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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红色故事（选载）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与赤水县城一河之隔的四川省合江县九支
区人梁业广，来到赤水县东城小学就读。1922年毕业后考入泸州川
南师范学习。在川南师范任教的中共党员恽代英、肖楚女的教育熏
陶下，于192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共正式党
员。1926年，梁业广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回到泸州，
参加了由刘伯承等领导的“泸顺起义”。1927年 11月，梁业广奉命
回家乡合江县，在合江和毗邻的赤水县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团
员，创建党、团组织。梁业广返回合江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
作，并报经中共川南特委批准，于 1928年初成立了中共合江特支，
梁业广任书记，李卓吾任组织委员，金奚生任宣传委员。

接着，梁业广等合江特支党员来到赤水县城，在进步人士邹华轩
等的支持下，于1928年春在县城文庙开办了文庙学校和平民夜课学
校，吸收城内进步青年学生贾若瑜等和赤水兵工厂的一批进步工人
到校学习。中共党员梁业广、进步人士陈国藩等担任教师，在传授科
学文化知识的同时，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与此同时，合江特支
在省立赤水二中、女中、乡村师范，以及赤水兵工厂、电灯公司等产业
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店员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骨干，秘密发展党、
团员。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发展了一批党员。

1929年底，报经中共泸县中心县委批准，将原中共合江特支扩
建为中共赤（水）合（江）特支，梁业广任书记，贾审修任组织委员，金
奚生任宣传委员，王荫南任工运委员，范辉廷任农运委员，下辖赤水
县方面有赤水兵工厂支部、复兴党团支部和省立二中、女中、乡村师
范、蜀翘小学、织袜工人、船夫工人等6个党团小组。这是贵州省最
早的跨省联合的地方党组织。

中共赤合特支自从成立后，即领导赤水人民开展了一系列活
动。其中主要的有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反帝斗争，传播
马克思主义，发展壮大党、团组织等。此后，赤水的革命斗争形势发
生了根本的变化，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贵州最早的地方党组织——

中共赤合特支

在共和国的开国将领中，有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将军。他骁勇
善战，屡建奇功。毛泽东曾亲自为他颁发红星奖章，贺子珍也曾为救
他身负重伤。他就是在娄山关失去一条腿的“独腿将军”钟赤兵。

1935年 2月，为了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毛泽东决定二渡
赤水，回师贵州，再占遵义城。要进遵义必先过娄山关，于是，毛泽
东把夺取娄山关的主攻任务交给了红三军团。

2月26日拂晓，十二团团长谢嵩和政委钟赤兵率队到达娄山关
下的南溪口，敌人正从南面峡谷向娄山关反扑，十三团设在半山腰
的哨所已经丢失。情况紧急，钟赤兵率先带领一营官兵冲向娄山
关，指挥部队向制高点点金山发起猛烈进攻。机枪、步枪、手榴弹一
阵猛打，关口顿时被突破。接着，三营跟了上来，二话不说，便与敌
人展开肉搏。最后，敌人一败涂地，点金山被十二团占领。

国民党黔军军长王家烈听说点金山失守，恼羞成怒，立即组织
兵力反扑。钟赤兵率一营官兵打垮敌人，乘胜追击至黑神庙时，遭
到了黔军一个团兵力的反击。敌众我寡，一营伤亡很大。拼杀中，
钟赤兵猛地摔倒在地，殷红的鲜血从他右小腿冒出来。他毫不理
睬，又站起来挥舞着大刀冲向敌人。突然，他再次受伤倒在了地上，
敌人的枪弹撕开了他右小腿的一大块肉，顿时血如泉涌。警卫员一
连为他包扎了十多层破布，血照样向外浸。可他还没等伤口包扎
好，又拖着伤腿继续指挥战斗。站着困难，他就趴在石头上指挥。
看着钟赤兵如此英勇顽强，大家深受鼓舞，战斗从拂晓一直打到傍
晚，阵地被牢牢控制在手中，钟赤兵却因流血过多昏了过去，被抬下
战场。

红军占领遵义城后，医生立即为钟赤兵检查，因伤势严重，必须
进行截肢。没有医疗器械，也没有麻药，医生只得用一把砍柴刀和
一条断成半截的木匠锯，在半个月内先后给他做了三次手术，把整
个右腿从股骨部截去。

毛泽东听说钟赤兵截肢的英勇事迹后，立即和周恩来等专程到
医院探望。后来，钟赤兵被安排到中央卫生部休养连，随中央直属
部队行动。他凭着顽强的毅力爬雪山、过草地，终于到达了长征的
终点陕北。

“独腿将军”钟赤兵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是涉及千
家万户的民心工程、暖心工作。绥
阳县以“童伴妈妈”项目为抓手，以
童伴之家为阵地，强化党建引领，
通过培育乡村女性开展乡村儿童
关爱保护工作。自 2017年项目实
施以来，绥阳县不断健全县级横向
联动机制，加大资金投入，创新工
作方法，建立村级留守、困境未成
年人监护网络，实现“弃婴孤儿有
人抚、残疾未成年人有人扶、困难
未成年人有人助、留守未成年人有
人护、普通未成年人有人帮”五有
工作目标。

精细管理 强化项目规范

为进一步提升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绥阳县民政局成立童伴之家
项目办公室（以下简称“项目办”），
明确 3人专门负责此项工作，开展
儿童关爱项目档案资料规范化建
设，确保项目工作有序开展。

坚持专款专用，专人负责，统
一项目资金管理。“童伴妈妈”每月
活动经费须报项目办审核，按程序
专项支付。项目办统一拨付“童伴
妈妈”志愿者补贴，避免拖欠、发放
不及时等情况发生。

为强化项目督导，项目办严格
按照有关管理规定，定时或不定时
召开项目调度会，帮助“童伴妈妈”

解决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同时，不定期对“童伴妈妈”走
访情况、物资管理、场所安全、主题
活动开展情况、童伴之家开放情况
等进行督导检查，并将检查情况纳
入年度考核内容。今年已召开工
作调度会 9场，组织“童伴妈妈”参
加培训7场。

人才赋能 注入发展活力

为提升“童伴妈妈”关爱和服
务乡村儿童的专业能力，建立“童
伴妈妈”人才梯队，采取日调度、周
报告、月总结（通报）、季考核、年评
优的方式，要求各项目点定时定期
汇报工作情况，并在月总结报告中
对自己的工作成绩、问题等进行梳
理，帮助“童伴妈妈”快速提升。

同时，强化对“童伴妈妈”的业
务培训。对于新增项目点“童伴妈
妈”，由前期经验丰富的“童伴妈
妈”开展老带新交流培训，并邀请
绥阳县检察院、县妇联、县民政局
相关负责人开展未成年人法律法
规、儿童福利政策、社会救助相关
政策等方面的培训，便于新“童伴
妈妈”在提升服务技能的同时，掌
握当下针对儿童领域的政策方针、
文件精神等。

对于能作为、有作为、敢作为
的“童伴妈妈”，绥阳县民政局积极

为其晋升提供平台。每个村（居）
均设置女性委员，鼓励“童伴妈妈”
参加村（居）换届选举；推荐优秀

“童伴妈妈”参加县妇联、县文明办
等优秀人物评选；积极动员符合条
件的“童伴妈妈”参加全国社会工
作者职业水平考试。目前，绥阳县

“童伴妈妈”已有 19名选任村委会
主任，4名当选人大代表，3名考上
公务员（事业单位），1名通过助理
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

整合资源 推动持续发展

自项目开展以来，绥阳县将
“童伴妈妈”项目融入县未成年人
保护“七位一体”总体布局，依托县
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统筹协调机
制，与绥阳县检察院、县教体局、县
司法局、县公安局、县妇联、团县委
等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各成员单
位建立密切横向链接机制，通过寒
暑假、周末大走访等方式，对儿童
开展人身安全、交通、消防、食品、
防性侵等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

为推进项目落细落实，绥阳县
整合省民政厅、遵义市民政局下拨

儿童福利相关资金，开展童伴之家
阵地建设维护、设施设备购置及购
买服务，为每个项目点提供不低于
50平方米的活动场地。2022年，
投入童伴之家累计资金 83.22 万
元；2023年下拨资金 36万元，新建
（改建）童伴之家7个。

作为牵头部门，绥阳县民政局
强化部门联动，共建未成年人保护
协作机制。绥阳县检察院、县民政
局、团县委联合印发《绥阳县人民
检察院绥阳县民政局共青团绥阳
县委员会开展“检团团”第二季普
法宣讲进村寨活动方案》的通知，
以全县 20个童伴之家为平台，以
留守、困境未成年人需求为导向，
通过“检察官+童伴妈妈+返乡大学
生志愿者”，紧扣当前涉及未成年
人安全保护相关问题，针对性开展
未成年人法律法规、防溺水、防性
侵、防校园欺凌、消防安全、道路交
通安全等知识宣讲，提升未成年人
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6年来，绥阳县实施“童伴妈
妈”项目的村（居）无一例儿童安全
事故发生。

（黄廷维）

“童伴妈妈”情暖乡村儿童
——绥阳县扎实推进农村未成年人关爱保护服务工作

本报讯 近年来，湄潭县结合
自身实际情况，坚持党建引领，按
照年初有计划、年中有调度、年底
看成效的工作模式，持续推进“百
村万名新农人”培训计划，着力壮
大乡村振兴人才力量。

湄潭县“百村万名新农人”培
训计划通过“新媒体+培训+产业+
销售”的方式，紧紧围绕湄潭农特
产品、实用人才技能、宜居环境、
旅游资源、地方特色文化、文旅产
品等方面分类实施培训，培养一

批懂技术、爱农村、善经营的“新
农人”。

为确保培训计划顺利推进，
该县积极整合各方资源，统筹农
业农村、人社、文旅、经贸、乡村振
兴等部门项目资金 120余万元用
于保障培训经费。人社部门积极
提供就业创业政策支持，对经认
定培训结业考试合格的首次创业
者给予一次性补贴 5000元，并连
续三年享受每年 6000 元房租补
贴和 5万—15万元贴息贷款优惠

政策，激发“新农人”创新创业动
力。截至目前，全县已开展“百村
万名新农人”培训 24 期，共计培
训 1791人。

为实现培训成果有效转化，
湄潭积极探索“合作社+企业+直
播中心团队+电商”的发展模式，
引导镇（街）组建直播中心，鼓励
一批村党组织书记、驻村第一书
记、村级后备力量及大学毕业生
加入直播中心，把本地的风土人
情、农特产品、宜居环境推介出

去，吸引游客到本地游玩，带动旅
游经济发展，推动直播经济变现，
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截至目前，
该县组建直播中心 9 个，已接受

“新农人”培训的人员从事或业余
参与网络直播、视频拍摄等的有
130余人。今年茶博会期间，通过

“百企万人直播带货”活动，各企
业开展带货千余场，实现线上销
售额656.7万元。

（罗春艳）

湄潭县

“百村万名新农人”助力乡村振兴

近年来，务川自治县分水镇采取
“党支部+集体经济专业合作社+农
户”的组织方式，按照“油菜+”的种植
方式种植油菜5652亩，让“冬闲田”真
正变成“丰收田”。图为目前，分水镇
各村（社区）抢抓有利天气和时节，加
快推进油菜移栽工作。

（邹洪丽 刘强 伍仕红 摄
影报道）

关爱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