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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嶝岛、小嶝岛、角
屿岛，位于厦门市翔安
区东南海面，这里是祖
国大陆距离金门最近的
地方（仅 1800 米左右）。
以洪秀枞、洪顺利、张韭
菜等为代表的三岛民兵
英雄，曾多次上北京，受
到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
接见，一个充满传奇色彩
的名字——“英雄三岛精
神”由此叫响。

英雄三岛战地观光
园内，152 毫米榴弹炮静
静地卧躺在午后的草坪
上。时间回拨到 1958 年
8月 23日下午 5时 30分，
该炮打出的炮弹直接命
中金门岛的翠谷水上餐
厅，“金门炮战”正式打
响。“金门炮战”从 1958
年 8 月 23 日 开 始 ，到
1979 年 1 月 1 日结束，整
整 20 年。而作为炮战主
场的大嶝三岛 13.2 平方
公里的土地上就落下了
约 210000 发炮弹，平均
每平方公里落下约 16000
发炮弹。

今日的大嶝岛阳塘
社区，海风习习，天高云
淡，不久的将来，以新机
场为依托，这里将崛起一
座航空城。

作为炮战主场的大
嶝三岛，已从前沿战地蜕
变为今日的旅游胜地，作
为一处富有精神内涵、战
地风的新地标。英雄三
岛战地观光园开馆后迅
速成为厦门党建网红打
卡点，在这里能够感受到
中国人民解放军维护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
强决心，艰苦奋斗、甘于
奉献、不怕牺牲的“英雄
三岛精神”……

60 多年后，在翔安
的大开发建设浪潮中，
大嶝人民再度发扬甘于
奉献、不怕牺牲的“英雄
三岛精神”，主动为重大
项目建设让路，用实际
行动赋予了英雄三岛精
神新的时代内涵。铭记
历史，不忘初衷。“英雄
三岛精神”依旧常砺常
新，始终是翔安人民奋
斗进取的精神支柱。

学习百年党史 追寻翔安红色印记
N海都记者 蔡嘉雯
通讯员 林瑞声 叶晓菲

福建是革命老区，党史
事件多、红色资源多、革命先
辈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具
有独特优势。厦门翔安有着
优良革命传统，涌现出开国
将军彭德清、革命烈士陈先
查等英雄人物，有82个革命
基点村，以及大嶝后山烈士
陵园、松山学校等21个革命
遗址，更有“马塘精神”主题
馆、“英雄三岛精神”主题馆
等 一 批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场
所。在建党 100 周年之际，
让我们一同走进厦门市翔安
区，追寻翔安人记忆深处的
红色足迹。

彭德清，原名彭楷珍，
1910年11月14日出生于福
建省厦门市翔安区（原同安
县）彭厝村。从上世纪 20
年代到 50 年代，彭德清投
身革命。贯穿了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从事革命工
作70余年，一生军功卓著。

1936年，彭德清经历了
一次险中突围。当时，他带
领部分游击队员突破敌人
封锁，从安溪转移到沙美
村。而叛徒与反动武装就
埋伏在此，将他们团团包
围。当时正是三月初七，大
雾弥漫，彭德清跳入溪中、

躲进庄稼地，再利用浓雾掩
护，顺利突围。抗日战争时
期，彭德清率部多次挫败日
伪军的“扫荡”。他曾担任
团长兼政委的一师三旅七
团所向披靡，被誉为“一代
劲旅”。

在 1965 年至 1981 年，
彭德清任交通部副部长、部
长，继续为祖国远洋运输、
救助打捞等各项事业殚精
竭虑。退居二线后，他主编
了《中国水运史丛书》《中国
船谱》《中华海魂》等书。

彭德清曾将自己的一
生形容为“两头海，中间
山”，这头尾与中间，也和厦

门有着紧密关联。彭德清
的故乡翔安彭厝村临近大
海，14岁时他因家贫辍学，
背着鱼篓讨小海，又到轮船
上当过海员，远渡印尼、新
加坡和越南。1999年 6月，
彭德清离世，享年 90 岁。
按照遗愿，骨灰撒入厦门、
翔安、金门交界的水域，碧
海英魂将一直守护和陪伴
家乡世代。

2002 年 4 月，“彭德清
纪念室”正式成立（原是厦
门革命纪念遗址——松山
学校，建于 1918 年），主要
展示介绍了开国少将彭德
清将军的光荣一生，2018年

经过升级改造后，在 2019
年11月14日彭德清诞辰纪
念日时重新开放。

上世纪 80 年代，马塘
是厦门市同安县新圩乡（今
厦门市翔安区新圩镇）新圩
村的一个自然村。这个地
处偏僻山坳里的小山村，交
通闭塞、土地贫瘠，路难行、
水奇缺，人称“瘦马塘”。就
是这样的条件下，逼出陈家
兄弟的励志故事，走出了一
条“以工带农、以村辅企、以
企兴村、村企融合”的富民
强村之路。

1980 年，全村人均收
入不足 170 元。 1985 年，
村里的陈清水、陈清渊等 6
名年轻人带领村民，用 3万
元资金办起了当时同安县
第一个村办企业——同安
县新圩兴华罐头厂。办厂
初期，村干部带着党员和
村民自力更生，克服一个
又一个的困难。据介绍，
在缺电的情况下，马塘人
举债借钱，一部分资金用
于购买发电机，发电机提
供给工厂小型发电使用。
水路不通的情况下，马塘
人自己扛着锄头到新圩镇
古宅村去引水，罐头产品
的销售是依靠人力，走村

串巷去售卖。
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条

件下，投产当年罐头厂产值
达32.5万元，实现了马塘工
业零的突破。紧接着，马塘
人还先后与澳洲客商、港
商、台商，合资兴办饮料厂、
食品厂等多家企业，并在
2000年组建创立了厦门银
鹭集团，在市场闯出了一条

“以工强农、多业经营”的发
展新路子。

三十多年来，在村两
委的带领下，马塘人艰苦
奋斗、拼搏创新，铸就了

“马塘精神”。如今，马塘
村全村家家户户住别墅、
开小车，村庄环境优美，村
民免费享受合作医疗保
险。2010 年，马塘村成为

全省首个百亿元村，先后
还荣获“全国农村基层组
织建设工作先进党支部”

“全国文明村”等荣誉称
号。马塘村的新农村建设
经验做法被国家农业部编
入《新农村建设典型案例
与分析》，成为全国首批入
选此书的 13 个新农村典
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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