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电视系列、连续及组合报道（A25）

陆丰甲东镇前边村：七十载守望 终圆英烈寻亲梦

《海陆丰红色印记》系列报道（一）

【口播】

海陆丰地区是一块红色热土，有着优良革命传统的海陆丰人民，同样具有一脉相承的拥军爱国

情怀。从今天开始，我台将推出系列报道《海陆丰红色印记》，为观众朋友讲述海陆丰大地的红色革

命故事。1950 年 3 月 1日，陆丰甲东镇前边村的村民在该村沙滩发现了解放军烈士王吉山的遗体，

随即收殓安葬了这位烈士。70 年来，前边村村民自发修造王吉山烈士墓，义务守护烈士英灵，并想

方设法打听王吉山烈士的身份，想为这位年轻的英烈找到组织和亲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经过各

方不懈努力，不久前，村民们如愿终于找到了王吉山烈士的亲属。

【现场声】（烈士胞妹祭拜镜头）

【配音】

这位正在祭拜烈士的年过七旬的老人叫王瑞花，来自山东省莱州市，是王吉山烈士的胞妹。1945

年 9 月以来，王瑞花一家再没收到三哥王吉山的任何消息，哥哥就这样失去音讯半个多世纪。今年

10 月份，妹妹才得知哥哥王吉山南征北战、为国捐躯的确切信息。11 月 25 日上午，前边村举行了

纪念王吉山烈士牺牲 70 周年活动，迎来王吉山烈士的亲属王瑞花等人，告慰烈士在天之灵。

【同期声】王吉山烈士胞妹 王瑞花

（王吉山）一些事情是听我二姐说的，我母亲生前一直不提，因为太伤心了，我现在心里特别高

兴，见到了我三哥，感谢前边村的全体父老乡亲们。

【配音】

据介绍，1950 年 3 月 1日清晨，在前边村海澳沙滩上巡海的村民发现海水冲上来一具身穿解放

军军装的遗体，随即报知该村“同德善堂”前往收殓安葬。在整理烈士遗物时，村民从随身证件上

看到：王吉山、籍贯山东、职务连长等内容。

【同期声】王吉山纪念堂副指挥 吴合水

当时（遗体）浮上来的时候，没有帽子，（衣服）写着人民解放军，背上有个枪套，还有装地图

所用的小盒，手上一个手表，还有一个指南针，还有一本证件，后来因为这本证件浸泡了好几天，

就拿到石头去晒，晒的时候刚好被风吹走了两页，所以对王吉山烈士的（家庭）地址、部队番号一

点都不清楚，村民记得就是山东人，是个连长，是个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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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音】

70 年来，前边村村民四处打听，只为确认王吉山烈士的具体身份信息，让为国捐躯的英灵魂归

故里。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年初，借着全市革命遗址大普查的契机，前边村在外工作的人员根据当

年亲历者的回忆，通过多方找寻，终于联系上了王吉山烈士的战友徐学珍、方思传和李德瑞等人，

还原了烈士当年英勇牺牲的过程。

【同期声】

王吉山战友后代 徐广宁

我去问我爸，我说，爸，你知道当时八连连长是谁吗？我爸马上就说出来是王吉山，怎么会不

认识，（战斗时）他的船在前面翻了，当天晚上我在他后面，看到他和参谋长在一起，那风浪很大。

前边村外出工作人员 黄克辉

王吉山烈士他在翻船之前，把救生衣都让给了这个船工，这个船工才得以生还，最后才向组织

报告了这件事情。

【配音】

通过王吉山生前战友的帮助，以及山东省烟台市、莱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等有关部门的协助，

村民们终于确认了王吉山烈士的家乡是山东省莱州市城港街道马格庄村（原山东省掖县沿海区马格

庄），得知了王吉山 17 岁参加革命队伍，1945 年至 1950 年间，先后参加了著名的鞍海战役、新开

岭战役、四保临江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屡立战功。1950 年，在执行解放南澳岛的任务时，

王吉山壮烈牺牲，时年 22 岁，生前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1 军 121 师 363 团 8 连连长。

【同期声】前边村外出工作人员 黄克辉

十年前我就在关注这件事情了，我就是想寻找，我们要教育后代，要懂得感恩，感恩我们的先

辈，感恩我们的国家，感恩我们党的领导，我们先辈付出了生命，把生命都献给我们国家和人民的

解放事业，我们才有今天幸福的生活。

【配音】据了解，前边村村民怀着对革命英烈的崇敬之情，专门成立了王吉山烈士理事会，多

次集资修建烈士墓，并长期义务轮流看守。该村还在墓地东侧建造王吉山烈士纪念堂，堂内陈列着

王吉山烈士生平事迹和解放南澳岛相关历史资料，周边建有牌亭、凉阁和龙尾塔等配套设施。

【同期声】

前边村党总支部书记 村委主任 黄炯裕

我们村计划通过这次活动为契机，打造红色旅游基地，通过红色旅游基地来弘扬烈士精神，带

动村民发展。

王吉山战友后代 王强

海陆丰这边的人们，革命老区，他们对我党我军有一个非常淳朴自然的感情，前边村的村民对

解放军的热爱，对党的热爱，充分体现军民鱼水情，而且这么长时间，不是七年，而是七十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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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播】英烈不朽，守护不息，王吉山烈士这种爱国情怀将永远激励前边村村民砥砺奋进。

海丰黄羌：村民三代重情守诺 百年守护红军墓

《海陆丰红色印记》系列报道（二）

【口播】

接下来进入系列报道《海陆丰红色印记》。1927 年 8 月 1 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在

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领导下，起义军挥师南下，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1927 年 10 月 9

日，起义军叶挺部 1300 人在东江特委的引导下，到达东江特委所在地——海丰县黄羌朝面山，在这

里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升起了第一面八一军旗。1927 年 10 月 28 日，国民党反动军队 1000

多人乘红二师立足未稳向黄羌扑来，一位红军小旗手在战斗中受伤，于是部队把受伤的小红军送到

了村民宋氏家里疗伤，从此开始了一段长达一个世纪的不解之缘。

【背景音乐】展览馆外景

【现场声】

黄羌林场学校校长 余汉元

今天，我们来到富足园，举行一场特别的红色教育课，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就是，红军爷爷，您

的首长派人来了，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 1927 年的冬天。

【同期声】

汕尾市红色协会研究员 戴镜兵

1927 年的 10 月 9 日，红军就来到了朝面山，来到朝面山不久，立足未稳，驻扎在公平的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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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国民党军团一千多人就马上向黄羌围攻过来，当时我们的赤卫队跟红二师的的战斗力是不强的，

面对一千多来犯的敌人，他们没有办法跟他们正面作战，他们就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用请君入瓮，

然后把他们瓮中抓鳖，用这种战术。

【穿插小红军镜头】（注：小红军，姓李，四川人，牺牲时 18 岁）

【同期声】

汕尾市红色协会研究员 戴镜兵

这个小旗手是四川人，他拿着红旗从山上冲下来的时候给敌人打伤了，打伤之后，赤卫队员就

把他抬到富足园（宋家）这里养伤。

两三个月，伤基本上就好了，好了以后，在一次偶尔的风寒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的身体太弱了，

所以就牺牲了。牺牲以后，这个宋氏的宋水养就交代子孙一定要看好红军的坟墓，他说他（小红军）

的首长会派人过来找他的。

（插入微电影“首长会来找我的”同期声）

【同期声】

汕尾市红色协会研究员 戴镜兵

过了三十年，都没有盼到他的首长过来找他，后来他也老了，就交代他的儿子，让他一定要看

好小红军的坟墓，三十年以后，又过了三十年陈赓的儿子陈知庶将军在重走红军路的时候来到了我

们黄羌，听到这个故事以后非常感动，马上号召大家集资就（重）建这个现在大家可以看得到的小

红军墓。

【现场声】

宋家第三代守墓人 宋火生

红军叔叔，我今天看你来啦，把你的墓碑擦一下，最近家里都挺好的红军叔叔，明年清明节（我

们）全家老小再来祭拜您，看望您。

【同期声】

宋家第三代守墓人 宋火生

每年清明节都会祭拜，清明节没祭拜，就中秋节过来祭拜，一年一次的。

祭拜的时候家里再贫困也是要做足三牲来祭拜他，这些是少不了的，自己的祖宗还能少，这个

（小红军）是少不了的。这是我爷爷交到我老爸手里一直传承下来的。我老爸就要拿棍子打我，我

老爸对红军叔叔是很尊重很尊重，很爱戴的。

我（们）把红军叔叔当成我们宋家最亲最亲的亲人，亲兄弟，亲叔叔，下一代叫（他）爷爷，

还叫爷爷的爷爷，这样叫下去，传承下去。

【同期声】

汕尾市红色协会研究员 戴镜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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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军牺牲以后，宋家三代人一直守墓九十多年，所以我们叫他百年守望，就是这么来的。

其实在富足园这个地方发生了很多很多感人的故事，我们通过深入去调查，对这些村民进行采

访还有阅读资料，整理成 12 个红色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来自于民间，都是有血有肉是真实的也是非

常动人的。

传递好红色基因，最主要的就是要把这些红色故事传给下一代，传给中小学生，让更多的青少

年知道红土地的故事，特别是党跟我们群众之间的血肉之情。

【同期声】

汕尾市国有黄羌林场场长 古日昌

为了擦亮我们海陆丰革命根据地这块品牌，林场党委在 14 年以后提出着手打造黄羌林场一点一

圈红色之路，凸显第一面军旗升起的地方朝面山，捍卫了苏维埃政权的富足园，和这个中国社会主

义第一块试验田的麻竹集体农场这三张红色名片，最终形成一座“开放式的革命历史博物馆”。

【口播】

海陆丰是红色热土，革命先辈舍生忘死、艰苦奋斗的精神依然打动着一代代革命老区的人民，

宋家三代人用百年的守护，向革命先辈表达的是最崇高的敬意。

巍巍旧址忆征程：周恩来金厢脱险 红色火种永不熄

《海陆丰红色印记》系列报道（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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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播】

接下来进入系列报道《海陆丰红色印记》。海陆丰地区是革命圣地，许多革命先驱的英雄事迹会

被铭记和传承。1927 年 8 月 1 日，南昌起义爆发，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由于敌

我力量悬殊，由周恩来、叶挺等领导人带领起义军南下挺进，一路从江西来到广东，辗转来到陆丰

金厢镇。在此期间，流传出一段感人的红色故事。

【现场声】黄秀文后人 黄泽虚

这是周总理来的时候养病的地方，这个躺在床上的就是周恩来总理，这位就是聂荣臻还有叶挺，

这位就是我爷爷黄秀文，正在拿药给周总理喝。

【配音】

这里是金厢镇黄厝寮村黄秀文家，周恩来活动居址处。修缮后的瓦屋内，陈列柜展品斑驳陈旧，

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以前的故事：当时周恩来身患重病，行动十分不便，为躲避国民党军队的搜捕，

在时任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的陪同下，按照当地党组织的秘密安排，周恩来住进了时任南塘区委书

记黄秀文家中，由黄秀文及其家人悉心照料周恩来。

【同期声】

黄秀文后人 黄泽虚

（周恩来）来的时候，家庭环境不是那么好，当时去买了一条带鱼，照顾了周总理，当时老家

的房子就只有一张床，就是我爷爷跟我奶奶的床，周总理来的时候，没有地方可以睡，然后就把这

张床让给周总理，他们就自己打地铺睡在地上。

金厢红色讲解员 莫金莲

在那时候金厢镇地理位置非常特殊，背山面海，非常偏僻的位置，适合隐藏也适合转移，所以

当时周恩来总理在叶挺、聂荣臻，还有杨石魂的护送下从南塘转移到了金厢镇黄厝寮村，在这里修

养了十几天的时间。

【配音】

在彭湃的领导下，甲子、湖东、南塘、金厢等地下党都参与了救援大行动，黄依侬在其中也发

挥了重要作用，在周恩来养病期间，为了不被国民党反动势力追查，地下党员们想出了不少办法，

并一直守护周恩来的安全。

【同期声】

黄依侬后人 黄福状

黄依侬这一帮农会的，做了外围保护，帮忙放哨等。

金厢红色讲解员 莫金莲

（周恩来）在这边休息养病期间，除了要保障领导人不被敌人发现，用这种转移的方式来做一

个掩护的作用，由于当时周恩来的病情实在太严重了，不方便行走，所以当时就是由其他的同志，

用框把他装起来，抬到虎洞去隐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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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音】

经过精心、秘密的治疗，周恩来的病情逐步好转，转往香港的计划提上了日程。1927 年 10 月

23 日，周恩来、叶挺等一行在黄秀文、黄依侬的陪同下从黄厝寮村的坎坷小土路向洲渚村海边出发，

走了四里路，终于到达洲渚村海滩处，周恩来、叶挺、聂荣臻在这里登上小船，与风浪搏斗，辗转

颠簸，终于到达香港，踏上新的革命征途。

【同期声】黄依侬后人 黄福状

听说那天晚上，派两个人在金厢放哨，两个人在观音岭，在这两个站，中间再由这帮人带领周

恩来到洲渚村海滩下海，那天晚上下雨，天气非常冷，也不敢开火。

【配音】

事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追查周恩来一行下落，闻风查到黄厝寮村时扑了个空，就迁怒于小渔

村，包围并放火烧了黄厝寮村。

【同期声】洲渚村党委书记 村委主任 黄楚强

当时这些地下党保护周恩来顺利的过香港也是牺牲了很多，没有名字的烈士就不知数，有名的

烈士是 28 名，烧掉的房子有六、七十间。

【配音】

为了纪念周恩来在陆丰金厢渡海的这段历史，1992 年，洲渚村在海边建造了周恩来同志渡海处

纪念碑，如今，丰碑矗立，涛声依旧，革命先驱踏在海陆丰大地的足音永远会被铭记， 永远激励着

后人。

【同期声】

黄依侬后人 黄福状

我们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感到自豪。

洲渚村党委书记 村委主任 黄楚强

我们要把中国这段红色革命的历史事迹、英雄事迹代代相传下去。

下埔村驻村第一书记 廖淑新

这种对革命忠诚的精神力量让我很感动，当代社会是一个和平的年代，日子过得很幸福，我们

怎样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能够把这个红色故事讲好，把乡村振兴的工作做好，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继

承，当时海陆丰人民的革命精神 （我们）要投身到新时代中华民族复兴的事业中去。

【口播】

听了这段红色故事，阿东十分感动。希望我们的革命精神能在海陆丰大地上更好地传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