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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岁时，你在做什

么？”

带领参观群众行至纪

念馆展厅内的一处人物雕

像前，江西省赣州市兴国

革命烈士纪念馆副馆长黄

红常会问大家这样一个问

题。

“21 岁，我还在读书”

“21 岁 ，我 刚 步 入 社

会”……

“在很多人看来，21

岁还是一个懵懂的年纪，

但在革命战争年代，却有

这样一个人，21 岁的他已

经毅然选择了为革命献出

生命。”黄红看向雕像说

道 ：“ 他 的 名 字 ，叫 江 善

忠。”

“1934年冬，他牺牲时

这句‘死到阴间不反水，保

护共产党万万年’的青春

誓词，却体现了真正的共

产党人的崇高信仰和坚贞

不屈的英雄气概。”黄红坚

定地说。

1929 年初，毛泽东把

井冈山的革命烽火燃向

兴国在内的赣南闽西大

地。同年，16 岁的江善忠

即 加 入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

由 于 他 斗 争 坚 决 勇 敢 ，

又 念 过 书 ，深 受 大 家 拥

戴 ，很 快 就 成 为 一 名 党

的 干 部 ，历 任 中 共 合 富

乡 苏 维 埃 政 府 主 席 、上

社区苏维埃政府裁判部

部 长 、兴 国 县 苏 维 埃 政

府 裁 判 部 部 长 、江 西 省

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部长

等 职 ，大 家 亲 切 地 称 呼

他“小江部长”。

虽是一名年轻干部，

但江善忠对裁判部的除奸

肃反工作有着极高的保密

性要求。

“他要求，不该知道

的事情不问，不该看的文

件不看，不该打听的消息

不打听。必须做到守口如

瓶不泄密，管好文件不泄

密，保守党的机密甚至超

过爱惜自己的生命。”兴

国县委党史办副主任丁

志 操 说 ，江 善 忠 对 党 忠

诚，立场坚定，为维护苏

维埃法律的尊严和苏区

的革命秩序作出了重要

贡献。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

“围剿”斗争失败后，为保

存革命力量，红军主力被

迫长征。

长征前夕，中共中央

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考

虑到江善忠是土生土长的

群众领袖，享有很高的威

信，决定将他留在中央苏

区，领导苏区群众坚持游

击战争。

遵照上级指示，江善

忠对裁判部机关进行改

编，将年轻力壮的工作人

员编入游击队，与“围剿”

苏区的敌人展开游击战

争。

为鼓舞战友斗志，江

善忠编唱过这样一段诗

句：“草丛石岩当住房，为

了革命自带粮。一切困难

都 不 怕 ，坚 决 消 灭 国 民

党。”敌人对江善忠恨之入

骨，贴出告示悬赏 5000 块

大洋收买他的人头。

1934 年 12 月，兴国苏

区全部沦陷。江善忠奉命

安置红军留下的一批伤

员。他潜回家乡长冈乡后，

组织了一支 10 余人的游

击队，将 20 多名伤员转移

到距兴国县城 10 余公里

的灵山猴哥寨隐蔽和治

疗。

然而危机悄然来临。

敌人最终还是得知消息，

突然向灵山“进剿”。为掩

护伤员，江善忠独自把敌

人引向了地形险要的芒槌

石山峰上。

芒槌石，三面绝壁的

孤峰，虽然易守难攻，却无

法脱身。

最终，子弹已尽，石块

亦绝，敌人猖狂喊话，要江

善忠反水投降。

冬日，寒风凛冽。在那

座峭拔的石峰上，江善忠

昂首挺立在峰顶，而在石

峰下，正是一群端着长枪

的敌人。在被敌人包围后，

他用鲜血在衬衫上写下

“死到阴间不反水，保护共

产党万万年”的誓词，纵身

一跃……

当时的江善忠，年仅

21岁。

“爷爷出生没多久，太

爷爷就已经去世。流传下

来的只有他的英雄事迹，

并没有留下更多的音容笑

貌。”31岁的合富村村民江

华说，自他有记忆起，家里

长辈就经常会讲起太爷爷

江善忠的故事。

2019 年，原本一直在

兴国县城开店的江华，选

择返乡成为合富村的一名

村干部。

记者见到江华时，他

正忙着给村里制衣厂的工

人介绍森林防火知识。

江华说，成为村干部

后，他才逐渐走进太爷爷

的“内心”。“身为党的基层

干部，就要学会服务群众，

用行动带着大家一块干。

前两年我也申请入党了，

如今已经是一名入党积极

分子。”

芒槌石，高高伫立于

青山绿水间，山上的树林

郁郁葱葱。而它的所在地，

正是江善忠烈士的家乡

——长冈乡合富村。

“我们村名为合富，就

是寓意我们要团结起来共

同富裕，村里的发展也得

‘万万年’。”合富村党支部

书记危立新说，合富村曾

是江西省“十二五”省级扶

持贫困村，群众致富能力

不强，村容村貌较差。近年

来，在一系列产业政策扶

持下，当地通过大力发展

大棚蔬菜、生猪养殖等产

业，2020 年 4 月全村顺利

脱贫。

目前，合富村已有大

棚蔬菜 100 余亩，养猪规

模达 50 头以上的养殖户

近 100 户。近期，兴国县百

里红山旅游区（南部景区）

项目成功签约，合富村范

围的芒槌石、仙桃峰、冰心

洞等多个景点被纳入，村

民 们 也 即 将 吃 上“ 旅 游

饭”。

漫步在合富村的村道

上，村中心的楼房错落有

致，道路另一侧的蔬菜大

棚不时出现村民忙碌的身

影。

危立新指着楼房说：

“这是 2012 年结合农村危

旧土坯房改造和深山移

民扶贫搬迁政策，规划建

设的合富新村，医疗所、

幼儿园、养老服务中心等

一应俱全，长冈乡范围内

的 172 户 村 民 都 住 在 这

里。”

走进村委会，江善忠

烈士的照片与英雄事迹整

齐地挂在办事大厅墙上，

常引村民驻足。在合富村，

青春的铮铮誓词正通过一

代又一代人的“合富”梦

想，走进现实。

（据新华社报道）

“爸，我一定会好好

生 活 ，一 定 会 照 顾 好 妈

妈，孝敬爷爷奶奶，做一

个像你一样热爱生活的

人。”11 年前的冬天，在成

都市大邑县西岭雪山脚

下的金土坡公墓，谭琳玲

在父亲谭东墓碑前做出

承诺。

谭东，男，1963 年出

生，1986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生前系四川省成都市

大邑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西

岭执勤组组长。

1999 年，谭东脱下军

装，穿上警服，成为一名

普通民警。他忠诚人民公

安事业，扎根基层，长年

战斗在海拔 3000 米以上、

条 件 艰 苦 的 高 寒 地 区 。

2004 年，谭东轮岗到西岭

执勤组。西岭执勤组辖区

包括 60 多公里的崎岖山

路 ，10 多 公 里 的 乡 村 道

路，人流量大、路况复杂，

他始终发扬部队的优良

传统和作风，爱岗敬业，

勤奋工作。

2008年12月29日晚，

谭东接警出勤，在落水群

众生命危在旦夕的关键

时刻，纵身跳进冰冷刺骨

的河水中，经过 10 多分钟

的努力救起了落水者。第

二 天 ，他 患 上 严 重 的 感

冒，考虑到人手太少，又

临 近 元 旦 ，执 勤 任 务 繁

重，他没有请假休息。2009

年 1 月 5 日晚，谭东昏倒

在工作岗位上，经抢救无

效不幸去世。

追悼会那天，数百名

群众自发赶来悼念这位人

民的好警察。公安战线的

领导同事来了，当兵时的

战友来了，遂宁老家的同

学乡亲来了，受他资助过

的群众来了，被他从死亡

边缘救起的车祸伤者来

了，被他处罚过的违章司

机也来了……

“冰封雪冻禁不住，唯

有热血暖人间”“军警生涯

赢 口 碑 ，孝 子 慈 父 好 丈

夫”……一个个花圈，一副

副挽联，寄托着人们的哀

思，讲述着英雄的故事。司

机祝林不会忘记，2008 年

12月29日，他驾驶着小轿

车从桥头翻进河滩，黑暗

中又失足落入冰冷刺骨的

引水暗渠。“我们不能让他

死去！”冬雨淅沥，是谭东

脱下外套，将救生绳绑在

自己腰间，纵身跳入湍急

的冰水中，拼命把冻僵的

他救了出来。

大邑县村民伍泽述不

会忘记，2005年3月20日，

他驾驶着摩托车在景区道

路上与一辆货车相撞，生

命垂危。是谭东第一时间

赶到现场，嘴对嘴地将他

口中的污血污物清除，并

及时对他实施心肺复苏

术，为医生挽救他的生命

赢得了时间。

谭东牺牲后被公安部

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

英雄模范”称号，被四川省

委追授为“优秀共产党员”

称号，成都市公安局在全

市公安机关发出向谭东学

习深入开展“大走访”爱民

实践活动的号召。

谭琳玲大学毕业后，

选择了和父亲一样的道

路，穿上了藏蓝色的警服。

“父亲牺牲后，我逐渐理解

了这个平凡而崇高的职业

所承载的意义——危难之

时需挺身而出，生死关头

要临危不惧。这条路是要

用一腔忠诚与热血，换来

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社

会的和谐稳定，我会继承

父亲的未竟事业，这条路

值得我用一生去走。”谭琳

玲说。 （据新华社报道）

图为兴国革命烈士纪念馆展示厅内，

江善忠烈士跳崖时的雕像。

要闻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谭东：用生命把忠诚写在雪山之巅

青春的铮铮誓词
——追忆21岁跳崖殉志的“小江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