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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片红色的热土。
90多年前，在这片红色水乡，创建了以洪湖苏区

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当地百姓和红军战士
并肩浴血奋战。血与火的洗礼，让洪湖赤卫队载入
中国革命史册。

90多年后，洪湖民兵赓续传承“洪湖赤卫队精
神”，打赢了98抗洪、“70年一遇旱情”、新冠疫情防
控等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他们不惧困难、不畏
牺牲、敢于冲锋在前的精神，汇聚成一道耀眼光芒。

浩浩洪湖水，滋养了一代又一代洪湖人；历经
千锤百炼的“洪湖赤卫队精神”，穿越时空的长河，
历久弥新。

站在革命先辈的肩头，洪湖民兵如今又有了
一个英雄的名称——洪湖赤卫队民兵连。

接过英雄队伍的旗帜，续写先辈辉煌与传
奇。骄阳似火，壮怀激烈，洪湖民兵誓言铿锵：让

“洪湖赤卫队”这面战旗永远高高飘扬！

如火的夏日，洪湖市民兵训练基地练出如火的气势。
“洪湖赤卫队民兵连”战旗迎风飘扬，民兵们高呼“连训”、

同唱“连歌”，一声高过一声，响彻训练场上空。
“锻造应战应急的尖刀铁拳，争做笃定前行的红色传人！”

洪湖赤卫队民兵连民兵姚仔云雄姿英发、话语激昂。
在洪湖市峰口镇，姚仔云是当地百姓心中的“英雄”。今

年38岁的姚仔云是一名退役军人，2002年至2007年在空降
兵某部服役。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刚退伍的姚仔云还在武汉打
工，他来不及和家人打招呼就挤上了西去的列车，在抗震救灾
一线一干就是3个月。5年后，他又以志愿者身份参加到雅安
地震的救灾中。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洪湖市把开发区人民医
院进行改造，用于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姚仔云不惧危险，主动报
名参加洪湖“小汤山”医院援建和保障任务，一待就是70多天。

“国家有难，我们老兵必须一马当先。”2020年，洪湖新冠
肺炎疫情刚有缓和，汛情又迅猛袭来。姚仔云和其他民兵一
起转战好几个地方，加高子堤、筑堰塞坝，始终冲在一线、守在
一线，直至洪水退去。

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洪湖民兵。
2021 年 8 月，疫情再次卷土重来，洪湖市峰口镇迅

速组织民兵在农贸市场、白庙交通管制点等重要卡口值

守，对过往车辆及人员进行“一问一测一验一戴”工作，
确保不漏一人、不漏一车，做到排查到位、检查到位、防
控到位。

一面旗帜就是一支火炬，一个民兵就是一粒火种。
王爱民也是一名退伍军人，2020年主动参加疫情防控和

抗洪抢险战役后，被村干部和村民一致推选为芦花村党支部
副书记。

自那时起，王爱民就一直扎根乡村，负责芦花村综治和党
建等方面的工作。身为退役军人，王爱民一直将国防教育建
设牢记心中，在平时工作中加强征兵宣传，这些年来为部队输
送了10多名优秀青年。

像姚仔云、王爱民他们一样的退伍老兵，在洪湖赤卫队民
兵连超过半数。

为擦亮“洪湖赤卫队民兵连”这张金色名片，洪湖市
人武部结合民兵调整改革，抓好整组和军事训练，退伍军
人和党员比例由规定的 30%提升至党员比例 70%、退伍
军人比例74.1%，努力建设一支素质过硬、作风优良的民
兵队伍。

精神震撼人心，信仰穿越时空。革命先辈为了崇高的理
想，勇往奋进以赴之、瘅精瘁力以成之，绘就一幅幅激越沉雄
的历史画卷。接过先辈旗帜，“洪湖赤卫队民兵连”的民兵们
朝着“能打仗、打胜仗”的目标不断奋进。

续写革命先辈传奇与荣光一面英雄旗一面英雄旗：：

“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熟悉的旋律在位
于洪湖市的荆州市实验花鼓戏剧院响起，演员精彩的表演和
一段段脍炙人口的唱段，深深地感染着台下的每一个人。

沉浸在歌剧《洪湖赤卫队》优美旋律中，大家仿佛回到了
那段峥嵘岁月。

1927年4月，周逸群自湘西北返回洪湖。1928年1月，他
根据湖北省委《工农革命军任务与组织决策》中“除工农革命军
外，各县可成立赤卫队，赤卫队受当地苏维埃政府指挥，保卫
当地治安”的指示，在群众斗争基础较好的地区建立了若干赤
卫队。

这些赤卫队，就是“洪湖赤卫队”的前身。
洪湖河湖港汊纵横交错，芦苇蒿排密密麻麻，湖中有大

大小小的墩台。“贺龙第一次来到洪湖，看到碧波万顷的湖
泊，就说这里可以藏兵30万，是开展游击战的天然战场。”洪
湖市档案馆副馆长廖雪琴介绍。

洪湖赤卫队以芦林为房、船板为床、菱角为粮，利用河
湖港汊的地理优势开展水上游击战争，与敌人斗智斗勇，配
合红军开展“反围剿”斗争。

斗转星移，时空变换。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岁月，一代代

洪湖民兵传承革命先辈遗志，担当起不一样的历史使命和
时代重任，他们把“洪湖赤卫队精神”深深烙印在守护家园、
建设家乡的每一次战斗中，渲染在“洪湖赤卫队”的猎猎战
旗上——

1995年6月22日，洪湖民兵排长吴让勇在瞿家湾子贝
渊，为救2名落水儿童不幸牺牲；

1998年8月20日，燕窝镇周脚村民兵连连长方红平和民
兵王少为、胡会林，在长江燕窝段进行溃口抢险时，英勇献身；

2020年，洪湖市人武部组织民兵抗洪救灾，被省委、省政
府、省军区表彰为“2020年湖北省防汛救灾先进集体”；

2022年清明假期，洪湖新滩镇迎来车流高峰期，车辆数
量超过平时的3倍，为了强化高速入口疫情防控工作，新滩镇
民兵前往入口值守，守好洪湖东大门；

……
一部歌剧，记录一段历史；一腔热血，筑起一座丰碑。
薪火赓续，再启征程。对于一代又一代的洪湖民兵来

说，不断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珍惜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
充分发挥在抗洪抢险、乡村振兴、应急救援和维护社会稳定
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就是时代赋予它的光荣使命与任务。

记录洪湖赤卫队烽火岁月一台歌舞剧一台歌舞剧：：

烈日下，三八湖宽阔的湖面泛起耀眼的波光。谁能想到
长长的三八湖堤，是800多名妇女用双手筑起的？

上世纪50年代末，洪湖的鱼越捞越少，杨嘴村和附近几
个村人多地少。为了解决大家的生计问题，年仅20多岁的杨
嘴村七大队女支部书记肖创香决定：筑堤养鱼。

“全是妇女，没有男的，男的要谋生。”如今已80多岁的肖
创香说起当年组建队伍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没有男劳力，那就妇女们顶上！”肖创香一声动员令，一
支800多人的娘子军便组建起来。

妇女们每天天不亮就出工，冒着风雪严寒，用船把 2
公里外的黄土运到工地上，常常衣服湿透、手脚冻僵。
遇到湖水结冰，就破冰行船；孩子没人管，就成立船上托
儿所。

历时2年，肖创香带领的娘子军终于在洪湖上筑起一条
7.5公里长的堤坝，建成一个4000余亩的渔场。

60多年前，洪湖娘子军肩挑手提建起一个救命渔场；60
多年后，女子防汛突击队日夜坚守筑起一道生命堤防。

2020年夏，洪湖超历史水位，防汛形势极为严峻。三八
湖大堤是洪湖围堤六合垸段的“外屏障”，是守护洪湖围堤的

重要节点。
巾帼不让须眉。在杨嘴村妇联主席雷义的带领下，村里

30名女劳力组建起女子民兵防汛突击队，负责保卫三八湖
2.5公里长堤段。

30人被分成装填组、巡堤组和机动组，每组由1名党员
带领。大家每天4班倒，日夜守护圩堤的安全。

“坏了，有管涌！”7月10日8时许，突击队员巡堤时，发
现一处鱼塘泛起浑水，立即向村防汛指挥部报告。因发现
及时，管涌险情得到控制。

装填组突击队员扛起的每个沙袋轻则六七十斤、重则八
九十斤，“最紧张时，大家一天要装填2000多个”。

“这些筑子堤的沙袋，都是女子民兵突击队装填搬运的，
女将们个个像‘韩英’。”雷义自豪地说。

突击队立下一个个战功。2020年7月18日，洪湖市人武
部将这支女子突击队纳入基干民兵序列，授旗“洪湖赤卫队女
子民兵突击队”。

90余载，“洪湖赤卫队”锻造形成的革命精神，如同基因
般融入一代又一代洪湖人民血脉中，并成为他们保卫家园、
建设家乡的永恒动力。

筑起“救命渔场”和“生命堤防”两代娘子军两代娘子军：：

洪湖赤卫队突击队民兵执行疫情防控任务。

洪湖民兵开展巡河排查。

洪湖赤卫队民兵连开展训练。

女子民兵防汛突击队冲在防汛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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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湖赤卫队民兵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