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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出身贫寒，受尽地主
阶级的压迫，跟随丈夫不遗余
力地支援革命，为来往六连岭
的红军战士做饭、洗衣服、带
路、放哨、送情报。”近日，在六
连岭脚下的万宁市龙滚镇上
城村村委会办公楼内，69岁的
上城村原党支部书记符启益
回忆起了“红军妈”许运源支
持革命、保护红军战士的故
事。

六连岭六峰相连、山势雄
伟。岭上古木参天、林海茫
茫，四周有140多个村庄。“当
年，这里的群众基础好，且地
势险要、易守难攻，敌人力量
薄弱，有利于发展和壮大革命
力量。”符启益说，上城村村民
王树俊和许运源夫妇是六连
岭革命根据地人民支持革命
的杰出代表。1927年，王树俊
参加了红军，许运源也从那时
起开始支持革命。

据万宁市委党史研究室
主任科员许甜介绍，1932年，
国民党陈汉光警卫旅纠集民
团对六连岭革命根据地进行

“围剿”，企图消灭革命力量。
中共万宁县委带领红军、赤卫
队向六连岭深山里转移。因
六连岭地形复杂，敌人不敢深
入“追剿”，便在六连岭周围安
营扎寨，把六连岭封锁起来，
并强制断绝了六连岭周边群
众与当地工农红军的联系。

“国民党反动派在根据地
周围修建了密密麻麻的碉堡，
驻扎军队，切断了人民与红军
的联系，断绝给养。他们的阴
谋是，即使红军不全军覆灭，
也得活活地饿死在山上。”许
甜说。

“在最危险的时候，我的
姑妈许运源一直在支持红军
战士。”上城村村民、许运源的
侄子许大雄说。他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许运源把自己的家
作为红军联络站，为来往的红
军战士做饭、洗衣服、带路、放
哨、送情报和照顾伤员。

“因为叛徒告密，姑妈家
的房子被敌人烧毁，她就在六
连岭山脚下盖起了一间小草
寮，专门用来秘密联络来往的
红军战士。国民党军队发现
后，又纵火烧掉了这间草寮。”
许大雄说，“敌人烧了，我姑妈
又盖起来，敌人再烧又再盖，

‘树俊寮’成了当地红军联络
站的代名词。”

许运源搭起的草寮对红
军战士帮助极大。她辛勤劳
动收获的粮食，一部分用来维
持自身朴素的生活，剩余全部
供给来往的红军战士。值得
一提的是，在艰难的战争岁月
里，许运源收养了许多红军烈
士的遗孤，人们因此都亲切地
称她为六连岭下的“红军
妈”。“姑妈宁可自己吃不饱，
也要让这些收养来的红军遗

孤有饭吃、有衣穿，对他们精
心照料。”许大雄说。

符启益说，在许运源的带
领下，六连岭当地群众冒着生
命危险化装成商贩，到和乐
镇、中原镇等地为红军购买粮
食、药品，“趁哨兵打瞌睡的机
会，当地群众悄悄地将粮食、
油盐等送到秘密联络点，第二
天再由出去干活的群众把食
物运上六连岭送给红军。”

在抗战期间，六连岭抗日
根据地周边村庄牺牲了2000
多人，占原来人口的三分之二
以上，许多村庄成了“无人村”

“无屋村”。“但是，当地人民群
众的抗战意志丝毫没有动
摇。”许甜说，当时，村里大部
分的青壮年都参军，只有老弱
妇孺留在家里。他们组织放
哨队、情报站、救护队、担架队
和运输队等，协助子弟兵与敌
人开展斗争。

“像许运源一样，六连岭
地区的人民，具有勤劳、善良、
勇敢、富于牺牲的革命精神，
他们始终站在反帝反封建斗
争的最前线，为琼崖革命的胜
利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许甜
说，正是六连岭革命根据地的
群众不遗余力地支援革命，六
连岭上的革命武装才没有被
国民党赶尽杀绝，六连岭上的
红色火种历经 23 年从未熄
灭。

在海南革命
老区，有这样一群
特殊的民众：他
们一家两代人坚
守地下交通站支
持革命；他们在
山岭上搭建草寮
护理受伤的红军
战士；他们冒着
生命危险递送绝
密信件、物品；
他们冒着巨大风
险将党组织的秘
密会议开到自己
家中……

“山不藏人，
人藏人”，冯白驹
这句名言高度评
价了海南革命老
区和老区人民为
海南解放做出的
巨 大 贡 献 和 牺
牲。在纪念海南
解放70周年的日
子里，海南日报社
联合海南省老区
建设促进会有关
人士走访部分老
区村庄，寻访当年
老区人民掩护革
命战士、支持革命
斗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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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岁的吴承祯讲述当
年的革命故事。受访者供图

万宁市龙滚镇上城村。 受访者供图

编者按

“截取竹竿一节，注入
油，装上灯芯便可点燃，革命
年代我们就靠着竹筒灯照亮
前路、收集情报。”近日，家住
海口市琼山区的吴承祯向海
南日报记者讲述了他家两
代人担任地下交通员的革
命故事。

今年93岁的吴承祯老家
在原琼山县三民乡宣德下
村。“我的家乡山林茂密、丘陵
起伏。自土地革命开始，中共
琼崖特委便在琼山县博南山
建立了地下交通总站。我的
父亲吴和更 1927 年入党，
1928年任中共冯公坊地下交
通站站长。”吴承祯说。

博南山周边村民种植的
经济作物多为芝麻。每年收
获季节，打油匠都忙着走村串
户上门打油。吴和更以打油
匠的身份做掩护，每天携带着
竹筒灯，起早贪黑收集情报，
行踪从博南山周围村庄到府
城、海口地区。

日军侵琼后，中共琼崖
特委通过博南山地下交通总
站给吴和更下达指令，让他
想方设法尽快购置武器，改
善抗日队伍的装备。接到任

务后，吴和更来到冯口村，借
口歇脚与国民党的保长见
面，利用国民党保长想赚钱
改善生活的心理，顺利购得
枪支，有力支援了博南山地
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

“父亲时常告诫我们，地
下交通员是我军隐蔽战线的
重要岗位。作为交通员，随
时都要做好流血牺牲的准
备。”吴承祯回忆道。

1943年2月2日，吴和更
在为新坡抗日民主政府经济
班送情报途中被国民党军发
现，被捕牺牲。同年，吴和更
的大儿子吴承福被汉奸告发
遭日军追捕，被枪杀牺牲，年
仅25岁。

“父兄牺牲后，我要照顾
两个年幼的弟弟，还要接过
他们的担子，继续支持革
命。”吴承祯说，此后，他接手
了地下交通站的工作。和父
亲一样，吴承祯提着一盏竹
筒灯，或到日军据点龙塘、新
坡、十字路、府城、海口周边
村庄打油，或赶集进村摆售
芝麻油，借机侦察敌情，给抗
日队伍送信、站岗、搜集情
报。

侵琼日军对琼崖抗日根
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

“蚕食”，但冯公坊地下交通
站从未停止过工作。很多个
夜晚，只要一接到任务，吴承
祯就拿着一盏注满油的竹筒
灯，按时上路，把情报文件送
达指定地点。

潭口、龙塘、三桥三个据
点的伪乡长抗拒中共地方政
府执行税务征收政策的规
定，大肆散布破坏抗日民主
政府形象的反动言论，扰乱
市集，民怨沸腾。博南山地
下交通站领导人决定对他们
进行警告，并要求吴承祯做
好侦察探路工作。

“我以打油为名，逐一深
入这些据点所在的村庄，从
中调查到敌伪乡长的确凿罪
行。”吴承祯说，“随后，我又
拿着竹筒灯，带领中共博南
山除奸队避开日军的岗哨，
悄悄地潜入到龙塘墟，对敌
伪乡长给予警告。”

1947年10月，兼任冯公
坊劳军委员会副主任的吴承
祯还发动和领导农民群众围
攻国民党龙塘乡公所。“我们
动员农民群众200多人乘夜
色把国民党龙塘乡公所包围
住，把乡公所兵丁吓得胆战
心惊。”吴承祯说，兵丁们此
后再也不敢扰乱周围乡镇的
税务征收工作。

竹筒灯伴随吴和更、吴承
祯父子两代人走过了20余年
艰苦岁月。冯公坊地下交通
站出色地完成了中共博南山地
下交通总站与中共府海特委交
给的送信、站岗、送饭、策反、支
前、惩处等工作任务，一直坚持
至1950年5月海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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