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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鄂西省邮政局（湘鄂西省赤色邮务总局）旧址
位于瞿家湾镇红军街，房屋建于清同治九年（1870
年），长 31 米，宽 11 米，为穿斗梁，土木建筑，单檐
硬山顶灰布瓦屋面。1964 年 11 月，洪湖县政府拨
专款维修房屋，1977 年 8 月，由瞿家湾革命纪念馆
保护管理。

该旧址门前挂湘鄂西省邮政局招牌，右侧活动
板窗系对外营业处，内部结构为三进二厢房，第一进
左厢房为湘鄂西省赤色邮务总局。

1931年4月，湘鄂西赤色邮务总局由石首调弦口
转移到瞿家湾，6月16日，更名为湘鄂西省赤色邮务
总局。赤色邮务总局建立了水上邮政网和陆路交通
站，制定了严格的邮政纪律，为机要文件、公函、军民
信件的收发与传递，为革命根据地的报刊发行工作
起到了重要作用。12月11日，湘鄂西第三次工农兵
代表大会召开，在此期间，湘鄂西省赤色邮务总局发
行了石版邮票，其中“壹角”面值的邮票已列入《中华
世界邮票目录》（亚洲卷）。

据悉，湘鄂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致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
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工农兵群众的《通电》：

“湘鄂西省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于广州暴动四周
年纪念日（即12月11日）郑重开幕了！这次大会，是
在工农红军冲破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三次围剿
之后，是在全国范围内冲出反帝高潮和普遍的灾民
斗争基础之上，同时是在一切反动派正在企图‘一致
团结’来对付革命势力的关键时候召开的。因此，大
会的主要任务，是要动员全省的工农劳苦群众积极
支持红军，保证红军的给养；加强地方武装，严密工
会组织；恢复和扩大生产，整顿水利，整理经济财政；
发动和领导非苏区的群众斗争，来巩固和发展苏区，
争取国内阶级战争的胜利！”

1927 年 8 月，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
命，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确定了
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湖
北省委遵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将全省分为
鄂北、鄂中、鄂西等7个暴动区，制定了较完整的
秋收暴动计划。中共鄂中特委按照中央和省委
指示，确立以洪湖为中心，沿湖出没无常地杀戮
土豪劣坤，准备大举暴动，向沔中、沔北发展的
战略部署，从大土豪涂老五开刀，首先攻打沔
南重镇戴家场，拉开了秋收起义的序幕。

8月下旬，熊传藻在洪湖深处召开新堤市委
会，传达中央和省委关于秋收暴动指示，决定市
委成员分赴新堤、小港、傅湾等地发动群众，作好
暴动准备。根据党中央《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
暴动时间定于9月10日。而此时，唐方九既未建
立鄂中区特委，又与赵文允失去联系，省委当即
派遣王平章、肖仁鹄与熊传藻取得联系，在新堤
组建鄂中区特委。9月1日，省委常委、农民部长
任旭巡视鄂中区，将鄂中区分为南北部，分别成
立特委，以加强暴动领导。肖仁鹄当即召开南
部的沔阳、潜江、监利、新堤三县一市党的负责人
会议，宣布成立鄂中南部特委，肖仁鹄任书记，熊
传藻、邓赤中、刘崇龙、袁传鉴任委员，漆子恒任
秘书长兼总交通员。特委代号“钟德辉”，特委机
关设新堤。会议决定鄂中南区秋收暴动以洪湖
沿岸为依托，以新堤为暴动中心，策动新堤驻军
起义，一举夺下新堤。

9月3日，在特委指导下，沔阳县召开第二
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刘金山为县委书记，决
定全县分四个暴动区，其中沔南区由刘绍南任
区委书记，彭国材、赵文允、聂道美、杨先洲等
任委员。会后，县区负责人分赴各地，组建“暗
杀队”“红队”“暴动队”，准备武装暴动。然而，
9月6日情况突变，驻峰口的湖北警卫团一个
连队移驻新堤。7日，特委召开紧急会议，撤销
新堤暴动计划，决定以沔阳县为暴动中心，监
利县策应，肖仁鹄、邓赤中负责沔阳县，熊传
藻、刘崇龙负责监利县，9 月 10 日发起暴动。
根据沔阳县委的建议，暴动发起地定为戴家场
（今属洪湖市），首先攻打戴家场26保保董涂
老五。

涂老五，本名涂大渭，人称涂老虎，沔南一
霸。在洪湖西北岸，涂老五以戴家场、施家港
为中心，霸占良田万亩，拥有房屋千间，在沔
城、峰口、府场、曹市、柳关开设商店、鸦片馆
80余家，在柳关至监利一线开有榨房、酒厂等
作坊，千方百计盘剥人民。大革命失败后，卷
土重来，甚嚣尘上，成立“团防”，并充任戴家
场26保保董，对共产党员、农会骨干疯狂反攻
倒算。

9月7日晚，特委、沔阳县委、沔南区委负责
人肖仁鹄、邓赤中、娄敏修、刘绍南、彭国材、赵

文允等人带着10余把短枪，夜宿离戴家场4公
里的陈家垸长乐寺，挖出埋藏在陈家垸的8支驳
壳枪、2支勃朗宁手枪和2000发子弹。8日下
午，董锦堂通知隐蔽在洪湖大湖中的戴家场梭
标队25名队员（均为党员）到长乐寺参加党员大
会。到会的还有陈家垸、李家河、水塌埠、土地
沟4个村的20多名党员。会议决定9月10晚
（农历八月十五日）攻打涂老五，要求党员会后
分头组织农协会员。至10日,报名参加暴动的
农协会员达到250多人。农协会员张成光大革
命失败后隐蔽在沙口做蔑匠，连夜回到戴家场，
挖出埋在菜田的三眼铳，赶到长乐寺。

9月10日午夜，刘绍南、彭国材率领300多
名由共产党员、农协会员组成的暴动队伍，手
持大刀、长矛、梭标，冒着大雨，与提前到达的
肖仁鹄、邓赤中、刘金山、刘绍南、赵文允等人
在涂家大院会合，将涂家大院包围起来。涂家
大院墙高院深，除“团防”队住房有灯亮外，一
片漆黑。彭国材果断地说：“烧！再迟了怕团
丁发觉！”连忙带几个人跑到涂氏榨油房，抬的
抬油，抱的抱柴，堆放在大门口。刘绍南点燃
火，顿时烈焰腾腾。暴动队点燃爆竹和用瓷瓶
装上硝石、硫磺自制的手榴弹投向大院，顿时
爆炸声响成一片，震得屋上瓦砾乱飞。董锦堂
背着梯子冲到西北院墙脚，架梯爬上院墙,跳
进院内。彭国材几个箭步，用力撞开烧毁的大
门，就地一滚，扑灭身上的火，挥舞大刀，砍倒
值班的团丁。暴动队一涌而入，冲进二道门，
扑向喝得醉醺醺的团丁。涂老五被枪声、喊杀
声惊醒，见火光冲天，情知有变，慌忙从窗口跳
出，直奔后院，翻上院墙。董锦堂冲进后院，抬
手一枪，击中涂老五左大腿，涂老五大叫一声
滚落到院墙外的南瓜地里，被亲信救走，连夜
逃到新堤，后因伤势过重，旬日毙命。暴动队
歼灭了涂老五的“团防”武装，缴获了一些枪支
弹药，没收了涂老五的浮财，焚烧了涂老五的
房屋和20多家工场、手工作坊和商店，救出当
晚被涂老五强行抢到家的良家妇女。

随后，杨先洲、谢帮栋率200余暴动队员，
在关庙、南林口、观阵、榨台等地，镇压了大土
豪高志耀、杨明才、陈观清等人，袭击了鄂西靖
国军第一军军长唐克明在河坝村的老巢——
兆威将军府，没收了浮财，捣毁了“功德碑”。

9月11日，沔南区委在戴家场王爷庙召开
庆祝大会，鄂中南特委、沔阳县委负责人和附
近农渔民近4000人参加会议。会场贴了一副
大对联：“新工农新主人新社会新世界新农民
协会；革命人革到底革土豪革劣绅革反动政
权”。大会宣布恢复戴家场乡农民协会。农民
协会实行委员会制，下设组织、宣传、调解、经
济、秘书等工作部门，每个部门设5—6名工作
人员。选举涂位云为戴家场农民协会委员长，

成立戴家场乡农民自卫团，彭国材任团长。会
后，戴家场一带 30 个村恢复农民协会和农民
自卫队，提出“反对高利贷、抗租、抗债、抗税”
口号，禁止赌博、抹牌、抽鸦片等不良嗜好，捕
杀土豪劣绅22人。

戴家场暴动打响了鄂中地区武装反抗国
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鄂中区秋收暴动

的序幕。戴家场乡农民协会是洪湖地区第一
个具有苏维埃政权性质的贫雇农中农自己的
政权组织。为有效团结农民、打击敌人等方面
进行了宝贵的实践。戴家场乡农民自卫团是
共产党在洪湖领导农民建军的一大尝试，为组
建工农武装作了干部和兵员上的准备。

（来源《党旗耀水乡》）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
式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时代。洪湖有
党的活动，始于1925年5月，党的“四大”后，至今
已经走过96年的光辉历程。

1925年5月，部分在武汉读书的原属沔阳县
籍的共产党员和少数外地的共产党员，受中共武
汉地委的派遣，先后来到洪湖从事革命活动。他
们宣传革命思想，发动和组织群众，秘密发展学
员，建立党的组织。同月10日，沔阳籍共产党员
娄敏修（又名娄吼）在新堤以沔阳县第三高等小
学代课教师身份为掩护，发展了新堤江峰小学
教员刘植安、教会小学教师胡炎昌和在家治病
的武昌高师学生郑崇实等人入党。同月 10 日
晚，在新堤西堤街郑家巷“恒大花行”成立洪湖
境内最早的党组织——中共新堤小组。7月，受
中共武汉地委派遣，共产党员熊传藻赴新堤发
展党组织，于9月将新堤党小组改建为中共新堤
支部委员会，熊传藻任书记。同年5月，蒲圻籍
共产党员刘啸梅（真名鲍家凤）在石杨湾、鸭耳
垸开设学馆，与洪湖地区的共产党员赵文允、谭
翰藻、万献武一道，发展刘采庭、聂士均、毛永
章、何洪卿、何业儒、黄传柏、张志浩、王伦策、石
青等10余人入党。同年8月，建立了洪湖第一个
党支部——中共石杨湾支部委员会，先后隶属于
中共武汉地委、湖北地委、湖北区委，刘采庭任书
记。同年9月，共产党员关兆南、张雨林（后叛变）
以办“青年读书会”为名，发展刘甘乾、李生银等
人入党，成立中共峰口小组，不久改为中共峰口
支部委员会，先后隶属于中共武汉地委、湖北地
委、湖北区委，关兆南任书记。

1926年元月，共产党员刘绍南受中共武汉
地委派遣，返回戴家场从事农民运动，先后发
展涂位云、黄国庭、彭国材、贺闯、赵图荣、许登

科、李德珍、陈德华、王文允等人入党。2 月，建
立中共戴家场党小组，4 月，改为中共戴家场支
部委员会，刘绍南任书记。年底，从广州农讲
结业的共产党员李良贵、梅东良、熊国坤等人，
在沔城召开了沔阳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了中共沔阳部委。沔阳部委隶属中共
湖北区委。同年 3 月，中共武汉地委派遣蒋彪
整顿新堤党务，将中共新堤支部改建为中共新
堤市特别支部，该特支先后隶属中共武汉地
委、中共湖北省委、中共湖北区委，蒋彪任书记。

1927年4月10日，中共新堤特别支部委员会
经中共湖北省委批准，改为中共新堤市委员会，
该组织隶属中共湖北省委，熊传藻任书记，机关
设在新堤东岸刘大成公馆。5月，中共沔阳部委
改为中共沔阳县委，书记娄敏修，隶属中共湖北
省委。中共沔阳部委和中共沔阳县委下辖洪湖
市境内的党组织有：中共石杨湾支部、峰口支部、
戴家场支部、府场支部、南林口支部、郑道湖支
部、宋墩支部。

1927年，蒋介石集团在上海发动“4·12”反革
命政变之和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分共反共、公开
叛变革命之前，洪湖地区党组织为了适应革命
斗争形势的需要，保存革命力量，遵循上级指
示，由半公开活动转入地下活动。从而保存了
以熊传藻为书记的中共新堤市委会等组织，为
党在洪湖地区开展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准备了
基本骨干力量。

南昌起义后，湖北省委根据“八·七”会议精
神，划全省为7个暴动区。1927年8月底，派遣王
平章、肖仁鹄组建中共鄂中区特别委员会，以领
导该区的秋收暴动。为了便利工作，鄂中区分为
南北两部。同年9月初，肖仁鹄到达新堤。肖仁
鹄以中共新堤市委为基础，正式组成了中共鄂中
区（南部）特别委员会，负责沔阳、监利、潜江和新

堤三县一市的秋收暴动组织发动工作。1927年9
月10日，在中共鄂中（南部）特委、沔阳县委领导
下，300余名农协会员在沔阳南区（今属洪湖市）
的戴家场举行了武装暴动，打响了湘鄂西武装斗
争第一枪。接着，又成功地组织了白庙、府场、郑
道湖、小沙口、周何湾等地秋收暴动，揭开了洪湖
武装斗争序幕。同年10月中旬，鄂中特委南部负
责人肖仁鹄在洪湖东港子召开会议，建立了工农
革命军第四军。肖仁鹄任军长，下辖两个师。这
支队伍是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党领导洪湖地区武
装斗争所拥有的第一支工农武装。1928年1月，
鄂中区特委南北两部合并。

从 1927 年 7 月至 1932 年 10 月间，洪湖地区
的县级党组织有：中共新堤市委会（后改为特
支）、中共沔阳县委员会（含临时县委）、中共沔
（阳）监（利）县委员会。

中共新堤市委员会于大革命失败前夕转入
地下。1928 年 2 月更名中共新堤特别支部委员
会，先后属中共鄂中（南部）特委和湖北省委领
导。1931年1月，特支领导人被捕罹难，组织遭
到破坏。中共沔阳县委员会在 1928 年 3 月反

“清乡”斗争中，设在白庙的县委机关遭敌人破
坏，县委书记等6人遇难。为继续领导反“清乡”
斗争，刘绍南在沔南土地沟、娄敏修在沔北张家
台，同时建立两临时县委。6 月，省委派张华甫
赴沔，统一南北两个县委。自 1929 年 10 月 28
日，中共沔阳县委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在鄂西
特委委员段段德昌的主持下，在洪湖小沙口六
屋墩召开，与会者 100 余人，代表全县 600 余名
党员，县委机关迁设于郑道湖，选举产生了以杨
光华为书记的新的沔阳县委领导成员。12 月，
根据中共鄂西特委指示，解散沔阳县委，成立临
时县委，隶属于中共湖北省委和中共鄂西特
委。1930 年 4 月中共沔阳临时县委遵照鄂西特

委训令，组建中共沔阳县委，至 1931 年 6 月，隶
属于中共湖北省委和鄂西特委，1931 年 6 月至
1932年10月，隶属于中共湘鄂西省委，县委机关
一直设在峰口镇。1932 年 6 月，中共湘鄂西省
委以沔阳县委全部是“改组派”包办为理由，将
其解散，并组成中共沔阳县组织委员会，取代县
委工作。不久又恢复沔阳县委。1932 年 10 月，
洪湖革命根据地丧失，沔阳县委解体。

中共沔（阳）监（利）县委员会是中共鄂西特
委为发展沔阳、监利两县交界之赤区于 1930 年
1 月决定成立的，同年 4 月，因县委书记娄敏修
调任鄂西联县政府秘书长，鄂西特委训令撤销
沔监县委。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洪湖地区除新堤坚持
“白区”斗争外，均为洪湖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
县、区乡均设有党的组织、苏维埃政权机构，以及
游击队、赤卫队等地方、群众武装和工会、农会、
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党的各级组织，领导
广大人民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改革，
发展经济生产，积极配合红军平息“北极会”叛
乱，粉碎敌人三次“围剿”，并战胜了历史上特大
水患，使洪湖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

1932年夏，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对洪湖革
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由于敌我兵力悬
殊，加之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踏实执行者在
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指导，并错误的
进行肃反，导致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9
月3日，湘鄂西首府瞿家湾失守。10月，洪湖革
命根据地全部丧失，洪湖地区党组织遭到彻底
破坏。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 年 2 月，漆子恒（又
名王治）遵照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重返新堤，
秘密成立中共新堤支部委员会。3 月，在洪湖
地区成立了隶属中共沔阳特支的中共郑道湖

支部委员会。9 月，因特支被破坏，负责人被
害，郑道湖随之解散。10 月，新堤沦陷前夕，由
于形势日趋恶化，支部成员奉命撤离，组织随
之撤销。

1943年春，洪湖地区先后建立了由中共襄河
地委领导的中共汉（阳）沔（阳）工作委员会和中
共监（利）沔（阳）县委员会，开辟了汉沔、监沔两
块根据地。1944年4月，鉴于汉沔、监沔抗日根
据地已联成一片，为向江南发展，中共襄河地委
决定，在洪湖下丰岸成立中共汉（阳、川）沔（阳）
中心县委员会，下辖中共监沔县委、汉沔工委、嘉
（鱼）蒲（圻）工委、（汉）川沔（阳）工委及琯珰、黄
蓬、张沟、珂里等中心乡（后改为区）党支部（区
委）。至此，形成了以洪湖为中心，包括沔阳、监
利、汉川、汉阳、嘉鱼、蒲圻等县部分地区的洪湖
抗日根据地。洪湖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开辟，成
为新四军五师阻止日军西进的屏障，并为豫鄂边
区提供了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为赢得抗日战
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了内战，重
兵围击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1945 年 12 月，洪
湖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机关，除留下少数坚持
斗争外，均奉命北撤，后随新四军五师突围至鄂
西北。

1947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大军挺进大
别山。12月，中共府场区委员会成立；翌年1月、
2月，中共峰口、戴家场区委员会先后成立；为策
动新堤和平解放，于1948年8月成立中共新堤特
别小组。

1949 年 5 月，新堤和平解放。6 月，中共沔
阳地委、行署、军分区机关驻新堤。1951年6月
20 日，成立中共洪湖县委员会、洪湖县人民政
府、洪湖县人民武装部，隶属中共荆州地委、行
署、军分区。 （来源《党旗耀水乡》）

洪湖党组织的成长发展

戴家场秋收暴动

瞿家湾轶事
瞿家湾原是洪湖一块鲜为人知的荒

洲。直到明弘治年间，沙市一个叫瞿文暹
的铮铮铁汉，因打抱不平得罪官府，为逃
避追杀，扛起一杆鸟铳，荡一叶扁舟，顺流
而下，毅然离开故居。偶泊荒洲，登岸四
顾，只见河湖港汊四通八达，百里洪湖蒿
排滴翠、荷花飘香、游鱼戏水、禽鸟翱翔
……他流连忘返，欣然举起鸟铳，打下第一
只野鸭。响亮的铳声宣告：荒洲来了第一
位拓荒者。

瞿文暹在荒洲上结草为庐、渔猎为生，
勤劳节俭数余年，掀掉草庐，盖起瓦房，娶妻

生子，垦荒耕地，后代在此安居乐业，兴旺发
达。到明崇祯年间，瞿姓人为缅怀先祖，将
此取名“打铳湾”。

清乾隆四十年，将始建于明弘治年间
的中湾街不断延伸拓展，街面用麻石铺路，
透出古色古香的气息。房屋建筑展示水乡
小镇特色，穿斗式土木结构，单檐硬山、灰
墙玄瓦、高垛翘脊，装饰精巧，已逐步演变
成一条初具规模的“明清一条街”，遂改名

“瞿家湾”。因此街东西走向，也有人称“丹
凤朝阳街”。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瞿家湾

曾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首府所在地，也
是 红 二 军 和 洪 湖 赤 卫 队 的 摇 篮 。 周 逸
群、贺龙、段德昌、谢觉哉、柳直荀等老一
辈革命家曾在这里领导过根据地的革命
斗争，创造了中国革命水上游击战争的
典范。

明清一条街有中共中央原政治局委员
王震题写的“瞿家湾革命烈士纪念碑”，至今
仍完好地保存着“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中
共湘鄂西省委会”“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等
39处革命旧址。1988年，“明清一条街”被国
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全国

优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湖北省国防教育
基地。

瞿家湾人善抓机遇，巧借外力发展旅游
观光业，打造集自然风光和革命历史为一体
的游览胜地，以“明清一条街”为核心的古建
筑群，飘逸着古老的民俗风韵，为人们保留
着乡愁、延续着红色记忆。以蓝田生态园为
中心的国家 4A 级旅游风景区，凸现湖光水
色、海市蜃楼的壮观。瞿家湾就像一颗璀璨
明珠，镶嵌在洪湖之滨，以无限风光、无穷魅
力吸引中外游客。

（来源《洪湖故事》）

湘鄂西省
邮政局旧址

□ 陈 梦

0303洪湖往事洪湖往事2021.4.23 星期五洪湖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