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明瑞烈士纪念馆自 １９８５ 年开放至今，已经
接待干部群众 １６０ 多万人次。 每年都有不少学校师
生、党员和入伍新兵来到纪念馆参观瞻仰烈士英灵，
缅怀烈士的英雄事迹。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党史
办主任廖■东说。

李明瑞，１８９６ 年生，广西北流人，１９３０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是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领导人，中国工农
红军高级指挥员。

１９１８ 年， 李明瑞进入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学
习，１９２０ 年毕业后任桂军排长，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
战争时期，因军功显著升任连长、营长、团长等职。
１９２５ 年冬，李明瑞率部参加讨伐军阀邓本殷的南征
战斗。

在北伐战争时期， 李明瑞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
七军旅长、师长、副军长，率部转战湘、鄂、赣、皖、苏
等省，参加贺胜桥、箬溪、德安、王家铺、龙潭等战役
战斗，屡建战功，被誉为北伐“虎将”。

１９２９ 年 ４ 月，蒋桂战争爆发，李明瑞以拥护蒋
介石为名倒戈桂系。 同年 ５ 月， 李明瑞率部回到广
西，就任军事特派员、第四编遣区主任、广西绥靖公
署主任，与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一起主政广西。同
年 １０ 月，李明瑞与俞作柏举旗反蒋，后因部下叛变
失败。 反蒋失败后，李明瑞受中国共产党影响，毅然
投身革命，决定移师百色、龙州开辟左右江革命根据
地。 他对所部官兵说：“革命，跟共产党走，这是我们
唯一要走的路。 ”

１９２９ 年 １２ 月与翌年 ２ 月，李明瑞与邓小平、张
云逸、俞作豫等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左右
江苏区，任红七军和红八军总指挥。

１９３０ 年 １１ 月， 红七军和红八军一部在河池整
编决定北上。 李明瑞、张云逸率领主力从河池出发，
转战千里，先后历经激战梅花村、强渡乐昌河和崇义
突围等战斗，并于 １９３１ 年春到达湘赣革命根据地。

１９３１ 年 ４ 月任河西总指挥部总指挥，统一指挥
在赣江以西的红七军、红二十军和独立一师。李明瑞
率部在河西击溃安福县守敌，连克茶陵、安仁、攸县
等城，有力配合中央红军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
胜利。

５ 月，李明瑞任红七军军长。 ７ 月，率部东渡赣
江，历经大小战斗百余次，在江西于都桥头圩与中央
红军主力会师， 受到中央红军总政委毛泽东和总司
令朱德的接见和嘉奖。 在参加第三次反“围剿”战斗
中， 李明瑞率领红七军配合友军东进全歼黄陂守敌
毛炳文师两个团。 ９ 月， 红七军全歼韩德勤五十二
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七军编入红一方面军
第三军团。

１９３１年 １０月，李明瑞在“肃反”中被错杀于江西
省于都县，时年 ３５岁。 １９４５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今年 ７ 月 １ 日，经过近 １０ 个月的闭馆重修，位
于北流市城区的李明瑞烈士纪念馆重新面向公众

开放。 “李明瑞的英雄事迹会一直激励着我们坚持
永远跟党走。 ”廖■东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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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２ 年 ６ 月 ８ 日，中共南京特委书记李耘生被
押往雨花台刑场，在生命最后一刻，牢记信仰的他被
敌人问及“有什么遗嘱”。李耘生坚定地对刽子手说：
“我的遗嘱就是盼望亲人与你们斗争到底！ ”

在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西李村文化大院

内，辟有李耘生事迹陈列室。其生平事迹、丰功伟绩、
革命精神是广饶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东
营市建立的第一个烈士事迹专题馆，如今，李耘生事
迹陈列室已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接受党史和爱国

主义教育的重要平台，受到各界好评。
李耘生，１９０５ 年出生于西李村一个农家，自幼

聪慧 ，在学校品学兼优 ，ｌ９１９ 年春 ，以优异成绩考
入山东省立青州第十中学。 此时正值五四运动爆
发 ，李耘生在进步师生带动下 ，满怀爱国激情 ，走
上街头， 参加了青州各界人士组织的万人大会和
游行示威。

１９２３ 年 １０ 月， 李耘生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 １９２４ 年 2 月由王尽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６ 年 ２ 月，李耘生调任中共山东地委，负责
组织工作。 １９２６ 年底，为了适应北伐战争的需要，中
共中央从各地抽调一批优秀干部到武汉工作。 １９２７
年 １ 月，李耘生来到武汉，任中共武汉口特区区委
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 李耘生担任中共武昌市委书
记，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斗争。 １９２８ 年春，李耘生调任
中共南京市委工作，化名李立章，因叛徒告密，他被
反动当局以“共党嫌犯”关押 １０ 个月后释放。 出狱
后，党组织调他到京沪线上做铁路工人的工作。

１９３１ 年 ２ 月，李耘生受中共江苏省委派遣到南
京重建市委。他化名李涤尘，任南京市委副书记兼组
织部长，以中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发展党员，重建
党组织。 １９３１ 年底，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成立南京特
委，李耘生任特委书记，负责南京及附近地区各县党
的工作和武装工作。

１９３２ 年初，因叛徒出卖，南京党组织又一次遭
到严重破坏，李耘生被捕。 在狱中，敌人对他百般利
诱，酷刑拷打，逼他说出党的秘密，敌人对他说：“现
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生路，一条死路。 只
要你说四个字：愿意转变，就是生路。 ”李耘生怒斥：
“共产党人为劳苦大众奋战求解放，这是我奋斗的目
标。需要转变的是你们这一帮为蒋介石卖命、与人民
为敌的家伙！ ”

李耘生还对难友们说：“为人民， 头可断， 血可
流，志不屈。 要在任何斗争中经得起考验！ ”

同年 ６ 月 ８ 日， 李耘生被敌人押往雨花台刑场
杀害，年仅 ２７ 岁。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