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0年前的今天
1950 年 3 月 9 日，加强营与琼崖

纵队接应部队奉命在白沙县阜龙乡
进行休整。

海南解放英烈谱

郭钦光

“五四”英烈第一人
郭钦光，海南文昌县龙马乡龙尾塘村

人。1895年7月出生。他是在五四爱国运
动中牺牲的第一位烈士。

他十二岁毕业于本乡的罗峰高等小学，
在家从事耕作几年之后，考入广东初级师范
学校。在学期间，他爱看英雄故事书籍，细
心研读中国历史，崇敬民族英雄，痛恨卖国
奸贼，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心的热血青年。
他平时沉默寡言，但谈起国事则滔滔不绝。
每当与人谈及近代中国政治之衰败，帝国主
义列强侵略之凶狠时，他就悲愤交加、摩拳
擦掌地痛骂不止。特别是1915年5月7日，
袁世凯急于取得日本帝国主义对其称帝野
心的支持，竟与日本政府秘密签订了丧权辱
国的“二十一款条约”，激起举国上下的强烈
愤慨。郭钦光更是气愤万分。各校学生不
顾当局的压制，云集广州东园开“国耻大
会”，声讨袁世凯的卖国罪行。郭钦光登台
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由于过于激愤以致当
场吐血。在场群众无不为他的爱国激情所
感动。自此以后，他继续进行爱国宣传，经
常对同学们说：“国危而俗偷，不如早死。”立
下了以死报国的志向。

1917年，他在广东师范学校毕业后，肄
业于北京大学文预科。1919年，五四爱国
运动爆发。5月4日那一天，他奋袂先行，与
北大爱国学生一起上街游行示威，冲向赵家
楼搜寻卖国贼，遭到曹汝霖卫兵的殴打，并
目睹当局对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实行镇压，
因而激愤不已，当场呕血不止，被送进法国
医院抢救。他在医院期间时常处于昏迷状
态，偶尔清醒听到同学们告诉他关于爱国活
动进行的情况，他便露出胜利的笑容，随后
叹息着说：“国家濒危，政府犹以狮子搏兔之
力，以压一线垂尽之民气；日政府待我留学
诸君之事，不图乃见于生斯长斯之祖国，事
可知矣。”并对当局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镇
压爱国同胞的行为表示气愤。说完又吐血
不止，一直延至5月7日溘然逝世。时年仅
24岁，当时家中遗下老母、妻子和女儿。

当郭钦光逝世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地
纷纷举行追悼大会。5 月 12 日，天津市
1000多名学生在河北公园举行追悼大会。
5月18日，北京各校5000多人在北大法科
礼堂召开郭钦光追悼大会，会场上悬挂着各
界送来的三千多副挽联，郭钦光的遗像两旁
书有“力争青岛，死重泰山”八字，这次追悼
会实际上成了北京于次日（19日）举行总罢
课的誓师大会。5月20日，郭钦光的家乡海
南岛，1000多名府海学生举行隆重的追悼
会。5月26日，广州各学校的师生在高等师
范学校召开追悼大会，用鲜花结成一副对联
及横幅，其文曰：“是为国殇，不愧英雄，”横
额为“正气磅礴。”5月31日，上海学生及工
商各界汇集于西门公共体育场，追悼为国捐
躯的北大学生郭钦光。郭钦光烈士的英名，
与五四爱国运动的历史一起，永远为人们所
赞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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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琼崖革命遗址

昨日，记者在解放西路路口看到一个约3米高的呈火
炬状的指引牌，上面镌刻着“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
址”红色字体，显得十分庄严肃穆。

“这块指引牌底座采用海南黑（石材）、青砖，熊熊燃
烧的火炬象征着在琼崖革命精神经过多年的沉淀依然回
响。”龙华区中山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顺着指引牌旁的巷子往里走，记者看到两侧墙上雕
刻着琼崖特委组织指挥在椰子寨打响琼崖革命第一枪、
著名的白沙起义、琼崖纵队配合解放军渡海作战、海南岛
全面解放等场景。让人仿佛穿过时光的隧道，见证那些
烽火岁月。

据介绍，为适应中共琼崖一大旧址游客数量日益增

长的趋势，满足广大干部群众对红色革命教育基地高质
量服务的需求，龙华区于2018年完成中共琼崖一大旧址
入口周边环境提升项目一期工作。

“旧址改造时延续了海口的历史文脉，在围墙、立面
改造等方面加入青砖、石板、窗花、屋檐等传统特征符号，
完成巷道围墙、居民楼外墙外立面改造，巷道及小广场路
面石板硬化等。”中山街道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中共琼
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原为邱氏祖宅，兴建于1919年，
占地面积1793平方米。该宅坐北向南，二进四合院式布
局，东西厢房，是典型的海南居民建筑。1924年，邱宅主
人邱秉衡将宅院提供给琼崖中共党组织作为革命活动联
络点，是琼崖革命斗争23年红旗不倒的策源地。

旧址原为邱氏祖宅，已完成周边环境提升

1926年6月，中共琼崖一大召开并选举产生中共琼崖地
委，从此，琼崖民主革命事业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琼崖一大燃星火
本报讯 昨日，记

者来到位于海口龙华

区 解 放 西 路 竹 林 里

131 号的中共琼崖第

一次代表大会旧址实

地探访。1926年6月，

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

大会在此召开，并选

举产生中共琼崖地方

委员会领导机构，这

是琼崖人民革命斗争

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的重大事件。

记者 苏钟 文/图

“1926年1月16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一师和十
二师进攻琼岛，打败军阀邓本殷，结束其在琼崖的军阀
统治。在革命军渡琼前后，有三批共200余名共产党
员、青年团员进入琼崖开展革命活动。这些党团员到琼
后，一部分分散到全琼各地，主要力量在府海地区开展
革命活动。”中共海口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科主任科员
周琪雄告诉记者，1926年2月初，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
指示，由罗汉、王文明等主持，在海口中山路关帝庙召开
会议，成立中共琼崖特别支部委员会（简称“中共琼崖特
别支部”）。中共琼崖特别支部成立后，立即以战斗的姿
态投入工作。他们在府海地区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发

展党员、团员，筹建党团的基层组织。在他们的不断努
力下，府海地区工会、农会、妇女、青年等组织纷纷成立，
革命运动一路高涨。

“随着党组织领导各种组织在府海地区开展各式各
样的活动，共产党的影响很快得到扩大，党的威信也日益
提高，党的各项活动得到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周琪雄
介绍，海口热血青年邱秉衡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他以
革命需要出发，大力支持革命，把他家的131号大院交给
琼崖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邱家大院成为大革命时期琼
崖党组织和革命人士集中开展革命活动的最佳场所和主
要联络点。

热血青年将自家大院交给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

“1926年6月，中国共产党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
海口市竹林村邱宅召开。参加大会的代表有王文明、
罗文淹、冯平、许侠夫、周逸、何德裕、李爱春、黄昌炜、
陈三华（女）、陈垂斌、罗汉等，代表全琼党员 240 多
人。”周琪雄介绍，大会由王文明主持，中共广东区委特
派员杨善集出席会议并作指导。杨善集在大会上传达
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和中共广东区委的指
示。大会根据全国国共合作和琼崖的革命形势讨论了
琼崖党组织建设的主要任务，通过了关于职工运动、农
民运动、政治工作、军事工作等决议。会议还选举产生

了中国共产党琼崖地方委员会（简称“中共琼崖地
委”）领导机构。从此，琼崖民主革命事业有了一个坚
强的领导核心，府海地区也成为大革命时期中共琼崖
地方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的中心。

据介绍，1994年11月，海南省政府将中共琼崖第一
次代表大会旧址确定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
年7月国务院将其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这里作为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
地，经常有很多单位和个人前来参观瞻仰，将英烈们的崇
高精神代代相传！

大会召开，琼崖民主革命事业有了领导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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