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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湖南省永州市祁阳县三口塘镇出发， 沿着以革命烈士雷晋
乾的名字命名的“晋乾路”往前走，便可见到位于坝塘村八房院的
雷晋乾墓地。每到清明时节，当地的石湖小学师生都会前往烈士墓
地举行扫墓活动。 一代英烈的革命事迹，在家乡广为流传，激励后
人不断奋进。

雷晋乾（１８９８－１９２７），字伯第，号醒顽，１８９８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出
生于祁阳南区（现三口塘镇）栗林坝塘村。中共早期党员，中共祁阳
县特别支部创始人。

１９１４ 年， 雷晋乾进祁阳塔边高小学习，１９１８ 年以优异成绩考
入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 １９１９ 年，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与进
步同学蒋先云、黄静源一起积极投身湘南反帝爱国运动，参与组织
了“马氏（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衡阳文化书社。

１９２１ 年 ３ 月， 雷晋乾会同 １８ 位同学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成
立进步学生组织“心社”，研究马克思学说。 不久“心社”发展到 ３０
人，并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全部转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

１９２２ 冬，雷晋乾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３ 年，受党组织派遣，雷
晋乾赴安源、水口山等地开展工人运动。 同年秋，被中共湘区委员
会派往衡山县白果 ， 策划筹建了中共在湖南的第一个农会组
织———岳北农工会。 １１ 月，农工会遭到军阀赵恒惕镇压，雷晋乾被
捕入狱。经党组织多方营救，于 １９２４ 年 ２ 月出狱。后担任衡阳青年
团地委书记，着手恢复“湘南学联”的工作。

１９２５ 年秋，雷晋乾和毛泽民、夏明震一起由中共湘区委员会
介绍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其间，他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
党。年底，被中共湖南区委和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任命为农民运动特
派员派回祁阳，发展党的组织，领导农民运动。

１９２６ 年 １ 月，中共祁阳特别支部在县立一高成立，雷晋乾任
支部书记。 同年 ８ 月，当选为国民党祁阳县党部农工委员。 １０ 月，
当选为祁阳县农协委员长。 １２ 月，雷晋乾在长沙参加湖南省第一
次工农代表大会，并向大会报告祁阳农民运动的情况。

１９２７ 年 １ 月，雷晋乾任县农民自卫军总队总队长；同时，又组
织成立了祁阳县惩治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
土豪劣绅。 在雷晋乾等共产党人的推动下，祁阳县农民运动蓬勃
发展。

１９２７ 年 ５ 月 ２１ 日，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大
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２８ 日，因叛徒出卖，雷晋乾不幸被
捕。 面对敌人的威逼恫吓，他大义凛然、斩钉截铁地说：“革命者从
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将自己的整个生命交给了革命事业，何惧
赴难。 我虽一死，革命后继有人。 倒是你们，今天当了刽子手，成为
人民的败类，将会蒙羞万代，遗臭万年，那才是生不如死呢！ ”６ 月 ９
日，雷晋乾英勇就义，时年 ２９ 岁。

雷晋乾为民族独立与解放奉献了自己短暂的一生。１９５１ 年 １０
月，原省农民运动特派员、中共祁阳特别支部第二任书记王首道为
悼念大革命时期祁阳被害战友，在挽词中写道：雷晋乾、蒋毓华等
同志是 １９２５ 年至 １９２７ 年大革命运动中祁阳人民爱戴的革命英
雄， 他们尽忠人民解放事业的光辉业绩与坚持革命真理临死不屈
的牺牲精神，永垂不朽！

为纪念雷晋乾烈士， 祁阳县将雷晋乾故居和墓地确定为县级
文物保护单位，在县城龙山公园修建烈士纪念碑亭，将通往烈士故
居的公路定名为“晋乾路”。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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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清明节、 国家公祭日， 武汉市黄陂区广大党政干
部、师生都会到黄陂区六指街甘棠铺社区潘家堰湾，为黄麻起
义总指挥潘忠汝扫墓。 位于甘棠铺社区办公楼二楼的陈列室
自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开馆以来，共接待了 ５ 万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
观众。

武汉市黄陂区六指街原文化站站长王新元参与了筹备陈

列室的全过程。 他介绍说，占地 １２０ 多平方米的展室是甘棠铺
社区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图文并茂
的形式展示了潘忠汝烈士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展品里既有潘
忠汝生前在黄埔军校读过的书、一些合影，也有烈士后人珍藏
的遗物。 其中有一块银元是潘忠汝毅然投身革命后唯一留给
家人的东西。

潘忠汝，１９０６ 年生，湖北黄陂人。 自幼喜习武术。 １９２４ 年
考入由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昌创办的武汉中学，开始接触马
克思主义，并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

１９２６ 年，潘忠汝进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同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７ 年被派到湖北黄安（今红安）任县公安局
军事教练，从事秘密革命活动。 大革命失败后，他带领公安局
部分人员和枪支加入黄安县农民自卫军，任大队长，率部活动
于七里坪、紫云、乘马等地，与地主民团和反动红枪会作斗争。

１９２７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潘忠汝与吴光浩、戴克敏等领导黄麻
起义，率领农民武装攻占黄安县城。 １４ 日晨攻克黄安县城，全
歼守城正规军及警备队，活捉国民党县长郭守忠等。 随后，黄
安工农民主政府成立，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组编了中国工农
革命军鄂东军，潘忠汝担任总指挥兼第一路军司令。 他在检阅
时发表演说：“我们不仅要打下一个黄安城， 我们还要打遍大
别山，打遍全中国，打出我们的大路，打出我们的江山。 ”

１９２７ 年 １２ 月 ５ 日，国民党军一个师夜袭黄安，潘忠汝率
城里的第一路军抵抗，由于敌众我寡，我军决定突围。 潘忠汝
让副总指挥吴光浩带领部队突围，自己则带领少部分人断后。
面对不肯离去的战友， 潘忠汝严厉地说：“这是命令， 不许再
争，赶快撤！ ”

潘忠汝左手握着盒子炮，右手挥舞大刀，带领战士猛打猛
冲。 为了保存这支新诞生的革命武装，他前后六次进出城门，
掩护战友突围。 当他第七次护送战友往外冲时， 不幸腹部中
弹，鲜血直流，一截肠子都冒出来。 潘忠汝强忍剧痛，一手按住
冒出来的肠子， 一手挥刀砍杀敌人。 他边冲杀边高呼：“同志
们，为了革命的胜利，狠狠地打呀！ ”最终，因流血过多，壮烈牺
牲，年仅 ２３ 岁。

潘忠汝曾在一首自勉诗中写道：“尧天舜日事经过， 世态
崎岖要整磨。 不肯昏庸同草木，愿输血汗改山河。 ”这片山河，
也一直记得潘忠汝的忠贞血汗。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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