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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红六军建立，壮大了革命力量；
4月中旬，鄂西苏维埃五县政府的成立，开启
了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崭新阶段。随着红六
军、红四军胜利会师，红二军团成立，洪湖革
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革命形势一片大
好。1930 年 10 月上旬，湘鄂西特委正式成
立，湘鄂西根据地有了统一的领导核心，12
月，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召开
和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标志着以洪湖为中心
的湘鄂西革命根据正式形成。在党的领导
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广大军民在异常艰苦
的条件下，取得了三次反围剿和抗击水灾的
胜利，用无畏的精神和献血捍卫了胜利果
实，谱写了一曲气贯长虹的革命战歌。

鄂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
1929年12月，鄂西特委在石首县根据地

袁家铺召开了中国共产党鄂西特区第二次
代表大会。中共湖北省委派代表与会指
导。大会由周逸群、万涛和段德昌等组成的
主席团主持。党代会上，代表们就党的任
务、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等问题
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通过了《关于鄂西党目
前的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决议案》等12个文
件。《关于鄂西党目前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
决议案》分析了鄂西政治经济状况与革命形
势,这个决议案的通过，为鄂西地区的工作制
定了正确的行动纲领。

大会通过的《关于鄂西党的组织决议
案》，回顾了鄂西党的组织发展历程，检讨
了鄂西党的组织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
纠正途径。决议案确定了工作的中心区域

“党应集中力量去谋发展”。决议案还规定
要“建立支部生活”“健全地方党部及其工
作”等。

大会全面部署了鄂西地区的各项工作，
组成新的鄂西特委领导机关。接着举行二
届一次特委会议，选举周逸群、众鸣、文化3
人组成常委会,周逸群为书记。特委机关设
在沙市。

鄂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体现了党的
“六大”的基本路线，其主要精神是符合鄂西
地区革命斗争实际的，对鄂西地区后来革命
斗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某
些错误和缺点，对鄂西日后革命斗争的发
展，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红六军和鄂西五县
联县政府成立

鄂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后，正
是蒋桂军阀混战和鄂西各派国民党军阀争
斗日益剧烈之时。会后，鄂西特委趁国民党
军阀混战及阶级矛盾尖锐之机，积极贯彻鄂
西“二大”的各项决议，特别是力争扩大红军
和发展游击战争，完成建立“数县联合政权”
等任务。1929年12月中旬，特委遵照中央指
示，在峰口将鄂西游击总队升编为“中国红
军独立第一师”（亦称中央独立师），段德昌
任师长，下辖3个纵队。

1930年2月5日，中国红军独立第一师
第一、第二两个纵队在监利汪家桥会师。鄂
西特委及时召开军事会议传达中央计划，并

举行全体官兵大会，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独立
第一师升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军长孙
德清（不久因病离职，由邝继勋接任），政治
委员周逸群。下辖3个纵队。此外，鄂西特
委为加强党对红六军的领导，改进红六军的
政治工作，以特委和中央巡视员的名义，组
成红六军党的前敌委员会。

红六军的成立，完成了洪湖地区革命武
装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分散到集中的重
大飞跃，适应了洪湖地区由游击战转变为一
定规模的游击性运动战的需要，开创了鄂西
地区武装斗争的新局面。

1930 年 1 月 ，江 陵 县 苏 维 埃 政 府 成
立。2 月，石首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于袁家
铺。同月，潜江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于拖船
埠。3 月，调弦口市苏维埃政府成立，鄂西
特委迁至此地办公。在监利三区（分盐）苏
维埃政府成立后，进一步推动了各县革命
斗争的发展。

鄂西特委认为，尽快建立县级以上的联
县苏维埃政府，以统一根据地的各项政策、
法令，加强对各县苏维埃政权的工作指导，
既是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又已经具备了必
要的条件，遂决定于4月10日召开苏维埃代
表建立联县政府。4月中旬，在调弦口皇陵
庙召开包括江陵、石首、监利、沔阳、潜江在
内的5县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大会宣告成
立鄂西苏维埃五县联县政府，选举周逸群、
万涛、彭之玉、屈阳春、戴补天等组成苏维埃
政府主席团，周逸群为主席。鄂西五县联具
政府的建立，是红六军和鄂西人民长期英勇
斗争的结果。它使洪湖地区的根据地有了
统一的行政领导机构，从而开始了革命根据
地建设的新阶段。

鄂西苏维埃五县联县政府所辖范围，实
际上包括江陵、石首、监利、沔阳、潜江以及
华容等县的大部分农村，拥有石首、潜江两
座县城和藕池、调弦口、郝穴、沙岗峰口、府
场、小河口、戴家场、汊河口、朱河、文塔等大
小集镇数十座。石首的调弦口，驻着鄂西区
党、政、军机关以及鄂西农民银行，是洪湖根
据地这一时期的首府。

红二军团建立及洪湖革命根据
地的巩固和发展

洪湖根据地及湘鄂边根据地的形成，极
大地推动了整个湘鄂西地区革命斗争的迅
速发展。

1930年5月间，红六军执行省委关于东
进的指示，前锋直抵汉阳县蔡甸镇。这时，
中央和鄂西特委一再指示红六军西返，与贺
龙在湘鄂边组建的红四军会师。兴军西移
至沔阳县的沙湖休整，将第一、第二纵队改
为十六、十七两师，十六师由王一鸣任师长，
王鹤任政委；十七师由许光达任师长，李剑
如任政委。

贺龙率领的红四军，遵照中央指示，按
鄂西特委的要求，自3月初开始由鹤峰东出，
两次被沿途堵截的敌人挡回。6月2日第三
次东出。6月14日，开抵松滋县刘家场，与松
滋县委取得了联系，托其与红六军及公安县
委联络。7月2日,红四军获悉红六军已占公

安县城，于4日从西斋出发，下午两军会师。
7月7日，两军前委在公安县城南平镇

文庙举行联席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红四
军改为红二军，与红六军合并为红二军团
并组成以周逸群为书记的红二军团党的前
敌委员会。二军团由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
任政治委员。二军军长由贺龙兼任，政委
朱勉之。六军军长邝继勋，政委由柳克明
兼任。

贺龙后来回忆到这一段经历时，对红二
军团成立的意义作了深刻阐述。他在《湘
鄂西初期的革命斗争》一文中写道：“红二
军团的成立标志着湘鄂西革命斗争进人了
一个新的阶段。这是党的、人民革命事业
的巨大胜利，是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
装的巨大胜利。是党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开
始把工作重点由城市转人农村并在那里依
靠广大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建设农村根据
地的巨大胜利。”

红二军团在荆江两岸、襄河南北的军事
行动，扫除了洪湖革命根据地内大部分白色
据点，发展了苏维埃运动。石首、潜江县苏
维埃政府迁进了县城，区、乡苏维埃政府也
普遍建立。石首、江陵、监利等县革命根据
地的土地革命相继展开。各地赤卫队、少先
队等群众武装组织迅速增长。各地赤卫队
成为配合红军、游击队作战及巩固根据地的
重要力量。经济、教育、文化和卫生工作也
有了一定发展。至此,洪湖革命根据地得到
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为新的斗争奠定了
基础。

湘鄂西中央分局、临时省委建立
1931年1月7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四中

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陈绍禹）在共产国
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中共中央的实
际领导权。

3 月，中共中央派夏曦到洪湖根据地，
成立湘鄂西中央分局，开展“反右倾斗争”

“改造各级党的领导”，推行新的“左”倾冒险
主义。

夏曦到达洪湖根据地后，将王明等在六
届四中全会上的法宝“拥护国际路线”“反对
立三路线”搬了过来，以否定湘鄂西党、政府
及红军在长期斗争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推
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给洪湖革命根据
地健康发展带来不小的影响。但是,由于这
时反“围剿”斗争正激烈进行，党内一部分干
部坚持正确路线，不久又发生水灾，因此，
1931年上半年，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还没有
全面取代湘鄂西根据地原有的一系列正确
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特别是红九师接连取
得的军事胜利，使根据地的形势依然得到新
的发展。

6月16日，中央分局在瞿家湾召开扩大
会议，特委委员、各县县委书记及红军代表
参加了会议。会上成立湘鄂西临时省委。
崔琪任书记，随后，又成立了湘鄂西省革命
军事委员会,军委主席团由贺龙、万涛、夏曦
3人组成。

湘鄂西临时省委成立前后，对各地党组
织进行调整，将原来的湘鄂边分特委改为湘
鄂边特委，将宜昌分特委改为宜昌特委，并

建立南华安中心县委和汉川中心县委，各县
党组织也得到恢复和发展。在艰苦斗争环
境中成长起来的湘鄂西党组织，在粉碎国民
党的第一、二次“围剿”后，尽管受到王明

“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干扰，仍然得到较快
发展。

洪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
反“围剿”斗争

1931年7月，蒋介石自任“围剿”军总司
令，调集30万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
第三次“围剿”。与此同时，蒋介石又调集重
兵，围攻洪湖革命根据地。此时，洪湖革命
根据地兵力空虚，加之自7月份起，洪湖革命
根据地发生了严重水灾，给养困难。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湘鄂西临时省委
分析了敌情，8 月 3 日，湘鄂西省革命军事
委员会向九师下达任务进攻沙洋，开辟天
门革命根据地。接着省革命军事委员会又
在周老嘴举行会议，决定九师之二十五团
留守洪湖革命根据地，司令部率二十六团
及教导营直出沙洋，与汉川独立团取得联
系，在天门东北一带开辟革命根据地。8
月 10 日，九师师部率二十六团和教导营北
进，由二十五团在监沔边界掩护，于 15 日
晚占领了潜江县城，潜江县革命委员会在
县城重新成立。

17日，段德昌指挥红九师二十六团和教
导营进攻沙洋镇。经过反复拼杀，终于消灭
了国民党守军。红九师占领沙洋后，从敌人
文件中发现国民党远安县长的告急公函。
该函称红三军之一部已入南漳，有进窥远安
之势。红九师便向荆门挺进，以接应红三军
主力返回洪湖。9月28日，万涛与红三军领
导人会合。随后，红三军即经钟祥回师天
门、岳口、张截港，返回洪湖革命根据地。

红九师这次行动,胜利完成湘鄂西临时
省委和军委交给的任务，从北面打破国民党
军对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围攻，使潜江政权得
以恢复，并占领天门的一部分地区，发展了
荆门、天门一带的武装斗争。

正当红九师长驱北进之际，国民党军向
桃花山根据地发动进攻。石首县委县苏维
埃政府动员群众踊跃参军，与国民党军作
战。与此同时，石首县委还抓紧对国民党军
进行策反工作，并收到一定成效。由于敌我
兵力悬殊，桃花山游击队伤亡很大。接着，
国民党军又在石首全县反复“清剿”，被屠杀
的群众达数万之多。

为了打击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恢复江
南根据地，红九师二十五团在段玉林的率领
下，于10月上旬秘密渡过长江，进人桃花山，
与石首游击队会合，取得了一些胜利。回到
江北后，二十五团和石首游击大队攻克了袁
家铺、小河口横沟寺、新厂等地，恢复了石首
江北革命根据地。

公安革命武装也主动出击。在游击队
的保护下，公安县建立起了几处联络站。这
些联络站成为沟通公安以西各县与湘鄂西
省党政机关联系的重要枢纽。与此同时，汉
川独立团在天门、汉川等地连续战斗，也取
得了一系列胜利。

从打响鄂中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
治第一枪，到洪湖苏区第一个红色政权建
立，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湘鄂西革命根
据地军民不屈不挠，浴血奋战，前赴后继，
用生命和鲜血为中国革命的成功、为新中
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红色精神持续滋养着这片红色的沃
土，如今的湘鄂西革命老区正以时不我待
的奋斗姿态，传承红色基因，续写新的辉
煌，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向着高质量发展迈
出坚实步伐。

红色记忆
革命历史永不忘

1927 至 1934 年，以贺龙、周逸群、段
德昌为代表的革命先驱，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坚持武装割据，浴血奋战，创建了
以洪湖苏区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著名的洪湖赤卫队就是活跃在洪湖
沿岸和水上的几支党领导下的群众武装
力量，他们利用河湖港汊的地理优势开
展水上游击战争，配合红军开展“反围
剿”斗争。1938 年，毛泽东在《论抗日游
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写道：“红军时代
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
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
根据地的证据。”

鼎盛时期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连同
游击区，跨70多个县，人口约370万，主力
红军3万多人，地方武装约20万人，是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割据范围最大的三块红
色根据地之一，是参加长征的三大主力红
军之一红二方面军的诞生地，也是共和国
的摇篮之一。

多年的革命斗争，在湖北洪湖留下了
深深的红色烙印。瞿家湾镇有一条青石
板老街名为“红军街”，走进街道，抬头仍
可见很多标语横幅：“自从贺龙住湖内，洪
湖出了赤卫队”“湘鄂西苏维埃省政府万
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旧址、湘鄂西省
委旧址、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旧址、湘
鄂西省委宣传部旧址、湘鄂西省苏维埃政
府旧址、《工农日报》社旧址……这条长
500 余米的老街，至今尚存革命旧址 21
处、遗址18处。

2019年1月29日，湖北省荆州市启动
湘鄂西苏区革命遗存保护立法。2021年
4 月 1 日，《荆州市湘鄂西苏区革命遗存
保护条例》正式施行，将革命遗存的保
护、管理、利用纳入了法治化轨道，让展
翼的飞檐、历史悠久的木雕石柱、斑驳的
木门和牌匾以崭新姿态重现红色革命岁
月的辉煌。

薪火传承
红色基因代代传

1928年秋，留守洪湖开展革命斗争的
“红五子”之首刘绍南因叛徒告密，不幸被
捕壮烈牺牲。刘绍南铡刀之下不变节，给
这鱼米之乡注入源源不断的红色力量。
1994年之后，作为烈士的孙子，刘胜继承
爷爷的遗志，回到家乡担任湖北省洪湖市
绍南村支部书记，为乡亲们服务，让红色
文化深入人心，让革命精神薪火相传。

“我的爷爷发动戴家场秋收暴动的时
候，他不光是为了想报效国家，还想振兴
乡里，让家乡的老百姓过得更好一点，我
从小就受到爷爷红色故事的熏陶，看能不
能力所能及地为村民做些实事。”上任伊始，刘胜就暗暗
发誓，一定要尽己所能为乡亲们服好务。

曾经的绍南村垃圾多、环境差，大街小巷全是土路，
下雨天走在路上一脚泥。作为绍南村的领路人，摆在刘
胜面前的第一大事就是“老百姓的需要”，为他们解决看
似“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让村民生活得更舒心。

“起初以为门前屋后环境整治只是搞形式，很多村民
不以为然。后来看见党支部带着党员们干劲十足，道路
越来越干净、环境越来越美化、垃圾越来越规范，我们群
众哪好意思再不行动起来？”老百姓朴实的话语，道出了
环境整治中刘胜带头的“头雁效应”，带动了广大群众实
现从“一边看”向“主动干”的转变。

现在每一个走进绍南村的人，第一感觉都是村容村
貌整洁、交通秩序井然、百姓安居乐业。

绍南村的转变是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动缩影。“今天
的洪湖，长江大堤、洪湖围堤固若金汤，洪监高速、武汉
都市圈环线高速洪湖段连通四方，‘一河两岸’、市民公
园等民生项目相继投入使用，城乡旧貌换新颜。”洪湖
市委书记魏朝东对洪湖的发展信心满满，表示将带领
全市干群进一步传承、弘扬革命老区精神，走好新时代
党的群众路线，为湘鄂西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夯基蓄势。

红色底蕴 践行高质量发展
近日，湘鄂渝黔红色旅游推介会举行，来自湘鄂渝黔

4省市的17个市州政府共同签订红色旅游合作框架协议。
为集中展示推介红色旅游资源，助力区域红色旅游

高质量发展，荆州市文旅局发布“重走初心路·重温湘鄂
西革命岁月之旅”“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之旅”

“弘扬抗洪精神·绘就美丽荆江新画卷之旅”“追寻先贤足
迹·奋进新时代研学文化之旅”“体验美丽乡村·助力乡村
振兴之旅”5大主题、15条红色旅游经典线路。

以红色文化吸引人、以红色故事打动人、以红色力量
鼓舞人、以红色初心感染人，一条条红色旅游线路，吸引
了一批又一批游客前来游览红色故地，古色古香的街区
焕发着全新的活力。

红色底色赋能老区发展，不仅在于有革命遗址、遗迹
和遗物这样的物质依托，也在于永远跟党走、不惧艰险、
一心为民的精神驱动。一手抓保护，一手抓创新发展。
近年来，洪湖依托“红色故乡”“百湖之市”“水乡泽国”等
资源禀赋，走生态发展带动经济发展之路。

2017年底，洪湖水域18.7万亩围网全部拆除，3453户
渔民全部永久性上岸安居。生态恢复也带来了巨大经济
效益。洪湖莲藕膳食纤维含量高，有药食同源的价值，有
着1000多年的种植历史。洪湖市目前有32家莲藕精深
加工企业，已经形成莲藕全产业链。

优质的洪湖水还孕育出另一张水产名片——洪湖清
水蟹。经过多年发展，洪湖已成为全国河蟹养殖标准化
示范县。

如今的老区人民，正以满腔的热情投身到乡村振兴
事业之中，一个经济发展、社会文明、环境优美、人民幸福
的湘鄂西革命老区正逐步呈现在人民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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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碧血洒湘鄂 艰苦卓绝战荆襄
湘鄂西红色革命历史简述

洪湖孕育了长征主力部队之一
土地革命时期，以洪湖苏区为核心、以

瞿家湾为首府的湘鄂西苏区，是党领导创建
的最早、范围最广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在中
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湘鄂西苏区是红军三大主力之一——
红二方面军的发源地。贺龙、周逸群同志创
建的红四军、红六军和红二军团，是红二方
面军的前身，部队主要力量诞生在洪湖地
区。1938年，毛泽东在《论抗日游击战争的
战略问题》中写道：“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
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
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

洪湖牺牲了数十万革命英烈
“洪湖水，长又长，人心向着共产党。”红

军，在洪湖播下了革命种子，在洪湖深深植
入“红色基因”。党和红军通过形式多样的
宣传和践行，使湖区民众从思想上开始深刻
认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各
级党组织在洪湖地区陆续建立，家家户户为
红军提供物资帮助，救护照顾红军伤病员，
踊跃参加红军，为推动红军胜利乃至中国革
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贺龙元帅一家为了革命牺牲7口人。周
逸群、段德昌等一批革命先辈在洪湖地区牺
牲。七年鏖战，湘鄂西苏区走出了贺龙、许
光达、贺炳炎、黄新廷、杨秀山等67位共和国
开国将帅，洪湖地区为中国革命牺牲了10万
余人，其中有名有姓的洪湖烈士多达 3144
人，洪湖人民用自己的乳汁哺育了党早期的
红色政权，用鲜血灌溉了党的萌芽。毛泽东
同志将“贺龙式”的湘鄂西苏区，与“朱德毛
泽东式”的井冈山根据地、“李文林式”的东
固革命根据地、“方志敏式”的赣东北根据地
并列，誉为工农武装割据的四种模式。

洪湖铭刻着中国共产党人
的初心与使命

“为革命，砍头只当风吹帽；为了党，洒
尽鲜血心欢畅。”共和国经典歌剧《洪湖赤卫

队》中韩英的这句唱段，深刻体现了红军高
昂革命斗志、永葆革命精神的理想信念，是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题中之义，也是洪湖
赤卫队员刘绍南、彭国材、贺闯等原型的真
实写照，更是我们担当作为、奋发有为的不
竭动力。

为纪念湘鄂西苏区革命先烈的丰功伟
绩，国务院于1957年为湘鄂西革命烈士纪念
碑撰写碑文，1978年批准建立湘鄂西苏区革
命烈士纪念馆，这是除人民英雄纪念碑外，
由国务院撰写碑文的唯一一座纪念碑。除
此之外，洪湖境内有4座烈士纪念碑，分别由
贺龙、徐向前、王震、邓颖超题词；原国家主
席李先念为湘鄂西革命烈士陵园的门牌题
词，这在全国非常罕见。

洪湖传承着伟大精神
“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红

军来到洪湖，是洪湖地区近现代历史上一次
伟大思想革命，留下的丰富多彩、形式多样

的物质遗产和精神文化遗产，是洪湖发展赶
超的宝贵财富。

红军时期，苏区军民抗洪水、保家园，留
下了“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勇往直前，战胜
每一个困难”的“洪湖精神”。1998年，特大
洪水肆虐长江，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洪湖发出
抗洪总动员令，在洪湖书写伟大的抗洪精
神。革命常思洪湖水，重整行装再出发。红
军在洪湖留下的精神遗产，将转化为洪湖党
员群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不竭动力，激
励洪湖人民全力建设红色洪湖、绿色洪湖、
金色洪湖，将指引洪湖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走向更远更光辉的未来。

英烈千秋
周逸群，湘鄂西红军和苏区创建人。

1896 年生，贵州铜仁县人。1924 年 10 月入
黄埔军校第2期学习，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

1928年，与贺龙赴湘西北地区开展武装

斗争，参与领导鄂中鄂西地区年关暴动和桑
植起义。先后任中共湘西北特委书记、鄂西
特委书记。1930年2月领导组建中国工农红
军第6军，兼政治委员。7月率第6军与第4
军在公安县会师组成第2军团，任军团政治
委员、中共前委书记，与贺龙领导创建以洪
湖为中心的湘鄂西苏区。9月，调任中共湘
鄂西特委代理书记兼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
府主席。在第2军团主力南征、国民党军重
兵“围剿”的极端困难情况下，领导组建江
左、江右军两个指挥部和独立团，实行全民
皆兵，相继取得第一、第二次反“围剿”斗争
的胜利，保卫了洪湖苏区，壮大了红军和地
方武装力量。1931年5月，在湖南岳阳贾家
凉亭附近遭国民党军伏击，英勇牺牲，时年
35岁。

邓中夏（1894 年 10 月 5 日-1933 年 9 月
21日），男，汉族，字仲澥，又名邓康，湖南省
宜章县人。中共第二届、五届中央委员，第
三届、六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
候补委员。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工人运动的
领袖。

少年时代曾就学于长沙湖南高等师范
文史专修科。1917年入北京大学国文门学
习。1920 年 3 月，在李大钊领导下，邓中
夏、高君宇等人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
学说研究会。1920 年 10 月，在研究会基础
上，发起成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邓
中夏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1923 年 参 加 创 办 上 海 大 学 ，任 教 务 长 。
1925 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任秘书长
兼宣传部长，参与组织领导省港大罢工。
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党的八七会议，被选为
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赴莫斯
科，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
表。1930年回国后被任命为中央代表赴湘
鄂西根据地，任湘鄂西特委书记、红 2 军团
（后改为红 3 军）政委、前敌委员会书记、中
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2年到上海任
全国赤色互济会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
1933年5月被捕。

1933 年 9 月 21 日，他高呼着“中国共产
党万岁”的口号，昂首走向刑场，英勇就义。

洪湖：红色水乡为革命胜利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