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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与隔壁车水马龙的

青年路不同，位于“春城”

昆明市中心的节孝巷狭

长而幽静，巷子里散布着

几家小吃店、杂货店，烟

火气十足。踏着青石板继

续往前，一座青瓦白墙的

云南传统小四合院静静

地 坐 落 在 巷 子 深 处 ，这

里，便是中共云南地下党

建党旧址。

90 多年前的一个夜

晚，云南的第一个党支部

在这里诞生。

1926 年 11 月 7 日，在

夜幕的掩护下，共产党员

李鑫、周宵、吴澄、黄丽生、

杨静珊等人在位于节孝巷

的周宵家，秘密召开第一

次党员会议。

会上，根据中共广东

区委的决定，正式成立中

共云南特别支部，由云南

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吴澄担

任特支书记。

“这是云南的第一个

党支部，标志着云南各族

人民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踏上了崭新的革

命征程。”云南省委党史研

究室一处一级调研员陈祖

英说。

1926 年，正是大革命

轰轰烈烈开展之时。北伐

战争即将开始，云南督军

唐继尧及其控制的滇军成

为北伐后方的严重隐患。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共

广东区委派遣滇籍共产党

员李鑫回到云南，建立秘

密的党组织。

中共云南特别支部成

立后，按照中共广东区委

指示，积极开展推翻唐继

尧反动统治的斗争。特支

利用云南军阀之间的矛

盾，成功促成云南四镇守

使 联 合 发 难“ 倒 唐 ”，于

1927 年 2 月 6 日将唐继尧

赶下台。

军阀唐继尧的垮台，

极大地鼓舞了云南各族

人民的斗争热情。在云南

党组织的领导下，风起云

涌 的 工 人 运 动 、农 民 运

动 、学 生 运 动 和 妇 女 运

动，如汹涌澎湃的激流冲

击着封建军阀的统治。党

组织在云南得以迅速发

展。到 1928 年底，云南全

省 党 、团 员 人 数 增 加 到

600多人。

然而，随着蒋介石发

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全

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执

掌云南政务的龙云秉承蒋

介石反共旨意，开始大肆

通缉逮捕共产党员。

1929 年 5 月，李鑫在

准备发动工人武装起义时

不幸被捕，他在狱中宁死

不屈，仍不断宣扬党的主

张，随后被残酷杀害，牺牲

时年仅 32 岁。1930 年底，

因叛徒出卖，中共云南省

委书记王德三以及吴澄、

李国柱夫妇相继被捕。

面对敌人的威逼利

诱，王德三不为所动，在狱

中写下了感人至深的遗

书。他在遗书中对父亲说：

“儿现时只有拿定主张，把

身子献给人类了！”

“吴澄被捕时已怀孕

数月，但她面对严刑拷打

毫不屈服。”昆明市委党史

研究室征编一处处长董杨

说，“在牢狱里，吴澄还经常

鼓励难友要积极斗争。她

说，一个共产党员的生活就

是战斗的生活，不坐牢时

搞革命，坐了牢还要搞革

命。在这人间地狱里，更要

以百倍勇气和敌人斗争。”

1931年12月31日，32

岁的王德三、30 岁的吴澄

和 24 岁的李国柱壮烈牺

牲。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

一位位革命先烈抛头颅、

洒热血的云岭大地，如今

已旧貌换新颜。2020 年 11

月，云南最后9个贫困县宣

告摘帽。至此，云南88个贫

困县全部摘帽，超过880万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一代代革命先烈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正成为

现实。

“是先烈们的鲜血，换

回了我们今天的美好生

活。”在中共云南地下党建

党旧址驻足参观良久后，

昆明市民陶静动情地说。

1991 年，经云南省委

批准，中共云南地下党建

党旧址经陈列布展后对外

开放，并成为云南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并不宽敞的

小院内，陈列着王德三、李

鑫、李国柱、吴澄等革命先

烈的塑像、照片，供后人来

缅怀这段光荣而悲壮的革

命历史。

“每年我们都要接待

数万名参观者，党员们在

小院里聆听先烈故事，重

温入党誓词，许多人当场

流下了泪水。”讲解员姚群

说。

冬日暖阳下，为云南

播下革命火种的节孝巷，

宁静而温暖。

（据新华社报道）

陆军第77集团军某陆

航旅运输直升机营官兵每

次经过营区中的一棵石榴

树时，总要心怀敬意、默默

注视。

16 年前，该旅特级飞

行员邱光华亲手种植的

这株石榴树苗，如今已长

成大树。邱光华为党和人

民飞行一生、奉献一生的

英雄事迹鼓舞激励着官

兵。这些年来，每逢重大

任务，官兵们都要在此宣

誓动员；每次取得佳绩，

官兵们都要在此向英雄

报告。

邱光华，羌族，四川

茂县人，1974年4月入伍，

1976 年 6 月入党，我军第

一代少数民族飞行员，历

任原成都军区某陆航团

飞行员、副大队长、大队

长。

上世纪 90 年代初，我

军装备某新型运输直升

机。新装备列装，邱光华第

一个报名，全身心地投入

到新机改装训练当中。原

定半年改装时间，他只用

了3个月，并很快担任了中

队长、副大队长、大队长，

成为团里的骨干飞行员。

此后，驾驶新机型执行了

边防巡逻、高原适应性训

练、抢险救灾等急难险重

任务。

2008 年 5 月 12 日，汶

川 地 震 发 生 后 ，邱 光 华

老 家 茂 县 受 灾 严 重 。团

党委考虑到他的家人下

落不明，况且他本人还有

几个月就到停飞年龄，准

备安排他执行地面指挥

任务。

得知这一消息后，邱

光华马上向团党委递交了

请战书。

从成都到理县的空中

航线，是典型的“两山夹一

谷”，被称为“死亡航线”。5

月 31 日下午，邱光华机组

奉命运送卫生防疫专家前

往理县。

从理县返航约半小时

后，邱光华驾驶的“734号”

直升机进入映秀镇、草坡

乡上空。突然间，大片浓云

密雾一下涌了过来，遮蔽

了狭窄的空中通道。“不要

动，看下航向！”这是邱光

华留下的最后声音。接着

直升机就从通信信号中消

失了，从战友们的视线中

消失了……

6 月 10 日 10 时 55 分，

经过 11 天的全力搜寻，官

兵们在汶川县映秀镇西北

7.5 公里的 3511 高地找到

了失事的“734 号”直升机

残骸，邱光华、李月、王怀

远、陈林、张鹏5名机组人

员全部遇难。

5位勇士永远地走了，

他们把忠诚写在了祖国蓝

天，把热血洒在了川西大

地。抗震救灾中，邱光华机

组一次次冒着生命危险，

飞赴汶川、映秀、理县等重

灾区，累计飞行 50 多个小

时、63架次，运送物资25.8

吨，转运受灾群众 200 多

人。

6 月 14 日，中央军委

授予某陆航团“抗震救灾

英雄陆航团”荣誉称号，给

机长邱光华追记一等功。

（据新华社报道）

邱光华：雄鹰出击为人民

迈好第一步 见到新气象

眼下，外面虽是冰天

雪地，而乌兰察布市察右

前旗平地泉镇南村一座座

温室大棚里的草莓却生长

旺盛。

进入大棚，一股清香

扑面而来，一垄垄整齐的

绿苗上缀着鲜红的草莓，

犹如一颗颗深红油亮的玛

瑙，透出春的暖意。人们三

五成群在大棚享受着采摘

的乐趣。正是这些引人垂

涎的小草莓，为南村农民

带来了一条增产增收的好

路子。

“进到大棚里就闻到

草莓的香味，特别诱人。

孩子小，没见过这样的田

间地头，趁着假期带孩子

来采摘。”市民马睿一家

三口从集宁驱车前来采

摘新鲜草莓，看着孩子开

心的笑容，马睿觉得不虚

此行。

“快来尝尝，这草莓

饱 满 清 甜 ，口 感 好 着

呢！”大棚种植户赵宝递

给记者一个又大又红的

草莓。赵宝介绍，本地大

棚种植的草莓吃起来口

感 很 好 ，有 一 种 回 甘 的

味道。

赵宝和妻子共种植了

3 个大棚，每个大棚近 800

平方米，3个大棚种植的东

西不一样，种植草莓带来

的收益最大，采摘旺季一

天能收入 1000 元左右，除

观光采摘，他还给市区一

些水果店供货，一年2到3

茬，每个大棚每年净利润

逾三四万元。

“这是个技术活，也是

个辛苦活。天热了大棚里

要通风，天冷了要盖被保

暖。草莓生病了要给专家

拍图诊断，施的肥得是菌

肥一类的生态肥。侍弄这

些娇贵玩意儿，机器使不

上力，全凭一双手。”赵宝

的手指上尽是皴裂的口

子。

赵宝不嫌辛苦，因为

它 们 都 是 赵 宝 的“ 摇 钱

树”，“以前我也种别的，但

收益不怎么好。现在仅是

这些草莓就够我一家老小

的日常生活了。以前家里

过年也就是吃个杀猪菜，

如今我们年夜饭的餐桌上

也有海鲜大虾啦！”火红的

草莓，让赵宝的日子红火

起来。

市民陈女士是草莓园

的常客，几乎每年春节前

都要带着女儿和侄女来这

里采摘，“一斤草莓采摘价

是40元，并不便宜。但是草

莓口感好、个头大，孩子喜

欢 吃 ，我 就 愿 意 花 这 个

钱。”

近年来，南村不断推

动 农 业 提 档 升 级 ，拓 宽

农 民 致 富 增 收 渠 道 ，大

力 发 展 综 合 性 生 态 农

业 ，充 分 发 挥 现 代 化 科

技 农 业 生 产 的 观 光 效

应，提高产业附加值。以

冬 季 草 莓 为 例 ，消 费 者

不仅可以在各大超市内

买 到 本 地 种 植 的 草 莓 ，

还可以走进种植大棚亲

手 采 摘 ，体 验 冬 天 里 别

样的乐趣。

草莓冬季种植业使

农 民 冬 闲 变 冬 忙 ，察 右

前 旗 政 府 在 技 术 培 训 、

市场营销方面给予重点

支 持 ，草 莓 已 经 成 为 当

地果农增收致富的支柱

产业。仅草莓种植一项，

南村村民户均增收近万

元。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红彤彤的草莓托起红火火的日子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皇甫美鲜 实习生 张舒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