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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的西北方向，有一幢始建
于清代咸丰年间的旧宅。该旧宅与孙中山故居直线距离不到
百米，门口墙上嵌有白色大理石，上刻“杨殷故居”。

杨殷是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党的早期军事工作的重
要领导者，我党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他为中
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建立了卓越功勋，作出了
重要贡献。

杨殷，１８９２ 年 ８ 月生， 广东中山人，１９１１ 年加入孙中山
领导的同盟会。 １９２２ 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被派往苏
联参观、学习。 １９２３ 年回国后在广东从事工人运动。 １９２５ 年
３ 月起，任全国铁路总工会广州办事处顾问。 上海“五卅”惨
案发生后，参与组织和领导省港工人大罢工。

１９２７ 年党的八七会议后，杨殷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工
委书记、南方局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同年 １２ 月，参
与领导广州起义，负责总指挥部参谋团的工作，任广州苏维
埃政府肃反人民委员。 张太雷牺牲后，他被任命为广州苏维
埃政府代主席。

１９２８ 年 ７ 月， 杨殷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候补常委， 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
１９２８ 年 １１ 月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１９２９ 年 １ 月
起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主任兼
中共江苏省委军事部长。

１９２９ 年 ８ 月 ２４ 日，由于叛徒告密，杨殷与彭湃等同志
在上海被捕。敌人对他们软硬兼施，企图迫使他们屈服，从中
得到党的核心机密，但遭到杨殷等人严词斥责，敌人一无所
获。 杨殷等人自知敌人决不会放过他们，便在给党中央的信
中说：“我们已共同决定临死时的宣说词了。我们未死的那一
秒以前，我们努力做党的工作，向士兵宣传，向警士宣传，向
狱内群众宣传。 ”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至死不渝的理想信念
和一心为党为革命的崇高风范。

１９２９ 年 ８ 月 ３０ 日，杨殷等人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
１９８９ 年， 广东省人民政府将杨殷故居列为省级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２０１６ 年起，杨殷故居向社会各界开放，在游客
中心常年接受社会各界预约导览讲解，印发免费宣传折页及
介绍杨殷革命事迹和精神的出版物供游客自由领取。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中山市委组织部 、宣传部牵头 ，修缮杨
殷故居 ，在相邻房屋重新制作布置 《用生命捍卫信仰———
杨殷烈士纪念展览》， 通过合理利用展厅空间和使用声光
电等技术生动形象地呈现杨殷烈士为党和人民无私奉献

的英雄形象。 （据新华网）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作为改革之初的基层固始县一名党
员干部，能置身其中并作些许闯试，深感欣慰。 有感于此，特作忆
录，钩沉以促新。

1978 年 ，全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得到了亿万群众积
极拥护 。 站在改革开放的前列 ，1980 年我调任固始县七一公社
（现沙河铺乡）党委书记 、革命委员会主任 。 2 月 ，在安徽省的影
响下，在河南省委四级干部会议精神指引下，我与公社干部群众
一班人打头阵 、担风险 ，轰轰烈烈推进农业改革 ，开始了大包干
生产责任制。

农业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后，从发展七一公社农业生产出发，经
过实地勘察，为了确保粮食生产稳产高产，必须抓住治水这一基础
环节。 公社党委多次讨论，史河、小黑河改造势在必行。 这两条河历
史多年失修，填填补补不起作用。 肥沃的土地不能保收，夏秋多次
遭水灾，历届领导班子看准了问题，但一直没有下决心改造。 分析
原因：一是工程任务大，费用开支难以承受；二是战线长难管理；三
是集中劳力在工地吃住费用大，难供应。 我们这一届公社党委通过
利弊分析，一致认为治理史河的重任要落在这一届党委肩上，不治
就是一失，抓不住就是一错，“鼻尖上着火迫在眉睫”。 为群众谋利
益是共产党人天大的职责。

在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 请示县委、 县政府并向水利局申
报。 获得批复后，县水利局派来技术人员，公社水利站技术人员配
合，对史河堤进行勘察测量，原则上设计要撤弯取直，加宽加高，建
设好排水通道。 经过半月的测量工作，图纸呈报审查。 县里意见，分
两年完成，第一期治理一半，半年再治理一半。 我们坚持一鼓作气
干到底。 因为农业大包干刚刚实行，必须统一时间组织劳力，筹备
设备集中机械，否则，就会松懈。 最后县里同意了我们的意见。

为了施工顺利进行，采取层层动员，讲意义，讲厉害，讲责任，
大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不依靠外援，自己事自己干。 公
社召集大队主要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现场分配任务，插标立杆，各
大队都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1983 年冬， 组织三万多名劳力， 调用各种大型机械 100 多
台，架子车 2000 余辆，在史河东岸摆开战场。在开工当天召开施
工动员大会 ，宣布成立治理史河工程指挥部 ，下设宣传组 、安全
组、质量检查组等。 水利局派人监督质量。 公社党委集中领导，
集中精力 ，集中时间 ，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毫不放松 。 实行三级
干部责任制，同民工一道吃住在工地，层层包干负责的办法。 我
带头坚持天天到工地，每天都要步行 30 华里。对质量严格把关，
提出“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高标准要求。 开展检查评比活动，
一天一评比 ，十天一总结 ，召开施工现场会 ，表彰先进促后进 。
整个阵地生龙活虎 ，热火朝天 ，车拉人挑 ，喇叭声 、机械声 、打夯
声震天动地。 经过 80 多天的大干苦干 ，共完成土石方 150 多万
方 ，治理史河 30 华里 ，小黑河 2 华里 ，实现大堤撤弯取直 ，扩大
耕地面积 400 多亩。 在紧张的施工中，时任信阳地委常委 、行署
副专员 、固始县委书记王秉林同志多次深入工地 ，检查指导 ，鼓
舞士气。 工程即将竣工时， 地区行署检查验收， 被评为 1 类工
程 。 该工程也是七一公社历史上第一大工程， 是敢想敢干的结
果。过去没有治理之前，李家花园到夹河 30 里地段，每年都是溃
堤泛滥，一片汪洋，损失惨重。 治理后，30 多年都安全度汛，农业
丰收 ，农民增收 。 同时 ，治理后的史河以堤代路 ，结束了不能通
汽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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