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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升勋，1907 年 10 月生于山东省昌邑县
卜庄镇大陆村。 1924 年考入青州山东省立第四
师范学校，毕业后回本村任教。 在大革命高潮
中，他在本村群众中大力开展宣传活动，成立
农民协会，拥护北伐革命军。 大革命失败后，在
本村创办农民夜校。 1928 年 5 月 3 日，济南惨
案发生后，他带领农民夜校学员，到集市散发
传单，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 后经中
共地下党员介绍到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学习。
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全国抗战爆发后， 陆升勋受党组织派遣，
回到昌邑，为组织抗日武装做准备工作。 1936
年底， 他带着组织起来的百多人的抗日武装，
参加了中共鲁东工委领导发动的潍北抗日武

装起义， 成立了八路军鲁东游击第 7 支队，任
第 7 支队特务大队大队长。

1938 年 12 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陆升
勋任纵队特务团团长。 1939 年 9 月，任山东纵
队第 1 支队后方司令员。 1940 年 9 月，山东纵
队第 1 支队后方司令部改编为山东纵队沂蒙
支队，陆升勋任支队副司令员。 不久，任鲁中第
2 军分区司令员。 1941 年 10 月，陆升勋被选派

到山东分局高级党校学习。 1942 年 5 月学习期
满后，任沂蒙专署专员，领导沂蒙山区人民群
众坚壁清野，开展反“蚕食”、反“扫荡”斗争。 同
年 12 月调任胶东军区副司令员， 率百余人从
新泰出发，穿越胶济铁路到博兴，继续东进到
招南。 12 月 8 日进入莱阳县孙家夼，被日伪军
包围，指挥干部和护送队与敌激战，在突围中
不幸壮烈牺牲，时年 35 岁。

陆升勋的孙子陆松君，提起爷爷时说：“爷
爷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了建立新中
国，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是值得的。 他是我学习
的榜样！ 我一直教育子女要爱国，要好好工作，
多为国家做贡献。 作为烈士后人，我有责任、有
义务把红色基因和优良家风传承好！ ”

如今的卜庄镇大陆村，规划整齐、环境整
洁，是“全国文明村”。 现有梨枣种植面积 3000
多亩，年产梨枣 1500 万斤 ，实现产值 4000 余
万元。 大陆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陆运泽说，我
们要继续发扬陆升勋等革命先烈的优良传统，
爱党爱国，团结奋进，走出一条有特色的乡村
振兴之路。

（据新华社）

陆升勋：“红色大陆”育英豪

犀利之笔铸丰碑———邹韬奋

在福建省永安市下渡村，一江碧水往北奔
流而去，宽阔的马路旁绿树成荫，楼房林立，曾
经贫穷的革命老区如今已经成为美丽的新城。
这就是我国著名记者、出版家邹韬奋的故乡。

1895年 11月，在福建永安，一位一生投身
于进步出版事业的先烈———邹韬奋出生了。

从 1909 年开始 ， 邹韬奋先后就读于福

州工业学校 、上海圣约翰大学等 ，获得文学
学士学位。 1922 年，他在黄炎培等创办的中
华职业教育社任编辑股主任 ，开始从事教育
和编辑工作。 1926 年，邹韬奋接任《生活》周
刊主编，以犀利之笔 ，力主正义舆论 ，抨击黑
暗势力。

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坚决反对国民党政
府的不抵抗政策，他主编的《生活》周刊以反内
战和团结抗敌御侮为根本目标，成为国内媒体
抗日救国的一面旗帜。 1932 年 7 月成立生活
书店，邹韬奋任总经理。 生活书店成立后，团
结了一大批进步的作者，短短几年，使其在全
国各地的分支机构扩展到 56 家，先后出版数
十种进步刊物和包括马克思主义译著在内的

1000 余种图书。
1933 年 1 月，邹韬奋参加了宋庆龄、蔡元

培、鲁迅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当选
为执行委员，不久被迫流亡海外。

1935 年 8 月回国后， 邹韬奋积极参加抗
日救亡运动，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
同年 12 月， 由于旗帜鲜明地支持一二九学生
爱国运动，《大众生活》周刊发行量达 20 万份，
打破当时中国杂志发行纪录。

其间，邹韬奋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与全国
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 1936 年 11 月，
因积极宣传抗日，他同救国会的其他领袖沈钧
儒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成为著名的“救国会
七君子”之一。

1937 年全国抗战爆发后，邹韬奋获释，在
上海创办《抗战》三日刊。 上海沦陷后，他转至
武汉，继续主编《抗战》。武汉沦陷后，到重庆

创办和主编《全民抗战》。 这些以抗战为主题
的刊物和生活书店的出版物，在广大读者中间
唤起了巨大的爱国热情，把一批又一批青年引
上革命道路。

邹韬奋生前多次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入党

要求，他还利用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反对和揭
露国民党反动当局消极抗日的种种倒行逆施

和专制暴行。 1941 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
当局加紧了对他的迫害，使他再次被迫流亡香
港。 1942 年秘密赴广东游击区，并辗转来到苏
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后因病被秘密护送到上海
治病。

病中，邹韬奋口授遗嘱，再次表达加入中
国共产党的愿望和要求：“此次在敌后根据地
视察研究 ，目击人民的伟大斗争 ，使我更看
到新中国光明的未来 ”，并 “请中国共产党中
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 。 如其合格 ，请
追认入党 ”。 1944 年 7 月 ，邹韬奋在上海病
逝。 9 月 28 日，中共中央追认他为中国共产
党正式党员 ，对其一生及其从事的事业给予
高度评价。

邹韬奋的故乡福建永安是中央苏区连

接闽西 、闽北苏区的战略通道和向外扩展的
重要战略基地 ，拥有光荣的红色历史。 近年
来，永安市加强红色文化的传承工作，利用好
邹韬奋等革命先烈的事迹、丰富的红色文物遗
迹，加强对党员、干部和青少年一代的革命历
史、传统文化、国情社情等爱国主义教育。红军
标语群等一大批革命遗址被公布为文物保护

单位，作为爱国、爱党、爱乡的教育基地。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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