限公司，工程

总承包单位为中国电建集团水电四局。项目规模

100MW，系统设计效率为70.4%。该项目于2018年

立项，2021年8月完成电站主体土建施工，并于2021

年12月31日22时46分顺利并网，10kV母线低压侧

带电平稳运行。目前各项调试工作已稳步开展，相关

技术参数良好。

据悉，该项目自建设以来，得到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国科学院以及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于

2018年10月获批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示范项目，

列入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管理，获国家可再生能源示

范区产业创新发展专项及中国科学院A类先导专项

重点支持，并写入国家四部委2019年6月发布的《贯

彻落实<关于促进储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9-2020行动计划》。2019年10月，列入国家工信

部发布的《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名

录》。2021年12月，列入国家能源局公布的《2021年

度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项目》。

本项目技术提供方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自

2004年开展压缩空气储能技术研发以来，取得一系列

国际领先的技术成果：原创性提出了先进压缩空气储

能技术新原理；组建了150余人的国内最大的压缩空

气储能研发团队；建成了我国物理储能领域首个国家

级研发中心“国家能源大规模物理储能技术研发中

心”；突破了1-100MW级压缩空气储能系统关键技

术，分别于2013年在河北廊坊和2016年在贵州毕节

建成国际首套1.5MW和10MW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示

范项目，张家口国际首套100MW先进压缩空气储能

示范项目于2021年底顺利并网，整体研发进程及系统

性能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河北省张家口国际首套百兆瓦先进压缩空气储能

国家示范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国际上规模最大、效率最

高的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电站，可配合风电、光伏、区域

电网、云计算中心等联合运行，形成大规模储能系统运

行新模式；该项目建成将成为当地亮点工程，提升城市

影响力，加速推动大规模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产业

化进程，有效支撑能源革命和新型电力系统构建，具有

里程碑意义。 （兰 云）

资 讯

本报讯 今年以来，安徽省宿州市泗县严格落实

“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

不摘监管”要求，大力实施特色种养业提升工程，努

力推动全县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促进村集体经济不断

增收。

到户产业项目全覆盖。坚持因户施策，积极实施

自种自养、务工就业、“一自三合”小额信贷等项目。同

时，加大政策宣传、技术帮扶、指导培训力度，提高到户

项目质量和项目覆盖率。2021年，全县共实施到户项

目8889个，覆盖脱贫户7652户。

完善园区功能促发展。围绕脱贫村主导产业发

展，完善园区农产品加工、储藏、包装等配套设施设备，

不断夯实产业基础；引入有经济实力、懂技术、会经营

的新型经营主体，并鼓励和支持园区优先带动脱贫人

口参与创业、务工，带动增收致富。全县65个脱贫村

每村都至少建成了一个农业特色产业园区；每个园区

均带动脱贫户10户以上，同时为村集体经济带来租金

和分红收入达2万元以上。

加大财政奖补增动力。修订完善《泗县特色种养

业到户奖补实施办法》，对本年度所有有劳动能力且自

主发展特色产业、规模达标的脱贫户给予奖补资金支

持，持续激发脱贫户的内生动力。2021年，全县共发

放财政奖补资金1400.3万元，惠及脱贫户5294户。

同时，加强脱贫村“一村一品”建设，积极打造“一村一

品”品牌，通过农产品展销会等，提升“一村一品”知名

度和影响力。

特色保险织牢“保障网”。稳步推进“防贫保”综合

保险试点，全县共投保21,269户。积极开展大棚草

莓、薄壳山核桃等特色产业保险，共承保3.58万亩，特

色种养业理赔面积7132.7亩，发放理赔资金118.5万

元。加强经营主体风险评估与监测，对主体的经营状

况开展全面摸排，及时掌握主体经营状况。尤其是对

村集体资金资产入股主体重点跟踪，掌握动态，确保财

政资金安全。 （刘 健 姚 森）

国际首套百兆瓦先进压缩空气储能
国家示范项目顺利并网

成为国际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
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电站

安徽泗县特色种养业
促村集体经济增收

65个脱贫村每村都至少建成
一个农业特色产业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