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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周晓鹏 彭丽丽

溆水汤汤，日夜奔流，穿溆浦县城而

过。河畔一处幽静院落，松柏苍翠，古樟

如盖，这便是向警予同志纪念馆。每天来

此参观学习的游客络绎不绝。

5 月 9 日，记者来到这里，正遇上一

队游客前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高大的

向警予铜像前，讲解员冯思思介绍：“向

警予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毛泽东评

价她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一个女创始

人’……”

向警予原名向俊贤，1895 年出生在

溆浦县城一个富商家庭。8 岁时进入兄长

向先钺在县城开办的新式小学读书，成

为全县第一个入学的女学生。

向 先 钺 曾 去 日 本 留 学 并 参 加 同 盟

会，是湘西同盟会负责人之一。受其影

响，向警予从小就立志为拯救国家和民

族“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

1910 年，15 岁的向警予考入常德女

子师范学校。翌年，又以优异成绩考入湖

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就读。

在校期间，向警予发奋学习，酷爱体

育，各科成绩名列前茅。教员杨昌济曾在

日记中写道：“昨至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赴

其成绩展览会，见本班二年生向俊贤之

日记颇有抱负……可谓女教育界中之人

才。”

1914 年，向警予转入周南女校。受当

时盛行的“教育救国”思想影响，她立志

从事教育事业，并将名字“俊贤”改为“警

予”，以时时警醒自己，表示对封建势力

的高度警惕和反抗。在周南女校，向警予

认识了蔡畅，并通过蔡畅结识了蔡和森

和毛泽东。

1916 年，向警予从周南女校毕业，毅

然回到偏僻家乡，创办县立溆浦女校，担

任校长，传授新知识，提倡新风尚，宣传

新思想，在湘西山乡开辟了一个宣传新

文化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教育阵地。

为广招学生，向警予不顾山高林深、

土匪与猛兽出没，只身跑遍溆浦主要乡

镇，挨家挨户上门劝学，办学规模从刚开

始十几个学生发展到 300 多人。至今，“警

予劝学”的故事在当地仍传为美谈。

1919 年，向警予参加了毛泽东、蔡和

森等创办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成为该

会最早的女会员之一。同年 10 月，向警予

和 蔡 畅 等 组 织 湖 南 女 子 留 法 勤 工 俭 学

会，成为湖南女界勤工俭学运动的首创

者。12 月，向警予同蔡和森、蔡畅等 30 余

人远渡重洋，赴法勤工俭学。

在法期间，向警予发奋学习马克思

主义经典著作，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实践，

从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迅速成长为共产

主义战士，坚定地支持蔡和森的建党主

张，积极参与建党工作。

志同道合，使向警予和蔡和森产生

了爱情。1920 年，他们在法国蒙达尼举行

婚礼。拍摄结婚照时，这对革命伉俪相依

而坐，没有鲜花、钻戒和婚纱，只有手中

拿着的《资本论》，象征着他们共同的理

想信念。

1922 年，向警予回到国内，在上海加

入中国共产党。7 月，她出席在上海举行

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

选为中央委员，担任中央妇女部第一任

部长。

1924 年 6 月，向警予直接领导上海

丝厂 1.5 万多名女工举行罢工斗争。9 月，

又领导了南洋烟厂 7000 多名工人的大罢

工。罢工，提高了广大劳动妇女的觉悟，

开启了中国真正的妇女解放运动。

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作家埃德加·斯

诺追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时，称向警予

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1925 年 10 月，向警予受中央派遣，

赴 莫 斯 科 东 方 劳 动 者 共 产 主 义 大 学 学

习。1927 年回国后，在中共汉口市委宣传

部和市总工会宣传部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多次劝向警

予离开武汉，她说：“武汉三镇是我党重

要的据点，许多重要负责同志牺牲了，我

一离开，就是说我党在武汉失败了，这是

对敌人的示弱，我绝不能离开！”

1928 年 3 月 20 日，由于叛徒出卖，向

警予不幸被捕。敌人对她严刑逼供，但她

严守党的秘密，保持共产党员的操守，坚

贞不屈。当年 5 月 1 日，向警予慷慨就义，

时年 33 岁。

继 承 警 予 精 神 ，争 做 警 予 新 人 。如

今，与向警予同志纪念馆一墙之隔，向警

予 当 年 创 办 的 溆 浦 女 校 更 名 为 警 予 学

校 ，百 年 弦 歌 不 绝 。每 周 升 旗 仪 式 后 ，

2600 多名师生齐声高唱当年向警予所创

的校歌。而她当年制定的《湖南女子留法

勤工俭学会简章》中“戒懒惰之习惯、奢

侈之装饰、邪僻之行为”，至今仍为溆浦

县委用来教育广大党员干部。

李镇江

辉煌百年党史，闪耀着共产党人

的信仰之光、理想之美、英雄之气、崇

高之志，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强大能

量，是党员干部成长最好的营养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年轻干部要持之

以恒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弘扬党的优

良作风，立志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

民奉献，勇于担苦、担难、担重、担险，

以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当前，

全省正强力推进“三高四新”战略实

施、奋力建设现代化新湖南，新时代

的党员干部重任在肩、责无旁贷，必

须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

因，践行初心使命，主动担当作为。

增强使命意识，铸牢担当之魂。

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时刻

心系“国之大者”，自觉把个人的理想

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牢记入

党誓言，永葆绝对忠诚，不断提高政

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折不扣把党中央

和省委各项决策部署执行好 、落实

好，努力以一地一域的发展为全局增

光添彩。

增强责任意识，锤炼担当之志。

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全国在册烈士

达 370 多万人。纵观世界，没有哪一

个政党能像我们党这样为了人民的

利益作出如此巨大牺牲，没有哪一个

政党能像我们党这样面对无数艰难

困苦愈挫愈奋，并最终领导中国革命

取得胜利。我们要赓续先辈精神血

脉，坚定崇高价值追求，树牢“为官避

事平生耻”的担当情怀，坚定“功成必

定有我”的担当追求，展现“敢教日月

换新天”的担当气魄，提振迈进新征

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争当起而

行之的行动者、攻坚克难的奋斗者，

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上争做

贡献。

增强斗争意识，磨砺担当之勇。

我们党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伟大斗

争史，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成于斗争

是其鲜明特质。新时代年轻干部要在

艰难困苦之时锤炼敢受命的锐气，在

左右为难之时锻炼敢拍板的勇气，在

风口浪尖之时淬炼敢碰硬的豪气，保

持顽强斗争精神，自觉在复杂严峻的

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一往

无前推进工作、推动发展。

增强法治意识，提升担当之能。

面对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须在常

学常新中不断掌握新知识、开阔新视

野，提升担当作为的真本领。要在依

法行政中练就担当作为的硬功夫，既

要善于运用经济、行政等手段，更要

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办法化解

矛盾。要在真抓实干中挺起担当作为

的宽肩膀，多到条件苦、困难大、矛盾

多的地方去锻炼，在推进重要工作、

完成急难险重任务中经受考验、总结

经验、增长才干，不断锤炼敢担当、能

担当、会担当的能力水平。

增强廉洁意识，铸就担当之德。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打铁还需自身

硬’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全面从严

治党是我们立下的军令状。”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全面从

严管党治党提出一系列新的重要思

想，强调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

结合起来，坚持以思想建党为根本，

以从严治吏为重点，以改进作风为突

破口，以反腐肃贪为重要任务，以严

明纪律和制度治党为保障，全面提高

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确保党始

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

强领导核心，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

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党员干部

要常怀慎微之心、常弃非分之想，自

觉自律自省自制，不为私心所扰、不

为人情所困、不为关系所累、不为利

益所惑，练就坚不可摧的“金刚不坏

之身”，在工作实践中挺直腰板，理直

气壮担当作为。

（作者系中共湘阴县委副书记、

湘阴县人民政府县长）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5月 10日

讯（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张可夫 周旺）

今天，浏阳“学史达人”党史故事分享会决

赛，在该市融媒体中心演播厅举行，全市

5000 余名党员干部以线上线下方式，倾

听了 14 组“学史达人”讲述的红色故事，

从中感悟百年初心，汲取奋进力量。

“心在人民、利归天下”的胡耀邦，

“头可断，血可流，此志不可移”的田波

扬、陈昌甫夫妇，红军最年轻的军团长

寻淮洲，“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的易

荡平，“双洞”苏区铁娘子罗醒……对他

们的故事，讲述者娓娓道来，现场不时

响起热烈的掌声。

浏阳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将

军之乡”，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党史

人物。今年 3 月底，浏阳市直机关工委组

织开展以“追寻百年初心、赓续红色血

脉”为主题的浏阳“学史达人”党史故事

分享会。参赛人员围绕浏阳籍党史人物

或发生在浏阳的党史故事，精心选材，

深入挖掘感染力强、启迪性强的党史故

事，经征稿、初评、培训，共有 14 组选手

进入决赛。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5月 10日

讯（通讯员 罗兰 马立志 记者 李永

亮）“您的党费，组织收到啦！”5 月 10 日，

株洲市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唐

秉成来到退休检察官易杜菲家中表达

敬意。不久前，易杜菲向党组织交了一

笔 5 万元的党费。

易杜菲今年 86 岁，是一名有着 66 年

党龄的老党员。退休多年，他不忘初心，

除了坚持每天读书看报，还积极参加单

位支部学习、组织活动。

“没有党的培养，就不会有现在的

我。吃什么、穿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

是能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易杜菲说。

退休后，易杜菲一直住在株洲市检

察院老宿舍，生活十分简朴。老人出门

散步，看到可以换钱的废品，都会捡回

来。

“易老是不是老糊涂了，怎么去捡

废品？”有人不理解。

易杜菲有自己的打算。这些年，他

把省吃俭用攒下的工资和卖废品存下

的钱，用来资助贫困学生、向灾区捐款

等。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他共捐款 10

余万元。

今年是建党 100 周年，“七一”临近，

易杜菲心情激动，他将辛苦存下的 5 万

元作为特殊党费交给党组织。

“他用自己坚定的理想信念，为我

们检察干警做了很好的榜样，上了一堂

生动的党课。”唐秉成说。

向警予：中国共产党
“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启航新征程

奋斗百年路

——数风流人物

让历史昭示未来
——党史学习教育理论笔谈

从党史中汲取能量
在奋斗中强化担当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唐璐

警笛呼啸，大批特务包围了一座

小楼。小楼里传来“滴滴滴”的发报

声，只见共产党员李侠从容地发着电

报，当他将重要情报发送出去后，便

将写着密码的纸张塞进自己嘴中呑

下，并向延安发报：同志们，永别了，

我想念你们……

这是 1958 年上映的电影《永不

消逝的电波》里震撼人心的镜头，影

片中的李侠原型就是秘密战斗在“上

海至延安”空中通信线的地下电台发

报员李白。

4 月 21 日，记者驱车前往李白烈

士故居。从长沙出发，一路向北，穿过

大围山，在浏阳市张坊镇白石村，李

白烈士故居在久雨初晴的阳光下显

得格外耀眼。

李白原名李华初，1910 年诞生

于白石村一户贫困农家。因家贫交不

起学费，他 13 岁便辍学外出务工，到

染坊当学徒。在大革命时期火热的农

民运动带动下，1925 年，年仅 15 岁的

李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 1927

年参加秋收起义。1937 年，李白奉命

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电台工作，通过

红色电波，保证上海地下党与延安党

中央保持电讯联络，及时向党中央传

递了许多重要军政情报。

为了工作需要，1939 年春，党组

织安排女工出身的共产党员裘慧英

与李白扮作夫妻掩护电台，开展工

作。两人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产生爱

情，第二年秋经党组织批准结为夫

妻，成为秘密斗争之家。

地下电台的工作充满危险，只要

开机工作，就会遭到敌特的无线电侦

察。在近 12 年的秘密电台工作中，李

白经历过 3 次被捕。

第一次被捕，发生在 1942 年 9 月

中秋节前夜。李白夫妇刚转移到上海

建 国 西 路 福 禄 村 10 号 一 幢 三 层 楼

里，为求安全，李白将发报机功率降

低到 15 瓦。即使这样，仍然在一次工

作时被日特侦破。

1943 年，李白第一次被捕获释

后，上级领导征求他的意见，是去解

放区还是留在上海？李白说：“组织上

认为哪里需要，我就到哪里。”为了党

的事业，他不顾个人安危，选择继续

坚守。

李白第二次被捕，是落入国民

党之手。当时他带着电台乘船到浙

江淳安，装在箩筐里的电台被查获。

因当时国共统一战线关系，经党组

织营救脱险，李白夫妇带着电台重

返上海。

1948 年 12 月 30 日凌晨，上海黄

渡路 107 弄 15 号狭窄昏暗的三层阁

楼上，李白正在发送一份十分重要的

情报。此时，国民党当局采用在上海

分区停电的方法，终于侦察到了李白

秘密电台的位置。在敌人重重包围

中，他镇定地发完电报，销毁了密码。

李白第三次被捕了。在淞沪警备司令

部刑讯室里，面对敌人近 30 小时的

严刑酷打，他坚贞不屈。

1949 年 5 月 7 日，裘慧英带着孩

子前往关押李白的蓬莱路警察看守

所探望。看到丈夫双腿已被老虎凳压

断，指甲被老虎钳拔掉，裘慧英心如

刀绞。李白忍着伤痛对裘慧英说：“天

快亮了，上海快解放了，全国也快要

解放，革命即将成功，我无论生或死，

心之泰然……”

就在这天深夜，李白被特务头子

毛人凤依照蒋介石“坚不吐实, 处以

极刑”的批示，秘密杀害于浦东戚家

庙, 时年 39 岁。20 天后，上海宣告解

放。

历史长河无声奔去，唯有爱与信

念永存。李白为革命献身的精神，如

同电波一般，永不消逝。

2009 年，李白被评选为“100 位

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

模范人物”。

2010 年，在李白烈士诞辰一百

周年时，其故居得以按原貌进行复

原，并增加了他的生平陈列。李白烈

士故居现为国家安全教育基地、湖南

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李白：

红色电波永不消逝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我党隐蔽战线百年斗争秘闻

浏阳举行“学史达人”党史故事分享会

株洲86岁老党员交特殊党费5万元

向警予。（资料图片）

文|虢安仁

陈养山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开

拓者之一，在中央特科工作时间最长，两

次掩护贺龙，发展了我党首个在敌人情

报系统高层的特工，与敌人斗争十数载

从未失手，被称为“福将”。

好友入“中统”，慧眼建内线

1927 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中央

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从事情报和保

卫工作。1928 年，国民党中央在组织部内

设立党务调查科，即后来的“中统”。当

时，上海党组织全部转入地下，陈养山完

成掩护贺龙的任务后无法找到关系，只

好回到老家浙江上虞。1928 年春节后，因

组织农民暴动失败，陈养山潜回上海，住

在鲍君甫家，并在一家报馆谋生。

鲍君甫，又名杨登瀛，18 岁赴日本留

学，回国后在日本人办的基督青年会做

事。1925 年底，陈养山经人介绍与鲍君甫

认识，且向鲍君甫学习日语。陈养山作为

国 民 党 中 央 宣 传 部 上 海 交 通 局 发 行 科

长，经常将书报送给鲍君甫。鲍君甫将其

译成日文，所获颇丰，两人遂成好友。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成立

后，时任调查科总干事的杨剑虹和鲍君

甫是老乡，他邀请鲍君甫加入。鲍君甫心

里很矛盾，既想为国民党做事，又不愿得

罪共产党，便将这种矛盾心理坦诚地告

诉了陈养山。陈养山考虑他是国民党左

派，对共产党有一定的同情，可以争取利

用，便连夜将情况写成材料，经过中共闸

北区委向党中央报告，建议同鲍君甫建

立工作关系。

周恩来仔细研究了陈养山的报告，认

为鲍君甫虽在政治上不可靠，但在隐蔽斗

争中非常重要，有利于中央特科工作的开

展。周恩来指示陈赓了解相关情况。陈赓先

约陈养山谈话，详细了解鲍君甫的情况；接

着又同陈养山与鲍君甫面谈。陈赓认为鲍

君甫同情革命，在白色恐怖中能和共产党

朋友融洽相处，可以作为内线。经过中共中

央谨慎考虑，同意鲍君甫为党工作。为了方

便陈赓工作，周恩来将陈养山调入中央特

科，由陈赓单线联系，并派中共党员连德生

作为鲍君甫的保镖。

在中央特科的协助下，鲍君甫颇得

杨剑虹、陈立夫等人的信任。1928 年七八

月，杨剑虹涉及贪污案自杀。10 月，鲍君

甫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

科上海特派员。

1931 年 4 月，顾顺章叛变。中共中央

立即派陈养山对鲍君甫作了气节教育，

并称：不管形势怎么变化，共产党是不会

忘记你这个朋友的。鲍君甫入狱后，三缄

其口，没有暴露共产党的秘密。

“虎穴”办起通讯社“煽
风点火”挖情报

1935 年 9 月，上海临时中央局派陈

养山到重庆，协助陈昌开辟情报阵地。

陈养山到达重庆后探听到四川实力

派人物、四川省财政厅厅长刘航琛办的

新四川通讯社因效益不好拟停办。陈养

山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时办过通讯社，

深知用通讯社作掩护搜集情报的作用。

于是决定同刘航琛取得联系，接办这个

通讯社。经协商，通讯社优先转发刘航琛

一方的新闻稿，刘将新四川通讯社社牌、

印章无偿交给陈养山。

担任总编的陈养山将值钱的东西全

部卖掉，用作通讯社的活动经费，以致自

己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有时一天只吃

一个烧饼。为了给新四川通讯社找个“靠

山”，解决经费和情报来源，陈养山决定

同国民党重庆行辕政训处建立联系。

经协商达成协议，陈养山做政训处

义务情报员，给政训处提供一些情报；政

训处每月给 100 元作为通讯社的经费。自

此，新四川通讯社打着重庆行辕政训处

这块招牌开展情报活动。为了提高通讯

社影响力，陈养山还把国民党中央社的

新闻广播“改头换面”，写成“本社专电”；

又利用原来在上海报界的旧关系，从上

海寄来一些特约稿或“专电”，以致许多

报社争先采用他们的稿件。

通讯社还利用敌人各派系的矛盾，

引发内耗。如重庆市政府秘书黄应乾为

新市长李鸿混修建公馆强占民房事，是

宪兵三团团长袁家佩侦悉的，经由通讯

社曝光后，引起重庆市政府与宪兵三团

互斗。又如军统与中统争夺国民党重庆

市党部领导权，通讯社发稿揭露，结果引

起双方斗殴。

新四川通讯社还获得了大量军事、

政治、经济方面的情报，如国民党中央和

地方军阀的动向，国民党军部、党部与地

方各派系之间争夺权力的情况，重庆经

济界与浙江资本家的矛盾等。

1937 年，由于通讯社积极参加抗日

救亡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

怀疑，通讯社的工作被迫结束。

辗转敌营16年，从未被捕
成“福将”

陈养山从中央特科创建到 1940 年回

到延安，共 16 年的敌占区情报生涯。其

间，辗转于武汉、上海、天津、重庆、成都、

西安等地，从未被逮捕过。

1931 年初，中央特科准备在北方开

展工作，秘密情报关系是北洋军阀时期

的国会议员胡鄂公。胡请求杨献珍为其

助手，得到中央特科的同意。4 月，顺直省

委遭到破坏，一些同志被捕。6 月，中共中

央命陈赓、陈养山赴天津营救被捕同志，

并调查叛徒的情况。

陈赓和陈养山化装成商人，住在交

通旅社，半个月后和杨献珍接上关系。陈

赓和陈养山在交通旅社住了个把月，恐

久住惹人生疑，陈赓住进一所新出租的

民房；陈养山搬到大同公寓，与杨献珍同

住，协力进行营救工作。一天清早，杨献

珍在报纸上看到河北省委互济会被破坏

的消息，赶紧告诉陈养山。陈养山果断撤

离，并通知陈赓，避免了危险。杨献珍到

北平找刘少白商议营救同志的事情，不

幸被捕，营救工作被迫停止。

8 月下旬，天津党组织有个姓鞠的党

员和陈赓取得联系，陈养山与其住在一起。

9月初，陈养山让老鞠去买报纸，本来只需

十分钟，但天黑也没回来。陈赓到后，两人

判断肯定出了问题，于是陈养山马上撤离。

第二天，在天津同志处得知老鞠已经被捕。

陈养山为什么能够称为“福将”？罗青

长认为并非他有什么诀窍，而是由于他

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正确的政治方向，

灵 活 的 斗 争 艺 术 和 严 格 的 组 织 纪 律 观

念。

主要参考文献：

隐蔽战线写春秋系列《秘战英雄陈

养山》 姚华飞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深潜十六载 屡获探骊珠

陈养山。（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