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 2024年7月24日 星期三
编审：黄桥路 责编:穆宇清 美编：刘平中 校对：刘敏8 红土 投稿邮箱：gnrbplb@163.com

他在土地革命中
善于做群众工作，领导
思顺农民武装起义，领
导创建思顺苏维埃政
权，为崇义苏维埃建设
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领
导崇义苏区整党运动，
加强苏区建设，纯洁了
党的组织；他在白色恐
怖中坚持斗争，被俘后
面对敌人的酷刑，用鲜
血和生命践行了对党
绝 对 忠 诚 的 政 治 誓
言。他就是崇义籍革
命烈士李祥汉。

李祥汉，1907 年
出生于崇义县思顺乡
南 洲 村 一 户 农 民 家
庭。1929 年，他考入
崇义县立师资训练所
学习。其间，通过党员
教师周泰侃、吴为浦的
启发教育，逐步树立了
无产阶级革命理想。
结业后，党组织派他回
南 洲 村 岩 头 小 学 教
书。李祥汉以教师的
身份积极进行秘密革
命活动，经常向群众宣
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
想，启发群众认识穷人
为什么贫穷，富人为何
能富的道理，从而提高
群众的阶级觉悟，参加革命。这年夏天，他
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8月，思顺第一
个党支部成立，李祥汉任支部书记。此后，
李祥汉派人打入地主武装，发起创办公益
事业，动员有钱人乐捐财物，巧妙地向土豪
劣绅要枪派款。

1931 年 2 月 20 日，崇义县委派李祥
汉、钟科广、李祥桐等到新地开辟群众工
作，动员做好起义准备。2月 24日，李祥
汉等发动思顺农民起义，消灭靖卫团，攻
占思顺区公所，建立了思顺区苏维埃政府
红色政权，李祥汉任思顺区委书记。3
月，李祥汉等率领游击队 40余人来到新
地打土豪，并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新地
乡革命委员会。

4月，李祥汉任长潭区委书记。他深
入各村庄访贫问苦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
会，发展党团组织，搜缴土豪枪支，组织群
众打土豪筹款子、分财物、分田地，开展游
击活动，成立了各乡革命委员会、农民协
会、贫农团、赤卫队、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创
造了巩固的苏维埃政权，开辟了崇义第一
块红色区域。

5月下旬，崇义县召开共青团代表大
会，李祥汉当选为共青团崇义县委书
记。李祥汉深入群众，进行宣传发动，鼓
励青壮年上战场，踊跃支前，积极筹款筹
粮，号召团员青年每人同价粜米 6 升给
苏维埃政府。在他的领导下，全县供给
红军 1000担米，确保了红军部队的物资
供应。同时，团县委在蛇形岗举办了党
团员训练班，为土地革命培养了一批骨
干，开展土地革命，取得了反封建斗争的
重大胜利。

1932 年 1 月 22 日，中共崇义县委在
过埠蛇形岗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李祥
汉当选为县委宣传部部长。2月中旬，李
祥汉组织各区乡少先队协助县游击大
队、赤卫队攻打崇义县城，取得俘敌 40
多名、缴枪 30 余支的胜利，并从监狱中
救出许多革命志士。6月，李祥汉领导崇
义苏区整党运动，对党员实行重新登记，
把不符合党员条件的人清除出党，严肃
党的纪律，健全党的生活制度，使全县各
级党组织更加纯洁，加强了苏区建设。

9月，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疯狂进攻
苏区。李祥汉率共青团员、少先队员配
合红军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10月 6
日，红军大王洞后方总部失陷，李祥汉与
县委书记朱明、苏维埃政府主席汤昌桃
带领机关部分工作人员向思顺上峙方向
撤退，坚持游击斗争。10 月 28 日，铲共
团到上堡，与湘南保安团胡凤璋“共商联
防”。由于敌人四面“清乡”，朱明、李祥
汉和雇农工会委员长最后退到靠近思顺
的大山上，依靠当地一个支部供给伙食
和情报，在上峙烂泥湖深山密林中隐蔽
活动近一个月。11月初，军事部长金昌
叛变投敌，多次带敌人“围剿”。李祥汉
等被冲散，转移到过埠铁木里癞痢石一
带坚持斗争。

1932年 11月 9日，李祥汉下山联系群
众，被反动分子告密，在铁木里其姑父家
中被埋伏的铲共团抓住。面对敌人的威
逼利诱，李祥汉铁骨铮铮，怒目而视：“想
从我口中得到县委的秘密，你们白日做
梦！”恼羞成怒的敌人先砍断李祥汉一只
手臂，接着挖掉他的眼睛，割断他的脚
筋。李祥汉数次昏迷，醒来后信念坚定，
守口如瓶。11月 11日，反动派在过埠黄
背将李祥汉杀害。临刑时，满身是血的
李祥汉视死如归，高呼口号：“打倒国民
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他英勇就
义时，年仅 25岁。1951年，李祥汉被江西
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1932年5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
总局正式成立，为了给中央苏区红军的战略部
署提供信息保障，中央邮政总局设立了很多支
局及分局网点，招募了大量人员。到 1932年
12月，据不完全统计，中央邮政总局及其支局、
分局和江西、福建、粤赣3省，共有邮政工作人
员1391人，其中江西省704人、福建省332人、
粤赣省248人。

根据史料记载，仅江西一个省，牺牲在交
通邮政战线上的烈士就有 1780余人，当然还
有一些不知名的编外人员。

小侯，原本无名字，是当年瑞金县邮政局副
局长吴池云给他取的名，那年小侯刚满15岁。

1932年5月下旬的某天，福建龙岩原本炎
热的天气却下起了小雨，夹杂着丝丝凉意。一
个小乞丐正穿着件单薄且破烂的短衫，蓬头垢
面地在一个小巷子里乞讨。此时，吴池云正护
送一封“特别快信”的邮件打此经过。

突然，几个扛着枪的“白狗子”急匆匆地朝
吴池云走来。情急之下，为保护好信件的吴池
云下意识地将手伸向了防身的枪，准备与“白
狗子”拼个鱼死网破。就在这时，小乞丐看出
了端倪，“嗖”地扑向吴池云，按住了他的枪，并
迅速将吴池云的信件塞进自己的裤裆里，佯装
向吴池云讨钱：“老板，行行好吧。”这才使得吴

池云躲过了“白狗子”的搜查。
小乞丐自小没了父母，据邻居说其父母都是

被进村抢粮的“白狗子”杀害的。小乞丐叫什么名
字，他自己也不清楚，只知道有人叫他“猴子”。

眼下，邮政局刚成立不久，也着实需要人
手，见小乞丐这般机灵，且常年在这一带乞
讨，对情况颇为熟悉，吴池云便将小乞丐带至
瑞金将其“收编”。

吴池云告诉小乞丐，现在处于战争时期，邮
递员这个身份、这份工作越少人知道越安全。
吴池云要求小乞丐不能将“入队”的事情告诉任
何人，这是他们的秘密，也是组织对他的考验，
希望小乞丐仍然以乞丐的身份潜伏。

吴池云又对小乞丐说：“你以后就是我们红军
的邮递员了，应该有个名字，不能一直叫你乞丐。”

想了想，吴池云笑着说：“猴子这个名字
其实不错，你机灵如猴，走路飞快如猴，你以
后干脆就叫小侯吧？”

自此，小侯不仅有了正式的名字，而且成
了邮政局的编外工作人员。小侯又蹦又跳，
快活得真像只猴。

“其实，我这身打扮很好，有隐蔽性，不容
易引起‘白狗子’的怀疑，更不会吸引‘坏人’
的注意力。”小侯说，“再说，我还有一根打狗
杖。”拍了拍自己的拐杖，小侯开怀地笑了。

“我也可以为红军办事了。”真正让小侯
开心的是自己能成为一名革命战士，感到无
比的光荣，改不改“行头”对他来说无所谓。

在之后近一年的时间，小侯将一封又一封
的加急件埋在自己脏兮兮的头发里，藏在自己
看似发臭的饭菜里，藏在自己的拐杖里……一
次次化险为夷，将红军的十多封重要文件送达
目的地。特别是在第四次反“围剿”时期，小侯
将一封非常机密的信件，以日行50公里的速度
送到红三军团，为1933年3月夺取此次反“围
剿”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1933年的某一天中午，小侯又接到紧急任
务，吴池云要他火速将一封急件送往宁化。小
侯爽快地接过左上角标有“特别快”3个字的急
件，背着一个像垃圾袋一样的小包就上路了。

因路途较远，小侯一路奔跑着向前，即便山
路崎岖带有棘刺，双脚血淋；即便碰上大雨滂
沱，全身湿冷；即便遇见敌人机枪扫射，身中数
弹。小侯从来没有退缩过，依然义无反顾地往
前冲。小侯心里只有一个愿望，希望自己能长
出一双翅膀，立刻将这封信平安地送到宁化。

傍晚时分，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翻过一座
山时，小侯竟然掉进了“白狗子”的包围圈。

“白狗子”似乎早有预谋，在此处设伏，慢
慢合围过来，还时不时地放枪。

“这可是去宁化的必经之路啊。”进，过不
去了；退，没有后路；躲，又怕耽误大事。

怎么办？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小侯灵
光一闪，有了办法。

以前在四处流浪的时候，小侯为了在夜
晚给自己壮胆，便装野狼嚎叫吓人。

小侯悄悄地躲进树丛里，“嗷嗷”地嚎叫。
“白狗子”以为是狼来了，吓得四处乱窜。

“白狗子”虽然吓跑了，小侯却中枪了……
小侯拖着那瘦小、淌着血的身子，意志坚

强地赶路。可由于太过劳累，且一天都未进
食物，他最后倒在了血泊中。为了不暴露信
件，小侯在牺牲前将信件藏了起来。

小侯的牺牲，没有人知道。因为在同一
天，他的引路人吴池云也牺牲了。

当时，吴池云收到两封重要信件，一封是
送往长汀的，由他自己亲自护送，一封就给了
编外邮递员小侯。

吴池云那天走到半路就遇到了一群凶神恶
煞的“白狗子”，危急关头，吴池云将信件撕碎，一
把塞进嘴里吞了下去，然后跳下了万丈悬崖。

小侯的英雄事迹也因此鲜为人知。
但是，不管这些革命先烈有名或无名，都

是永垂不朽的英雄。
正如毛泽东对苏区邮政人员的高度评

价：“苏区邮政人员艰苦创业，担负着机要交
通和邮件传递的双重任务，为苏区开辟了一
条条畅通无阻的红色邮路。”

（本故事根据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1
月出版的《江西苏区交通运输史》改编）

红四军司令部发布的“保护邮局，照常转递”命令。（资料图片） 红军战士寄出的信件。（资料图片）

苏维埃邮政发行的邮票。（资料图片）

李
祥
汉
：
信
念
坚
定
守
机
密

□

骆
耀
明

——赣南底色革命烽火中的苏维埃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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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编外邮递员小侯
□汪行舟

1932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
在瑞金叶坪中石村成立，其职责是统一领导
和管理苏区的邮政工作，同时发行苏维埃邮
政邮票。苏维埃邮政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邮政系统，不仅提供了全面的邮政服务，还
以低邮资和拥军优属政策赢得了民众的广泛
信任，体现了苏维埃邮政在中国革命历史上
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始终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战略信息传递的关键通道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成立后，通
过整顿邮务、统一组织和章程，建立了高效、
有序的邮政通信体系。这一体系的建立，确
保了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和时效性，为战略决
策提供了重要依据。1932年4月，福建省苏维
埃政府颁布的第四号通知——《关于建立军
事交通站递送军事信件》一文中就提到：“本
政府目前派人在各地建立临时军事交通站，
现因军事交通机关重要，应另成系统，另自独
立其任务，专送军事信件。”这样的“军事交通
站”，确保了战略信息能够及时传递，而专人
专送的制度，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对战略信
息的保密性至关重要。中央邮政总局通过加
强邮件的安全检查、建立严格的保密制度等
措施，有效减少了信息泄露和被截获的风险，
保护了战略信息的安全。还通过建立红军总
信柜和红军信柜，使得重要战略信息能够在
军队内部迅速传递，为军事行动的协调与配
合提供了有力支持，进一步强化了军事邮政
的功能。1933年7月，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发
布第二号通令——《关于加速特别快信传递、
保障军事通信畅通》中指出：“关系军事方面
的特别快信，须要昼夜兼程，按钟点送到，凡
邮政路线经过有渡河的地方，须指令划夫宿
在一定处所，递信员随到随渡，某处路线发
生障碍时，地方政府要尽可能的派武装护
送，或者引导走小路过去，免致邮件停留。”

“特别快信”制度的实施，确保了关键信息能
够及时送达，进一步畅通了战略信息传递的
渠道，为革命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信息
支持和保障。

服务人民群众的有力工具

人民邮政为人民，这是邮政的永恒初
心。1933年 10月，召开的苏区第三次邮局长
联席会议上总结了闽、赣两省邮局五个月工
作竞赛成果，并布置了今后的工作，其中提到，
在当年 6 月至 10 月的 5 个月内，“共有挂号
9912件，双挂号6618件，普通快件24110件，特
别快件641件，包裹5296件，银信5775件，平信
1亿零43726件，免费1亿零6920件”。这些实
打实的数据充分说明苏维埃邮政已经发展成
为保障人民群众通信权益的重要机构。

由于苏区处于战争环境，受其他条件的
限制，苏区邮政不办理汇兑业务。为了便利
群众，促进经济繁荣，有的苏区邮政允许寄件
人将纸票、花边票据等封入包裹或信函内邮
寄，以代替汇兑，这种业务后来叫作“银信”。
随着各项制度的逐步完善，银信的信誉度也
越来越高，可以说是具有苏区特色的邮政新
业务，是苏维埃邮政服务群众的最好印证。

在江西《赤色邮政暂行章程》中还规定了
不同信件及包裹的资费标准：“平信3分，剪角
信及报纸、书籍、布告、通告不满 1两者均收 1
分，1两以上至 2两者 1分半；包裹 1斤以下 6
分，1斤以上至 1斤半 8分，1斤半以上至 2斤
10分。”从以上资费标准看，当时采取了低资
费标准政策，这是因为交寄邮件的单位多是
党政军机关，此举旨在减轻他们的负担，同时
也是为了吸引和方便群众使用邮政。为此，

苏维埃邮政成为当时群众互通往来、交流联
系的重要工具，极大方便了群众生活。

苏维埃邮政还致力于保障红军和军属的权
益，刊登在《红色中华》第28期第五版的《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内务人民委员部命令
第三号》中就指出：“凡红军战士与其家属通信
之免费戳记，一律改为‘红军家信免贴邮票’字
样，红军寄信家属，家属寄信红军，可以盖免费
戳记”，真正把人民的利益放在了首位，不断深
化了“人民邮政为人民”的使命担当。

传播革命理念的重要媒介

中央邮政总局创立之初，就承担起传播
党的路线方针和革命理念这一政治使命，大
量的报刊和文化作品通过邮政传递到千家万
户。这不仅丰富了苏区军民的精神文化生
活、提升了他们的文化素养，更重要的是让革
命火种在群众心中生根发芽，极大推动了革
命事业的发展。时任中央邮政总局局长赖绍
尧在《中央苏区邮政的历史概况》一文中谈
道：“苏区邮政适应革命斗争需要的另一个创
举，就是在思想战线上广泛、全面地担负着革
命报刊的发行工作，把所有的邮政机构，当作
党的发行网来运用，把做好报刊发行工作，当
作邮政部门的政治任务来执行。”

苏区时期，各地邮局对报刊实行低资费
寄递、为投稿人减贴邮票等优待政策，大大拓
宽了报刊的发行面。尤其对以《红色中华》为
代表的中央机关报，实行邮资总付、免贴邮

票、按重量计费等措施，大大加快了收寄速
度。据统计，1934年多数报刊发行量在2万份
以上，如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报》发行
2.71万份，共青团中央机关报《青年实话》发行
2.8万份，而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发行
量竟高达4.5万份之多。并且，在许多信件的
信封上，还有“保护邮局，准予通行”“消灭军
阀混战”“彻底分配土地”“废除苛捐杂税”等
字样，以此来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宗旨。这
对于宣传党的路线、政策，传播革命理念具有
积极作用。

支援革命战争的有生力量

1934年7月1日，苏维埃国家企业工人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梁广同志作了题为
《关于工人经济要求》的报告，规定邮政工人的
米的供给可向中央内务部要求各级邮政局与
该级政府工作人员享受同样待遇，这极大激发
了邮政工人的工作热情和革命积极性，使他们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投入苏维埃的各
项建设。首先，广大邮政工人积极慰劳红军，
捐钱捐物送前方。在《红色中华》第92期第五
版就刊登了当时中央邮政总局全体工人给红
色医院的伤病战士的一封信，信中说到邮政工
人在中央政府的号召之下，为了充裕前方军
资，进行了节省运动，开垦荒田，多种杂粮，并
且开辟了苏维埃菜园，将收获的蔬菜送给医院
伤病员一部分，以表敬意和热忱。其次，踊跃
推销经济建设公债，支援苏区经济建设和革命

战争。1933年前后，为了粉碎国民党的第四次
“围剿”，中央邮政总局号召各省苏维埃邮局增
加生产、募捐物品、推销经济建设公债，以节约
经费，支援革命战争。这一点在《红色中华》中
有诸多报道，如江西省各县邮政局发动职工做
义务劳动不收取加班费，募捐421.92元，推销
建设公债 2062.5元；福建省募捐 151.37元，推
销建设公债1329.5元；粤赣省募捐49元，推销
建设公债394.5元。1934年，1200多名邮政工
人全体踊跃购买公债，这为在极其艰苦的战争
环境下发展生产、支援革命起到了重要作用。
最后，热烈拥护和参与节省运动。1934年 3
月，中央邮政总局发出第3号通知，号召各级邮
政工人节省经济，支援革命战争。《红色中华》
190期第三版就以《节省战线上的邮务工友》
为题，发表了长篇报道，高度赞扬了全中央
苏区的邮政工人节衣缩食、支援革命、拥护
革命战争的热情。广大邮政工人感到了党
和苏维埃政府的温暖，以实际行动回报苏维
埃，据福建、江西两省的不完全统计，两省邮
政工人平均每月节省达千元，有力支援了革命
战争。

革命烽火中初步完善起来的苏维埃邮
政，通过建立起一套完整、高效的邮政系统，
确保了指令的迅速下达、情报的及时收集以
及军民之间的紧密联系，为革命事业的顺利
推进提供了信息保障，是党宣传政策、动员群
众、组织力量的重要工具，为中国革命的胜利
奠定了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