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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州、玉林、贵港、海口、防城港、来宾

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          西江日报记者  梁小明  摄

肇庆红十景  激励后来人

百年历史，余音回荡；红色基因，血脉传承。
为整合红色资源，发挥红色文化资政育人、鼓舞精神、凝聚力量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提高肇庆市

红色旅游知名度和美誉度，由肇庆市委党史研究室、肇庆市文广旅体局主办，肇庆市委组织部、肇庆
市委宣传部协办的“肇庆红十景”评选活动自今年1月1日启动。经推荐申报、集中评选，近日，“肇庆红
十景”初选结果出炉，分别为铁军摇篮、西江彭湃、决胜边区、领村枪声、宿安群星、救亡旗手、农运先
驱、沙浦农运、德庆薪火、三战渔涝。

这10个红色景点，通过串珠成链，系统整合相关红色旅游资源，打造红色旅游精品路线，将展现
肇庆深厚红色文化，成为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动课堂。	 							西江日报记者 赖小琴

三战渔涝  1948年8
月，中共绥江地委和粤
桂湘边区人民解放军
绥贺支队组织7个武
工队向南部发展；12
月，封川特派队进入
七星山区，向封川、
开 建 发 展，建 立黄岗
山 区 游 击 根 据 地 。此
后，封川特派队以冲里村
作为常驻地，取得三战渔涝
（1949年3月至7月）的胜利。

1949年2月，中共绥江地委和粤桂湘边区
人民解放军绥贺支队从德庆县黄石降村转移到开建县扶学
村的古湖世居，绥贺支队领导和指挥封川、开建县人民对
国民党当局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为封川、开建县的解放事
业作出巨大贡献。

★该景点包括封川特派队指挥部旧址、渔涝红色广场、
三战渔涝雕塑、绥贺支队司令部旧址古湖世居分景点。

图为“三战渔涝”雕像（资料图）

铁军摇篮  1925年11月21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在当时的高要县肇庆镇阅江楼成
立（次年1月改称第四军独立团），因团长是叶挺，史称

叶挺独立团。她是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正规
革命武装。

1925年11月至1926年5月驻肇期间，叶挺独立团进行
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形成“铁”的作风，为锻铸“铁

军”精神奠定了坚实基础。1926年5月，叶挺独立团奉命担任北伐
先遣队，屡破强敌，功勋卓著，赢得了“铁军”称号。肇庆是叶挺独立
团最初成长之地，故将景点命名为“铁军摇篮”。

★该景点包括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阅江楼、叶挺独立团第二营驻
地旧址高要学宫、肇庆政治研究会旧址丽谯楼、叶挺独立团练兵场狮岗
遗址炮台等分景点。

肇庆阅江楼。     西江日报记者 赖小琴 摄

西江彭湃  周其鉴是中共广东支部首批党员之一，也是肇
庆第一位中共党员。1924年10月，周其鉴主持成立西江地区第
一个县级农民协会——广宁县农民协会，与地主土豪开展二五
减租和武装斗争。

经周其鉴不懈努力，至1926年5月，西江地区参加农民协
会的有11万人，在广东6个区域中排名第二（海陆丰地区名列第
一）。

同月，周其鉴被毛泽东聘为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教
员，主讲《广宁高要曲江农民运动状况》，编写
的《广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被毛泽东辑进

《农民运动丛书》（卷三），被称为该书“最
精粹部分，它给了我们做运动的方法”。周

其鉴、阮啸仙、彭湃、黄学增被称为大革
命时期广东农民运动“四大领袖”，周
其鉴则被誉为彭湃式的农民运动领导
人。

★该景点包括周其鉴故居、周其鉴
纪念馆、广宁农民协会旧址、江美红色村

等分景点。
图为广宁江美村。 

西江日报记者 赖小琴 摄

决胜边区  1949年7月23日，中国人民
解放军粤桂湘边纵队成立，由原广东人

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西挺大队与广
宁、四会人民抗日义勇队发展而成，
是解放战争时期活跃在华南地区的7
支游击纵队之一。

该纵队转战于广东西江以北、
广西桂林以东、湖南桂阳以南和粤汉

铁路以西40多个县域，进行较大战斗
799次，毙伤敌3920人，俘敌11750人，

接受起义投诚1700多人，创建了西江、粤
北、桂北、桂东和湘南游击区，实现了“扬帜

五岭，饮马西江”的战略目标，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
出了重大贡献。

★该景点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湘边纵队纪念
馆、广宁烈士陵园、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湘边纵队司令
部旧址谢氏宗祠等分景点。

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湘边纵队司令部旧址（资
料图）

领村枪声  领村位于
肇庆市高要区乐城镇西北

部。
1926年1月，当地地主豪

绅勾结德庆县、广宁县地主豪
绅，组成三县武装联团，集结数千名匪徒围攻领村，农民自卫
军和农会会员奋起抵抗。由于敌众我寡，发生了震动广东、影
响全国的“领村事件”（又称“高要惨案”）。

在广东省农民协会提议下，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在高要县
城成立高要惨案绥缉委员会，由独立团团长叶挺任主席，全
权处理“领村事件”。3月5日，独立团打败围攻绥委会和独立
团的反动地主武装；8日，叶挺率第二、第三营和农军直捣地
主民团大本营罗建村，彻底摧毁反动地主武装。“领村事件”
的解决，沉重打击了反动气焰，使高要乃至西江地区的农民
运动迅速形成高潮。

★该景点包括领村革命烈士纪念碑、高要第二区农民自卫
军总部旧址伍家祠、叶挺独立团指挥部旧址博轩祠等分景点。

图为叶挺独立团处理“领村惨案”驻扎地。
西江日报记者  梁小明  摄

宿安群星  肇庆市怀集县永固镇宿安村是革命老区村，2017年入选
广东省首批“红色村”党建示范工程。

解放战争时期，受尽反动地主、恶霸盘剥的宿安村民奋起反抗，先
后有19人参加粤桂湘边区人民解放军，走上革命
道路。

该村共有6个人为革命献生，其中植
启芬、陈如杰、植启英获评革命烈士，同
赴刑场的植启芬与其革命情侣邓偶娟，
留下了怀集乃至肇庆市极富特色的红
色革命故事。

★该景点包括永固宿安革命陈列
馆、宿安革命烈士公园、植启芬故居、陈
如杰故居等分景点。

图为怀集县永固镇宿安革命陈列馆。
                西江日报记者  梁小明  摄

救亡旗手  钱兴是肇庆市怀集县诗洞镇安华村人。1935
年7月，在中山大学就读的钱兴参加中共外围组织——中国青
年同盟（后改称中国青年抗日同盟），任临时小组组长。1935年
“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后，从12月10日至次年1月中旬，
钱兴4次组织并参加抗日救亡示威游行，是广州地区抗日救亡
运动中杰出的学生领袖之一，被誉为“救亡旗手”。

1936年8月，钱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厦门市工委
书记、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中共粤桂湘边工
委副书记兼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湘边部
队副政委等。1948年11月，钱兴在怀集
县坳仔区仕儒村山林突围战斗中牺
牲，是西江党史上在战斗中牺牲的
最高职务的中共党员。

★该景点包括钱兴故居、钱兴
纪念学校、钱兴烈士纪念碑分景点。

图为钱兴故居。  
 西江日报记者  梁小明  摄

农运先驱  陈伯忠是广宁县江头乡
上寨（今属肇庆四会市黄田镇）人。
1924年8月，陈伯忠以国民党中央农
民部特派员身份回广宁开展农民运
动，是西江地区早期农民运动的组织
者之一。

当年10月，陈伯忠当选为广宁县
农民协会副委员长兼广宁县农民自卫

军军长，成为中国最早的农民协会武装
队伍领导人。广宁农军在全盛时期有1万余

人，其中常备队人数500余人。
同年底至次年初，在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共广宁地

方组织领导下，在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铁甲车队支
援下，陈伯忠率领广宁农军武装反抗地主劣绅及其反动
民团，三战三捷，为第一次在全国获得全县性减租的胜
利奠定基础。

★该景点包括陈伯忠故居、陈伯忠烈士墓、江头乡农
会旧址朝谷陈公祠分景点。

江头乡农会旧址（资料图）

沙浦农运  大革命时期，肇庆市鼎湖区沙浦镇
（时属高要县第六区沙埔乡）是高要县除第
二区端源乡外开展农民运动较为成功的
地区。

在农会领导下，各乡农军 和农
民多次攻打地主、民团和高要县第
六区区署等，迫使地主与农民签订
“实行四六租，取消苛捐杂税和虐
待农民的行为，农军行动不准民团
干涉”的三项条约，农民运动取得
初步胜利。

1927年12月，国民党高要县当局
勾结地主和民团对沙浦、桃溪的农会和
农军进行重点围剿，屠杀农会主席陈进等
54人，沙浦农民运动失败。

★该景点包括沙浦革命烈士纪念碑广场、沙浦农民
协会旧址等分景点。

图为沙浦革命烈士纪念碑广场。   
西江日报记者 梁小明 摄

德庆薪火  位于肇庆市德庆县马圩镇
的斌山中学曾是中共德庆地下党小组驻
地旧址，德庆革命的星星之火从这里
燃起。

1944年秋，斌山中学正式招生
开办初中。1946年2月，斌山中学党
小组成立，在校园内对学生进行思想
教育，进行统战工作，秘密开展情报
接送。至1949年10月德庆县解放，斌山
中学历任校长均为中共地下党安排的进
步人士或地下党员，先后有18名师生走上
革命道路。

斌山中学也是德庆“二·二八”武装起义指挥
部。1948年2月28日，中共德庆地方组织在粤桂湘边区人民解放
军援助下，发动武装起义攻下旺埠、高良、罗阳3个国民党地方民
团据点，开仓济贫，震撼了整个西江流域。

★该景点包括中共德庆地下党小组驻地旧址斌山中学和德庆
“二·二八”武装起义战斗旧址光裕堂分景点。

图为德庆“二·二八”武装起义战斗旧址光裕堂吸引市民群众参
观学习。     西江日报记者  梁小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