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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节日·清明

3 月 25 日，邵阳市档案馆三楼，寂

静的库房深处传来一阵低沉的齿轮转

动声。随着档案柜缓缓开启，工作人员

小心翼翼地捧出了一卷承载着百年沧

桑的泛黄档案。

这份意外的发现，源自市档案馆对

馆藏红色档案的整理。该档案的主人，

正是邵阳籍早期共产党人谢伯俞——

一位在大革命的时代洪流中，为理想信

念英勇献身的革命先驱。

黑田铺走出的热血青年

1905年，谢伯俞出生于邵东黑田铺

的一个普通农家。15岁时，他以优异的成

绩考入长沙岳云中学，在那里结识了毛

泽东、杨开慧、丁玲等志同道合的伙伴。

青春的热忱与共同的理想，驱动着谢伯

俞积极投身于风起云涌的进步活动。

1924 年 7 月，谢伯俞投考北京大学

和北京师范大学，竟均以第一名的优异

成绩被录取。出于经济考虑，他最终选择

了有公费资助的北师大理科预科班。在

那里，他遇到了革命导师李大钊，深受其

赏识，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李大钊的领导下，谢伯俞全身心

投入国民革命运动，组织领导了多次学

生请愿游行，致力于维护革命统一战

线，有力抨击了当时的军阀统治。

1926 年 12 月，奉系军阀张作霖的

军队进入北京，对北方革命力量展开

残酷镇压。1927 年 4 月 6 日，张作霖悍

然下令武装军警包围苏联大使馆，谢

伯俞与李大钊等同志一同被捕。4 月

28 日，李大钊、谢伯俞等 20 位革命者

被反动派杀害。

刑场之上，李大钊率先走向绞刑

架，谢伯俞昂然紧随其后。

“只要正义在，岂怕断头台！”临刑

前，谢伯俞仰天长笑，发出振聋发聩的

呐喊。他横眉冷对、双拳紧握，凛然屹立

于绞刑架上。他那气节坚韧、宁死不屈

的凛然形象，被定格为最后的遗照，至

今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那一年，谢伯俞年仅 22 岁，青春永

远定格在了为理想献身的光辉时刻。

鲜为人知的求学往事

这份新近发现的档案，如同拨开历

史的迷雾，让我们得以窥见这位革命先

驱鲜为人知的一面。

档案出自民国励学储金类文献，题

为《谢伯俞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期间，

请求贷［代］款的函件及在校学业成绩

单》，内含信件、信封、成绩单等多种文

件。这些信件由北师大校方寄送给谢伯

俞本人及宝庆县（今邵阳市）励学储金

会，旨在为其申请助学贷款。

信中，时任北师大注册部主任康绍

言证明：“本校学生谢伯俞……理科成绩

均属甲等”。评议会主席、近代著名教育

家陈裕光亦在信中写道：“在案查该生等

极知向学，成绩优良，倘不得学费之补

助，竟至中途辍学，未免可惜。”字里行

间，流露出对这位优秀学子的爱惜之情。

尤为珍贵的是附件中的成绩单：一

张 1926 年的成绩单显示，谢伯俞在北

师大理预科二年级时，除体育外，7 门

科目成绩均在甲等以上，总平均分高达

85.1 分；另一张则是他 1926 年 9 月至

1927 年 1月就读地理系期间的成绩单。

此外，新发现的档案还澄清了一项

重要的史实：此前有资料称谢伯俞理预

科毕业后为拓展革命视野而改学历史

学，但档案明确显示，他牺牲前就读的

是地理系。现存成绩单亦佐证，当时的

地理系确实开设了“中国通史”与“西洋

通史”两门课程。

“这些材料充分证明，谢伯俞不仅是

一位坚定的革命者，也是一位勤奋好学、

前途无量的青年才俊。”市档案馆研究员

表示，“这更加凸显了他壮志未酬的遗

憾，以及为理想信念慷慨赴死的崇高。”

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

虽然烈士已牺牲近一个世纪，但他的

家乡邵东黑田铺以及母校——邵阳最古

老的书院之一资东书院，从未将他遗忘。

3 月 27 日，步入资东书院，迎面便

是一尊谢伯俞的全身雕像。基座上“英

烈万古 碧血千秋”八个大字，是 1987

年 4 月其就义 60 周年之际，由他的同窗

挚友、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楚图

南所题。

每年清明前后，资东书院都会组织

学生举行缅怀活动。退休老校长谢公民

告诉记者，十多年前，学校为深化对烈

士生平的了解，特意修建了谢伯俞烈士

纪念馆。近年来，资东书院更是将谢伯

俞的革命精神融入日常教学，通过讲述

革命故事、诵读红色经典、观看红色电

影等多元形式，让学生深刻认识到今日

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 谢 伯 俞 烈 士 是 资 东 书 院 的 骄

傲，”谢公民说，“他的革命精神将永远

激励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努力奋斗。”

在家乡黑田铺，谢伯俞的精神同样

深深根植于乡亲们心中。烈士牺牲后，

遗体由同乡好友安葬于北京湖南会馆

义地。家乡亲友为永远铭记他，特意选

址修建了衣冠冢。2022 年，黑田铺镇政

府在太公山下又修建了谢伯俞烈士纪

念碑。每逢清明，人们自发前来献花凭

吊，寄托哀思。他的英勇事迹、崇高理想

与革命精神，已化作当地人民心中一座

永不磨灭的丰碑。

“我们计划将档案进行复印，赠送给

资东书院作为纪念。”市档案馆党组书

记、馆长龙毅鹏表示，要让这份宝贵的历

史记忆更好地传承下去。

一份百年档案，连接起过去与现在，

让谢伯俞烈士的形象更加清晰、饱满。他

不仅是坚贞不屈的革命者，也是才华横

溢的青年学子。他的生命虽短，但精神之

光穿越时空，化作永恒的火炬，照亮后人

前行的道路。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肖

海波 凌峰） 清明前夕，洞口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工作人员致电现居衡阳的烈士母亲杨美秀，并转交

了慰问金。杨美秀的儿子陈日升是洞口县文昌街道

人，1979年牺牲于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场，后来被中央

军委追授“战斗英雄”荣誉称号和“一级英模”奖章。

目前，洞口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正按

计划分批走访慰问烈士父母，并在各地组织开展

祭扫烈士墓等活动。他们还组织 55 名烈属赴广西

等地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精神。

洞口县共有 319 名烈士。每年春节、建军节、

烈士纪念日等节点，该县都会为烈属送去温暖。

此外，工作人员每年都为烈士父母免费体检一

次，每季度为烈士父母开展一次巡诊和送医送药

活动，为烈士父母祝寿，并开展日常关怀。

不久前，该县桐山乡大道村烈士杨恢龙的母亲

尹玉梅收到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送来的轮椅。这位九

旬老人坐上轮椅，激动地说：“我儿子为国家牺牲

了。这么多年来，党和政府一直没忘记我，千方百计

帮我解决生活难题。这份恩情，我们记在心里。”

在广西法卡山英雄纪念碑园、匠止烈士陵园、龙

州烈士陵园内，苍松翠柏肃立，各地的祭扫队伍井然

有序。洞口的烈士亲属们在工作人员引导下，鞠躬行

礼、敬香献花、擦拭墓碑，低诉对烈士的思念与问候。

洞口县竹市镇祥埠村烈士曾光生前的战友瞿

玉华等，如约来到曾光父亲的坟前，焚香祭扫。该

县人武部、当地退役军人服务站等部门单位的工

作人员也来到现场，为曾光战友们 16 年来不间断

替烈士尽孝的感人事迹点赞。

瞿玉华在长沙工作的儿子瞿尹哲，来到长沙

烈士陵园的曾光烈士墓前敬献鲜花。瞿尹哲说：

“父亲等战友的精神感染了我。每年清明，我只要

在长沙，都会为曾光叔叔扫墓。作为烈士战友的后

代，我耳濡目染，深深地体会到了战友间这份特殊

的情感。这份情感不仅承载着对英雄的敬仰，更是

对烈士精神的传承。”

洞口是革命老区，是拥军热土。近年来，该县

充分发挥红色资源优势，坚持以提升全民国防意

识为重点，通过宣传形式多样化、阵地建设标准

化、荣誉激励常态化，在全县形成了国防教育和

双拥宣传共进共建的生动局面。该县连续八届

获评“全省双拥模范县”，连续四届荣获“全国双

拥模范县”荣誉称号。

洞口县：清明时节 拥军优属情更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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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伯俞的成绩单。

     （市档案馆提供）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莫

再安） “我们和我们的后人，世世代代都会来给

您扫墓。”4 月以来，绥宁县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来

到瓦屋塘镇，祭奠和缅怀安眠在江唐公路旁的红

军小烈士“五点钟”。

“五点钟”的真实姓名和具体年龄不详，原

系 1935 年 12 月随红二军团红五师激战鸡公坡

时的司号员。因其每天清晨 5 时准时吹响起床

号，红军指战员和当地群众都亲切地称他为“五

点钟”。

“五点钟”的父亲也是红军战士，在辗转征战

中牺牲，而幼小的“五点钟”在异常惨烈的鸡公坡

战斗中负伤掉队，流落在瓦屋塘一带，不得不在四

虎寨一个大地主家中担任长工。

“五点钟”在四虎寨悄悄鼓动当地群众打地

主、打“白狗子”。一直暗中监视“五点钟”的大地

主非常害怕，决定暗地里杀害“五点钟”。

“五点钟”得到群众消息，连夜往水口方向

追赶红军部队，至瓦屋塘水庙仔一带时，被大地

主的家丁赶上。大地主狠心地用竹席将“五点

钟”卷起，扔入河中，活活淹死。当地群众悲愤

不已，6 名青壮年用斧头将大地主砍死，然后投

奔红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瓦屋塘镇先后 4 次

修缮“五点钟”的墓地。每年清明期间，前往祭奠

“五点钟”的人络绎不绝。

“我们一定要把您战斗过的瓦屋塘镇打造成

‘高山茶叶之乡’和‘玉兰片之乡’。”4 月 1 日上午，

瓦屋塘镇党委、政府 20 多名干部将“五点钟”的墓

地打扫得清清爽爽，该镇党委书记杨磊带领大家

在墓前许下誓言。

当日中午，瓦屋塘镇返乡创业企业家代表贺

春生和贺鹏飞乘工厂午休时间，带领员工前往缅

怀“五点钟”。贺鹏飞斟满一杯酒，缓缓洒在“五点

钟”的坟头，“你们用生命打下来的江山，我们有责

任建设好它！”

绥宁县干部群众纷纷祭奠和缅怀长眠在江唐公路旁的红军小烈士

“我们都是‘五点钟’的后人”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杨 吉 通 讯
员 余晓冬） 4 月 1 日，由邵阳学院、

岳麓山工业创新中心邵阳分中心、高

效动力系统智能制造湖南省重点实验

室 主 办 的 校 企 合 作 签 约 仪 式 顺 利 举

行。邵阳学院党委书记宁立伟，邵阳

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邓政及多家企

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 6 项技术合

作协议的签署，开启产学研深度融合

新篇章。

签约环节，邵阳学院、邵阳职业技术

学院分别与湖南幸福时代新能源有限公

司、湖南达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湖南亿

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署 6 项技术开发

与技术服务合同，涵盖新能源、智能装

备、建筑工程等领域的前沿课题，签约金

额达 1060 万元。

签约企业代表逐一发言，并表示将进

一步与学校展开深度合作，在协同技术攻

关之外，也为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帮

助，让技术骨干与一线工程师走入课堂并

提供最前沿的案例教学，为学校提供实验

设备支持，做好定制化的相关人才培养计

划和职业规划指导等，实现创新驱动与产

业孵化紧密结合，让知识的价值得到真正

的释放。

校企携手共谋创新
产学研融合谱新篇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枫 通讯
员 阳安） 4 月 1 日，我市召开全市自

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和城市管理工作

会议。副市长贺源出席。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国家、

省相关会议精神，总结回顾过往成绩，调

度部署当前重点工作。

去年，全市耕地保护再次实现耕地

净增加，市、县两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成

功获批，不动产登记改革成效显著；纳入

住建部保交房系统考核项目交付销号率

达 100%，位居全国前列，自建房安全整

治工作在 2024 年第四阶段考评中综合

排名全省第二。文明城市建设、燃气安

全整治、垃圾治理等工作有力有效，城市

品质不断提升。

贺源要求，全市城建系统要全面贯

彻落实“人民城市”的发展理念，按照中

央和省、市决策部署，突出重点，精准发

力，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要聚焦

重点任务，坚持精准施策，以实干担当书

写城建工作新篇章。要强化责任担当，

锤炼过硬作风，以实干实绩向人民群众

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以人民为中心
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郭慧鹏 通
讯员 曾勤勤 江劲辉） 3 月 31 日至 4

月 1 日，民革邵阳市委会先后到绥宁县

武阳镇、大祥区六岭公园举行纪念抗战

胜利 80 周年清明祭扫活动，深切缅怀英

烈功绩，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市政协副

主席、民革邵阳市委会主委丰新妹出席

并讲话。

活动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

全体人员列队肃立，默哀鞠躬，向长眠于

此的英雄们致以崇高敬意，并请志愿者

代表献上祭祀礼品。随后，大家手持素

菊，依次缓步绕行纪念碑，将鲜花轻放于

碑前，以朵朵白菊寄托无声哀思。

丰新妹在讲话中回顾了雪峰山会战

的光辉历史与英烈壮举。她指出，新时

代新征程，全市民革党员要始终坚持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党为师、永跟党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应

有的贡献。民革邵阳市委会将在对台工

作大局中进一步找准定位，充分依托自

身掌握的丰富抗战文化资源，持续做好

关爱抗战老兵工作，更好团结海内外、岛

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共同推

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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