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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韶山红杜鹃

采访组一行12人来到毛泽东铜像广场进献

花篮，走近毛主席铜像，我心中肃然起敬。

80多年前，韶山特别支部及其领导下的一大

批仁人志士为革命赴汤蹈火，前赴后继，先后有

83位英烈倒在革命的征途上。韶山共产党人以壮

烈情怀，书写了一部风云激荡的战斗史、一曲荡

气回肠的正气歌。

四周是满目的红杜鹃，我脑海中浮现《我爱

韶山的红杜鹃》的诗篇，韶山的杜鹃像烈火，“星

星之火，可以燎原”。从山村最早的夜校灯光，到

秋收起义的烈火， 革命斗争的烈火映红了长江，

红彤彤的新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是对

战争年代以韶山党支部为核心凝成的韶山精神

的高度概括。如今“韶山精神”已有了新的诠释。

从李根特、韶山村村支书毛雨时和大学生村官朱

乐身上，我看到了韶山人的热情、善良和执著，也

感受到了开拓进取、敢为人先的韶山精神。

红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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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花儿开遍三湘大地的季节，韶山的红

杜鹃正怒放。“红色追寻”的记者踏上韶山这片

热土， 探寻我党历史上最早的农村党支部，穿

梭在80多年的时光里， 感悟今昔一脉相承的

“韶山精神”。

侄儿追忆“韶山五杰”

采访车停在韶山时，一位86岁的老人拄着

拐杖站在家门口出现。

这位老人是“韶山五杰”之一李耿侯的侄

子，叫李根特。李耿侯牺牲时，他只有2岁多。

1925年2月，毛泽东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

读过10年书的李耿侯利用任教的有利条件，积

极参加组织农民运动，成为农运组织领导者之

一。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韶山

总支委员、 中共湘潭韶山特别区委组织委员、

湘潭韶山特别区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和农民自

卫军负责人等职务。

1927年“马日事变”后，韶山党组织遭到严

重破坏。李耿侯奉命去长宁水口山参加工人武

装起义，并随队伍上井冈山参加红军，转战湘

赣边界。1928年， 在井冈山一次战斗中光荣牺

牲，时年39岁。

虽然对伯伯没有什么印象，但李耿侯仍然

是李根特的骄傲。他把李耿侯和自己父亲李贡

侯的照片高高挂在客厅墙壁上。“如今我们的

生活好了，我们要感谢伯伯、父亲这样的英雄

流血流汗，为我们打下了江山。”李根特的父亲

李贡侯也是一名烈士，1928年9月随红军大队

由桂东返宁冈时，在崇义牺牲。

“韶山五杰”除李耿侯外，还有毛福轩、钟

志申、庞叔侃、毛新梅。他们组织领导韶山特别

支部走向成熟，被捕后慷慨就义。

“无论多富，韶山精神不能丢”

韶山村党总支的前身，便是中共韶山特别

支部。毛雨时是第24任书记，至今，他已当了12

年的村主任、15年的书记。“无论生活怎样富

裕，韶山精神不能丢。”毛雨时说。

2009年到韶山村任职的大学生村官朱乐，

对韶山精神有两层感悟： 一是奋斗的精神。韶

山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代表和缩影，勤奋是韶山

人民的烙印；二是奉献的精神。韶山人民朴实

中蕴含着博大的奉献精神，毛主席和韶山诸多

英雄烈士就是这种精神杰出的代表。2009年，

朱乐分配到韶山村，担任村总支书助理兼团总

支书记职务。

现在韶山村人均收入11800元， 平均存款

每户达2万元，全村有45辆小轿车，90%以上的

农户建了小洋楼。韶山村农村合作医疗个人负

担部分全部由村集体负责，符合低保条件的全

部纳入低保对象，60岁以上的村民每人每年享

有300到500元不等的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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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韶山特别支部是毛泽东1925年回到韶山亲手创建的， 是我党历史上最早成立的农村党支部

之一。该支部是在农民夜校、雪耻会等机构领导农民运动的基础上，经过较长时期的培养与发现的精

英骨干组成的，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农村党支部。

1925年6月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在自家阁楼上主持了毛新梅、李耿侯、钟志申、庞叔侃等人的入党

仪式。随后毛泽东宣布成立中共韶山特别支部，委派毛福轩为党支部书记。为了适应秘密工作的要求，

毛泽东决定以“庞德甫”为党支部的代号，直接隶属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

中共韶山特别支部建立后，广泛发展党的组织，到1925年底，建立起7个党支部，党员发展到110多

人。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以毛福轩为书记的中共湘潭西二区（韶山）总支委员会。这个支部的最早成员

毛福轩等5位党员，先后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被后人誉为“韶山五杰”。

特别党支部代号“庞德甫”

最早农村党支部走出“韶山五杰”

1925年农历正月十四， 毛泽

东从上海回到了离别多年的故

乡———韶山。 走在泥泞的小道上，

身后跟着怀抱次子岸青的杨开慧

和三岁的长子毛岸英。

这位韶山的儿子此次回韶山，

不是来走亲访友，而是要在韶山这

块土地上点燃农民革命的烈火，

使韶山的乡亲们在烈火中获得新

生。

李根特老人告诉我们，在韶山

乡韶北村废弃的李家祠堂院落里，

两棵桂花树见证了毛主席和杨开

慧伟大的爱情和携手在韶山传播

革命火种的过程，也见证了毛泽东

亲手创建中共韶山特别支部的传

奇经历。

在韶北村村支书庞立民引路

下，我们来到了这个见证爱情的院

落。庞立民指着院里的两棵桂花树

说：“这是毛泽东和杨开慧在1925

年3月回到韶山后共同种下的。当

年， 他们就在祠堂里开办农民夜

校，教导农民读书写字，传承革命

理想。”

当年的两棵小树苗，如今已成

大树。 两棵树的树根距离丈余远，

两个树干朝着彼此向上生长。茂密

的枝叶空中相连， 彷佛相拥低语。

远远望去，树冠的连接处，画出一

颗心状。精心聆听，仿佛传出心跳

的节奏。

“两年前， 有个外地商人想出

40万买下这两棵树。我们不卖！”庞

立民说，这两棵桂花树，不仅见证

了一段美丽爱情，如今更成为韶山

人民的精神地标， 是无价之宝。庞

立民还告诉我们， 不久的将来，这

里将被建设成为一个红色影视拍

摄基地，用另外一种方式，将韶山

精神更好地代代相传。

■本版撰稿 记者 胡抒雯

▲

韶山村党总支书

记毛雨时接受采访组采

访。

▲

在“韶山五杰”之一

李耿侯的侄子李根特住

所， 许多老照片高挂在客

厅的墙上。

韶山，毛泽东铜像广场。每天都有数千名游客来此参观、献花。 本组图片均由记者 李丹 摄

86岁“爱情树”

是毛泽东杨开慧合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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