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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误会赢民心
三十三团进驻石美地区后，先驻军流传村，

随即派出部队追歼张贞残部，打击敢于顽抗的
地主武装。三十三团挺进至埔美村，派出小股
部队从埔美村挺进杨厝村，当时，两村正在武装
冲突。杨厝村的村民远远看到一队扛枪的人马
向杨厝村行走，立即鸣枪示警。红军以为是发
动地主武装，于是，在埔美村民的带领下，从过
井社迁回包抄，攻破炮楼，不消几个钟头就占领
杨厝一带。

起初，村民非常害怕，担心会被烧光、杀
光。没想到红军了解到事实真相后，与当地开
明人士握手言欢，进驻杨厝村后,纪律严明，秋毫
无犯。从此,群众开始对红军有了正确的认识。

田里中共地下交通站
田里中共地下交通站，位于龙溪、同安、海

澄三县交界处的角美重要地理位置。田里交通
站主要任务有:一是负责转送巽玉一后溪的往
来情报;二是调查国民党军队的布防情况和武
器装备;三是对角美的地主武装(水上纵队)的头
目进行策反。这三项任务都完成得很出色。王
启鹏、戴双龙等男教师参与了情报传递工作，他
们冒着生命危险，把字条藏在鞋底等隐秘处，往
返于后溪和巽玉之间。

功勋事迹
①刘惜芬，厦门市人，原鼓浪屿博爱医院

女护士，1949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迎接
厦门解放，被选派打进厦门国民党海军司令部，
搜集军事情报。被捕后，受尽严刑拷打，坚贞不
屈，严守党的机密，厦门解放前一天，被残酷绞
死，英勇就义，年仅 25周岁。

②陈庚申烈士，原厦门大学学生，参加解放
安溪战斗被捕，受尽酷刑，敌人用铁丝穿过他的
双手，惨不忍睹，他横眉冷对，不为所屈，赴刑场
时，沿途高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号，慷慨就义。

③康亚宗，小学生，年仅 13岁，担任解放军
海上练兵小教练，驾船运载解放军渡海作战时，
不幸中弹牺牲。

④一门忠烈血洒鹭江。张水锦和丈夫黄进
川带领三个儿子黄驴、黄富足、黄长义，用自己
的两条船运载解放军渡海攻打鼓浪屿，不幸两
条船均被敌炮击中，全部牺牲。

⑤田里社的革命烈士王生财是受到革命思
想熏陶的学生中杰出的代表之一。1928 年，王
生财出生于田里社，1945 年，他成为角美中心
小学的第三届毕业生，之后转到集美中学就
读，在从事地下工作的老师的教育引导下，他
很快成为一名积极的学生干部，逐步走上了革
命的道路。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王生财索性放
弃学业，毅然加入闽中游击队，转战晋江。1949
年，年仅 21岁的王生财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壮烈
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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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美自古人杰地灵、英雄辈出。回望历史，这块
热土演绎了无数动人心弦的红色故事。在1932年至
1949年的革命斗争年代，多少角美儿女活跃在田里中
共地下交通站、水下红军桥、厦鼓战役支前船队，一同
为新中国的前程奔走，谱写了革命的伟大诗篇。

烽火连角美 全民皆兵

1932年4月20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东路
军攻克漳州，第二天红四军以及所属第十师、第十一
师进驻角美、石美地区，前哨直达同安县灌口、原海澄
县海沧(今厦门海沧区)，与厦鼓隔海相望,威逼鹭岛。

帝国主义和军阀豪绅恐慌万状，日、美、英等帝国
主义急忙调派二十六艘军舰开进厦门港，把炮口朝向
漳码方向,并叫嚣:“必要时,水兵登陆占据厦鼓”。

1932年5月1日，东路军政治部在漳州广场主持召
开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政
策，阐述筹款、扩军的意义。日军获悉后，公然指使水
兵登上鼓浪屿“协防”，并且派遣舰艇载运和掩护一批
反动军队，企图从江东桥登陆进行反扑，当即遭到我
方驻防在江东桥一带的第十师三十一团部队的迎头
痛击，给当时已把势力扩张到厦门海域的日寇以严重
警告。

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一军挺进福建，
追歼南逃的国民党防军，展开了沿海岛屿的攻坚之
战。至9月底，迅速解放泉州、漳州等闽南地区，并攻
取了角美、东屿、高埔一线厦门外围阵地，完成了对厦
门三面包围态势。

1949年9月18日，地下交通员陈克绳、陈茂德获悉国
民党刘汝明兵团增派一个旅的兵力驻防角美，立即向角
美的田里交通站负责人汇报。当晚就由交通员毛清选
护送吴朝明把这个重要军事情报送到大龄解放军联络
站。1949年9月19日凌晨，解放军抢先占领田里村山楼
顶小山峰制高点，占据有利地形，分兵四路，一路正面诱
敌，三路侧背包抄，形成四面合围的态势。激战两个多
小时，我军全歼了负隅顽抗的守敌，解放了角美。这次
战斗中，38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光荣牺牲了。

渔民勇向前 中流砥柱

厦鼓战役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

次进行的大规模渡海作战，也是叶飞将军指挥解放福
建的三大战役之一，对漳州、厦门乃至福建省都具有
深远的历史意义。

战前的船只准备，是渡海作战中一个极其重要的
问题，是赢得海上作战胜利的重要保证，为此，“南台
船管会”应运而生。

“南台船管会”的前身是横渡长江的船管大队。
为了更好地配合解放军做好发动、征集船工，照顾船
工家属的工作，才有了“南台船管会”的诞生。9月23
日，人民解放军31军91师“南台船管会”在石美村南门
大榕树下广场，召开支前动员大会，参加的渔民家属
200多人。通过动员，使渔民进一步明确渡海解放厦
门岛、鼓浪屿的意义，为漳厦战役的顺利实施提供了
有力保障。

1949年10月15日，成立仅22天的角美南台船管大
队共组织106艘船只、180多名船工，奉命参与运送中
国人民解放军31军91师271团渡海作战，攻打鼓浪屿，
解放厦门岛。

以张水锦为代表的角美广大渔民踊跃支前、冒着
枪林弹雨，摇船参战。为了保障船只和船工的安全，
部队把已征集的船只全部转移到石美港口那片红树
林中隐藏起来，只有夜间11点才进行演习、训练，在连
续20多天的演练中，支前船工教解放军指战员练习游
泳、划船、驶帆、掌舵等技能，解放军指战员则向支前
船工传授战时常识和作战技能，为厦鼓战役的胜利做
出了重大牺牲和杰出贡献。

胜利的赞歌 永垂不朽

1949年10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发
起解放厦门、鼓浪屿的战役，渔家的百姓与解放军携
手作战，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史篇。在这场战役
中，角美渔民船工共有27人壮烈牺牲，被授予“渡海第
一船”“登陆先锋”“坚毅英雄”等多面奖旗，记特等功1
人，一等功30人，二等功21人，三等功63人。

在闽中、闽南游击队和沿海渔民的领航下，十兵
团主力扬帆挥桨，分别从北、西、东北三面直插厦门
岛。17日上午 11 时，厦门全岛宣告解放。漳厦战役
的胜利，彻底宣告国民党在福建统治的覆灭，为福建
全境的解放铺平了道路。

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红色

文化馆位于角美镇南门村，将于

明日开馆。该馆依托当地三个

旧粮仓改造而成，总建筑面积约

为 2600平方米。全馆设置有序

厅、烽火连角美、英雄南门人、胜

利的赞歌、尾厅共五个展厅，此

外还配套建设了纪念战士精魂

主题广场、居民休闲娱乐区、渔

村文化主题小公园三个片区。

文化馆以厦鼓战役为主线，

以南台船管大队支前事迹为脉

络，以实物和图片为载体，旨在

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革命精神，引导广大党员干

部群众从历史中汲取前进的力

量，打造成台商区新的红色文化

展示平台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力争建成漳州市标杆性红色之

旅示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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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红色文化馆外貌
②③展馆一角

④红军曾经驻扎的杨厝村村貌
⑤该馆展示渔民与解放军鱼水情深携手奋战

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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