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中国第一批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
义先驱王有德的故居所在地砚山县出
发，途经富宁，再到麻栗坡，走进“西畴精
神”的发源地……

仲夏，行走壮乡苗岭，一件件革命文
物，一处处红色旧址，跨越了中国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
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中国
共产党百年历史的四个时期，是党史学
习教育珍贵的生动教材。

王有德：中国第一批马克思
主义的研究和传播先驱

王有德，1897年出生于文山壮族苗
族自治州砚山县平远镇田心社区红果树
居民小组（时为阿迷县傍甸乡）。他是中
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者之一，
是为数不多的早期中国共产党员之一，
是文山籍的第一个中共党员。

1918年，王有德考入北京大学德文
系预科班，1923年毕业后被留校，担任
德文系助教。在北大读书和工作期间，时
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邀请德
文专业的王有德等参加收集整理马克
思、恩格斯的论著，使他从中受到了马克
思主义的熏陶，从此走上了研究学习传
播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1920年，王有德与邓中夏、王复生
等到北京郊区丰台、长辛店、门头沟等地
与工人广泛接触，办补习学校，宣讲革命
道理，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
结合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1922年下半年，王有德经中共一大
前入党的中共党员、共产党北京支部书
记罗章龙介绍，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成为早期中共党员之一。

1926 年，王有德投笔从戎，南下
进入黄埔军校，在编辑处任上尉编译
官，后到国民革命军 11 军任营长，随
部队东征讨蒋，由江西九江转至南

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
昌起义。

1932 年，王有德参加了“淞沪抗
战”，先后任 19路军团副、团长，78师
上校参谋处长。1月 28日，他深入吴淞
前线，参与指挥作战，日以继夜工作。3
月 5日，王有德在整理部队、指导部队
构筑工事、部署防线时，心力交瘁，英
勇牺牲，年仅 35岁。

小塘子苗族农民武装游击
队：云南省第一支少数民族武装
游击队

1927年12月下旬，中国共产党文山
第一个党支部在文山市德厚镇德厚村下
寨的洒戛竜大院诞生。同时还先后组建
了洒戛竜劳动童子团、洒戛竜农民协会、
小塘子游击队等。

小塘子当时是一个有 20余户人家
的苗族村寨，东连羊皮寨、洒戛竜，西接
蒙自查尼皮、小东山。山高坡陡，地势险
要，是组织武装的理想地点。1928年，云
南各地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根据上级
党组织指示，地方党组织选择在小塘子
建立衔接文山与蒙自之间的工作据点。
在广泛宣传的基础上，党组织从积极分
子中挑选了一部分立场坚定、年轻力壮
的骨干，组成一支20余人的苗族农民武
装，由周小友任队长。

小塘子游击队因此成为云南省第一
支少数民族武装游击队，并被写入《中共
云南地方党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
时的云南省委书记王德三在小塘子创作
形成的《苗夷三字经》，是中国共产党从
事民族宣传工作的一部经典之作。

富宁：云南第一块红色革命
根据地

1929年 12月，邓小平、张云逸在广
西发动百色起义，正式创立红七军。1930

年，按党中央指示，红七军主力向东与中
央红军会合，韦拔群、陈洪涛留下，组建
了红七军第二十一师，在广西革命根据
地坚持斗争，在敌人的重兵围剿下，根据
地遭受重创。

1931年底，在富宁县壮族农民刘家
华的带领下，红军队伍第一次踏上位于
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区交界处的富宁
（原名：富州）。在这里团结群众，共抗敌
军，也让这里成为了云南第一块红色革
命根据地。

在红七军独立师副师长黄松坚的
领导下，红七军第二十一师改编成右
江独立师，独立师余部 60多人到敌人
统治薄弱的“七村九弄”地区抗敌。在
富宁开辟了以“七村九弄”为中心的滇
黔桂革命根据地，并在九弄的多立寨
召开了边区第一次党代会，正式成立
中共滇黔桂边区临时委员会，在临时
委员会的指导下开展围剿与反围剿的
斗争。

1934年到 1936年间，由于战斗物
资缺乏，富宁县百姓集谷捐资、策马裹
粮，甚至拿出自家农用工具给红军作
为抗敌武器来使用，竭尽全力帮助红
军队伍。短短几年时间内，据不完全统
计，富宁县就有 2600余人参加了红军
游击队。

以富宁县为中心的滇黔桂革命根据
地先后组建了8000余人的革命武装，与
国民党部队、地方民团及地主武装作战
50余次，抗击敌人近 11万人次的“围
剿”，歼敌众多，有效牵制了国民党兵力，
积极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

这里也是云南省创立时间最早、
坚持斗争最长、影响范围最广、政权最
完善、少数民族参与最多、牺牲最大的
红色革命根据地，还是中央红军长征
后，在南方坚持游击战的重要根据地
之一，为中国革命付出了巨大牺牲，作
出了重要贡献。也因此，富宁县被誉为

“云南红都”。

阿猛会议：成立中共滇桂黔
边区委员会，组建中国人民解放
军滇桂黔边区纵队

1949年 4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
整长江以南党的领导机构的指示，决定
将中共桂滇边工委和中共云南省工委合
并，成立中共滇桂黔边区委员会，组建中
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

经过酝酿筹备，7 月 19 日，林李
明、周楠、郑伯克在砚山县阿猛主持
召开中共云南省工委和中共桂滇边
工委合并扩大会议，史称阿猛会议。
会议历时 15 天，由于战斗频繁，会议
曾经间歇，会议开法是滚动式的，场
所几次变动，先后在丘北弥勒弯，砚
山者腊、阿猛，后转至路南圭山、师宗
石洞等地召开会议，于 1949年 8月 21
日结束。

会议宣布正式成立中共滇桂黔边区委
员会，统一了党的组织领导，统一整编了军
队，逐步建立了地方人民政权，是云南党组
织领导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富宁剥隘大码头：吹响了解
放云南的第一声冲锋号

1949年12月，为粉碎蒋介石把云南
建成反共基地的阴谋，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四野战军第三十八军一一四师、一五
一师，第二野战军第十三军经剥隘大码
头进入云南，发动了中国西南边疆最大
规模的一次追歼战——滇南战役。12月
29日，陈赓所率的解放云南大军，由广
西经水路在富宁县剥隘大码头登陆，吹
响了解放云南的第一声冲锋号。

柯仲平：革命诗人、狂飙诗人

他被毛泽东誉为“革命诗人、狂飙诗
人”。解放后，柯仲平任过中国作家协会
副主席，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全国政协
委员，全国人大代表，西北文联主席等
职，与音乐家聂耳、哲学家艾思奇并称

“云南三杰”。

东升合作社：毛主席批示的
地方

1955年12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编
辑并公开向全国出版发行的《中国农村的
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以《一个混乱的合作
社整顿好了》为题，将西畴县东升初级农
业生产合作社的整顿巩固情况和毛泽东
主席亲笔为该材料批的按语收入其中。

毛主席在这段批示中提到：“有些合
作社，在一个时期内，确实是混乱的，唯一
的原因是得不到党的领导，党没有向群众
讲明自己的政策和办法。所谓混乱，没有
别的原因，就是这样一个原因。得不到党
的领导，当然就要混乱，领导一加上去，混
乱就会立刻停止。”毛主席的重要批示，坚
定了西畴人民矢志不渝跟党走的信念。

老山主峰：心中的英雄山

老山，位于麻栗坡县猛硐乡，从海
拔、地貌、位置上说，这座山并不是最高，
也不是最险。但这座山的精神高度，远远
超越 1422.2米的海拔高度，成为屹立于
中国人心中的英雄山。铸就了以爱国奉
献为核心的老山精神。

西畴精神：闯出发展新天地

从20世纪90年代起，西畴人民面对恶
劣的生存环境，勇于向石漠化抗争、向贫困
宣战，用干的行动、干的壮举，求生存、求脱
贫、求发展，以“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
的魄力，闯出一片生存发展的新天地，孕育
形成了以“苦熬不如苦干，等不是办法、干
才有希望”为内核的“西畴精神”。

如今，接续奋斗、苦干实干的“西畴
精神”没有丝毫的衰减，依然是行动的自
觉、精神的旗帜，在文山州社会各行各业
生根开花。

2020年7月30日，中共云南省委办公
厅印发了《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学习弘扬新
时代“西畴精神”的决定》，号召全省各级
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弘扬“西畴精
神”，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谱写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云南篇章。

坝子雷场：“你退后，让我来”

如今，扫雷英雄杜富国和他的战友
用青春蹚过的那片土地——坝子雷场，
已经成为当地重要的党性教育基地、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

20世纪 70年代到 90年代，中越边
境云南段大约埋设了 130万枚地雷、48
万枚（发）其他各种爆炸物，尤其是老山
地区的雷场，种类、数量最多，情况最复
杂。国际上把以老山雷场为代表的云南
边境雷场定义为“世界扫雷难度最大的
雷场”，1992年4月至2018年11月，我国
组织了3次大面积扫雷和1次勘界扫雷。

在这片英雄的土地，英雄的人民在
续写着英雄的故事。1000多次进出雷
场，排除 2000多枚爆炸物，“你退后，让
我来”，是杜富国负伤时给战友的最后一
道命令。在没有硝烟的和平年代，他们是

“离死神最近的人”。两年前，杜富国的战
友们排雷作业后，排着队手拉手通过麻
栗坡县天保口岸 4号洞雷场，将安全的
土地交还给边疆群众。

如今，一棵棵树苗、一片片草果在倔
强生长，给边境乡亲们带来了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的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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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暴动

为什么这样红？

这块红色的热土是云南省唯一被革命老区全

域覆盖的州市。在百年征程中，文山壮族苗族自治

州承载了无数个难以忘却的红色印记。

在这里，走出了中国早期参与编译《共产

党宣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先驱王有德。

在这里，共产党在1927年建立了云南省

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在这里，创立了云南省最早的红色革命根

据地——富宁，是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

红七军开辟的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中心。

在这里，中国人民解放军吹响了解放云南

的第一声号角。

在这里，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处

在支前参战的最前沿，铸就了“国家至上、人民

至上、奉献至上”的“老山精神”。

在这里，脱贫攻坚战中，创造了“等不是办

法、干才有希望”的“西畴精神”。

……

斗转星移，红色火种在这里深深扎根，早已在

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转化为磅礴精神力量，深

深滋养着七乡儿女，也始终激励着云南边疆各族

干部群众不断奋进。让我们跟随“走进红色文山”

地图的指引，走进那段峥嵘岁月，去解锁壮乡苗岭

的“红色密码”。

红色文山 百年风华

1955年

毛泽东同志在西畴县委《一个混
乱的合作社整顿好了》材料上，对东升
合作社作出重要批示。

邓小平同志作出“富宁县是革命
根据地，确有其事，请有关部门给予重
视”的重要批示。

1975年 1989年

江泽民同志亲临文山考察巩固和
发展民族团结工作，把中央的关怀带给
了边疆人民。

2009年

胡锦涛同志对富宁县山瑶群众的
扶贫发展工作作出重要批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工作
时，深情地回忆起文山籍壮族烈士王
建川的英雄事迹，称赞他“为了祖国不
惜血染战旗”的军人血性。

2015年

云报全媒体记者张登海张文峰黄鹏王丹马喆殷洁黄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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