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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小蚌埠支部成立后，高揖三等人将全
部精力投入革命，任务主要是发展组织，积蓄
力量，为根据地运送物资，适当开展活动等ʪ

当时，蚌埠是敌占区，日军对根据地实行
经济封锁，高揖三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为根据地
搞到一些布匹ʩ药品ʩ油墨ʩ纸张ʩ缝纫机ʩ油印
机等急需的东西ʪ1941年，新四军向路东转移ʪ
一次有两个女同志被日军发现，百般盘查纠
缠，高揖三他谎称是高乡长的亲戚，才掩饰过
去ʪ从这以后，路东路西过往的干部就把小蚌
埠作为一个落脚点，每有人员过往，党支部都
精心掩护，并由高介福等几个党员护送到安全
地带，一些被掩护过的老同志回忆起来至今还
十分感动ʪ

艰苦的环境从未磨灭高揖三的斗志，他曾
满怀信心地鼓励战友说：Ž我们的任务可能会
暂时失败，但对共产党的信仰永远不能改变ʪž
他以组织Ž读书会ž和夜校等形式，团结教育进
步青年，特别重视搬运工人及船民的工作，宣
传革命道理，通过拜把兄弟发展一批地下党
员，掀起了红色浪潮ʪ日本投降前夕，高揖三先

后发展了35名党员，建立了5个党小组ʪ
高揖三的学生舒廷臣是二马路东段的王

友友什货店店员，1944年冬，高揖三发展其加
入中国共产党，王友友什货店成为中共小蚌埠
支部在蚌埠市区的秘密联络点，为来往市内的
敌工队员和共产党员干部提供信息与落脚点ʪ

1945年，留芳照相馆成为蚌埠秘密党组织
联络点，上级的指示ʩ收集的情报从这里进行
中转ʪ

Ž小蚌埠支部ž仿佛一颗红星，照亮众人初
心启航之路，一批批蚌埠儿女前赴后继ʪ

Ž2021年11月，小蚌埠镇在桃花园社区建
立了中共小蚌埠支部纪念馆，重点展览展示高
揖三烈士史料ʩ书信ʩ物件等，内容包括文字ʩ
版画ʩ照片等墙上展示和展示柜展示，其中相
关书信30封左右，相关书籍ʩ杂志ʩ报纸30册左
右，烈士遗物8件ʪž陈艳表示，如今，这里是淮
上区干部教育现场教学示范基地，是众多百姓
家门口的红色教育点，Ž原来，革命先辈建立的
党组织就在自己的身边，用更接地气的方式，
生动讲述着那段斗志昂扬的岁月ʪž

Ā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Ǒā
为了不能忘却的记忆，我们重返觉醒年代，
缅怀中国革命Ā播火者āǑ

历史的天空繁星闪烁，革命烈士用一
腔热血，在红旗下铸成丰碑ǑĀ铁窗风味，家
常便饭，杀头枪毙，告老还乡Ǒā这是高揖三
的座右铭Ǒ在艰苦的对敌工作中，时时处处
有风险，高揖三坦然面对生死，他常常跟党
员们说：Ā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誓为共产主
义奋斗终身Ǒā

在中共小蚌埠支部纪念馆里，从一张
张斑驳的照片中，我们依然能够真切地感
受到风雨如晦年代革命斗争的艰苦卓绝Ǒ
一件件烈士们留下的遗物，是历史的见证，

是永志不忘的火热初心Ǒ
2019年7月，一张1946年3月21日的《拂

晓报》在宿州拂晓报社被重新发现，报纸第
二版刊载了一篇名为《悼高揖三同志》的悼
文Ǒ悼文中写道，Ā他在工作中，是以最负责
的精神，来完成任务的，不避困难不怕危
险āǑ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传承而
不灭Ǒ

春夏繁盛，秋冬开花Ǒ来自蚌埠八中的
优秀少先队员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进中共
小蚌埠支部纪念馆，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
洗礼Ǒ深植于蚌埠人民脑海深处的Ā红色根
脉ā，将永远激励着后人在新发展格局中成
长奋进ǐ劈波斩浪Ǒ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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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的一个上午，桃花园社区人来
人往，处处欢声笑语ƀƀ在社区的深处，中共
小蚌埠支部纪念馆ʩ全面抗战时期蚌埠城区首
个党支部的字样格外醒目ʪ

Ž高揖三青年时期接受革命思想，经常参
加一些革命活动，多次走上街头参加游行示
威ʪž桃花园社区居委会委员陈艳介绍ʪ高揖
三，中共小蚌埠支部创建人，原名高维让，1909
年出生于小蚌埠后楼村一个地主家庭ʪ早年就
读于凤阳五中，身处动荡年代的他积极接受进
步思想，投身革命ʪ

中共小蚌埠支部建立并不是偶然的ʪ
1928年，高揖三从凤阳五中毕业后回到家

乡，在灵璧县第一完小（即小蚌埠小学，当时小
蚌埠归灵璧县管辖）任国文ʩ历史教员ʪ他以课
堂为革命舞台，宣传进步思想，传播革命道理，
教育学生从小树立Ž天下兴亡ʩ匹夫有责ž的
抱负ʪ

Ž九一八ž事变激发了高揖三的爱国热忱，
他带领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抵制日货ʪ这一时
期他阅读了大量红色书籍，结识了共产党员崔
予庭，与山香寺小学教师崔竹生等人组织了
Ž求生读书会ž，并与省立第二乡村师范的进步
组织Ž现实社ž建立了联系ʪ

Ž七七ž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救亡运动高
潮，高揖三决心投奔延安，参加八路军领导的
抗日斗争ʪ1938年5月，高揖三在信阳加入中国

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心愿ʪ此后，他在阜阳ʩ
蒙城等地从事统战工作，动员最广泛的力量支
援这场民族解放战争ʪ

1941年初，高揖三到根据地党校学习半年
后，被分配至中共淮上地委所属的怀远县五区
从事民政工作ʪ

1941年5月，新四军第四师向津浦铁路东
转移，根据地的干部也化整为零，疏散隐蔽，开
展秘密斗争ʪ

当时的小蚌埠东临津浦铁路，既可以成为
来往根据地和敌占区干部的联络点ʩ中转站，
又可以发展成为向蚌埠开展斗争的秘密地点ʪ
高揖三受命返回家乡小蚌埠，担负起开展蚌埠
抗战时期中共秘密斗争的重任ʪ

高揖三白天以教书为职业，夜晚则以学校
为基地，开办农民夜校，广泛宣传抗日救国思
想，并对发现的积极分子进行秘密考察，为发
展组织作准备ʪ他在家族中先后介绍高介福ʩ
高传文等入党ʪ1941年11月的一个夜晚，在高
揖三家旁边铁路沟的芦苇荡里，高揖三ʩ高介
福ʩ高传文3人成立中共小蚌埠支部，高揖三任
支部书记，隶属于中共泗五灵凤县委敌工站ʪ
蚌埠革命火种，就此从这里点燃ʪ

抗战胜利前，高揖三奉调去淮北区党委城
工部工作，由于积劳成疾，医治无效，1946年春
病逝于泗县ʪ1949年，经皖北人民行政公署批
准追认为革命烈士ʪ

沦陷时期蚌埠革命火种从这里点燃

抗战时期点燃蚌埠市区第一盏明灯的革命圣地在哪里？üü就在淮上区小蚌埠镇Ǒ1941 年 11 月的一个夜晚，在铁路沟的一
片芦苇荡里，蚌埠市区第一个党组织üü中共小蚌埠支部诞生了Ǒ

此间曾著星星火，风雨过后，到处皆闻殷殷雷Ǒ时隔 83 年，当记者走进位于淮上区小蚌埠镇桃花园社区的中共小蚌埠
支部纪念馆，重新打开时间的闸门，翻阅那段红色篇章Ǒ

一路走来，是时间的故事ʪ
走出纪念馆，抬眼是湛湛蓝天ʪ
革命烽火年代，这片土地留下了重要红色

印记，它从历史深处而来ʪ穿过桑田，让我们将
视野投向前方ʪ

淮河北岸核心片区ʩ小蚌埠片区城市更新
及延安路淮河大桥ʩ双墩路下穿京沪铁路立交
工程等项目正在热火朝天地加紧建设中ʪ按照
市委Ž拥河发展ž战略，淮上区正积极编制淮河
北岸新区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遵循
Ž一河两岸，统筹规划ž的原则，明确新区总体
城市设计ʩ城市风貌特色，构建东西拓展ʩ南北
链接的城市走廊，努力打造具有淮上特色的城
市风貌，形成小蚌埠片区ʩ职教园区ʩ商贸片
区ʩ淮上行政片区等多板块联动的发展格局ʪ

Ž北岸核心区ʩ城市会客厅ʩ青春未来城ž，
Ž北岸扩容ž进程在加快，最新的产业项目在这
里生长，不断提升着淮上新区吸引力ʪ

筑牢红色根基，以红色资源打底，以绿色
发展强村富民，淮上区探索推行Ž村党组织+
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公司+农户ž发展路
径，因地制宜开展规模化生产经营ʩ农产品精
深加工ʩ乡村旅游精品工程等项目，促进集体
经济持续壮大ʪ

在小蚌埠镇双墩村，近百亩艾草开发成
了艾条ʩ艾绒ʩ艾枕ʩ足浴包等特色产品，畅销
全国各地ʪ立足特色田园改造，配套建设了休
闲垂钓区ʩ田园观光区ʩ瓜果采摘区，因地制
宜发展特色种植业，打造集储藏ʩ观光ʩ研学
等为一体的新型农业产业项目，并打造双墩
一日游和周边两日游及与双墩文化相关联的
旅游产品ʪ

这仅仅是淮上区城乡融合发展ʩ乡村振兴
的其中一个生动注脚ʪŽ城乡深入融合，为乡村
振兴发展注入澎湃动力，我们出台了《小蚌埠
镇集体经济发展 2024-2026 年三年规划》，逐
村进行分析研判，对村(社区)发展壮大集体经
济定期调度ʩ分析研判和指导帮扶，形成一村
一策ʪ今年以来，先后推进双墩村Ż玉米迷宫ż
项目ʩ吴郢新村菜场项目ʩ徐岗村机动车充电
桩项目等多个集体经济项目ʪ截至目前，全镇
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总计 715.63 万元ʪž
小蚌埠镇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小蚌埠镇
将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以Ž产
业兴旺ʩ生态宜居ʩ乡风文明ʩ治理有效ʩ生活
富裕ž为目标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聚焦提升城
区品质能级，跑出发展Ž加速度ž，不断打造乡
村振兴的Ž小蚌埠样板žʪ

蚌报融媒体记者 何沛

Ā小蚌埠支部ā照亮众人初心启航之路

Ā红色沁润ā勾勒发展新画卷

本版图片由陈维祝ǐ何沛拍摄

中共小蚌埠支部纪念馆里的
烈士遗物Ǒ

1945年，留芳照相馆成为蚌埠秘密党组织
联络点Ǒ

1946 年 3 月 21 日的《拂晓报》刊载了一篇
名为《悼高揖三同志》的悼文Ǒ

感谢中共蚌埠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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