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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崖南区抗日革命根据
地之一的梅山，地处丘陵地
带，背山面海，扼守三亚至乐
东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
重要。在梅山秀美的山水之
间，静卧着一个小山村——三
亚市梅山镇梅东村，这个看上
去普普通通的小村庄。

“1937年1月，梅山第一
个党支部——中共梅东村党
支部成立。”三亚梅山革命史
馆馆长孙诚说，战争年代，梅
东村革命基础好，群众的革命
理想信念坚定。面对日军的

“围剿”和扫荡，群众无所畏
惧，妻送夫，兄送弟，父母送子
女参军参战，民兵、青年、妇
女、儿童严密监视敌人行动，
群众用土法制火药，男女老少
种棉花，纺纱织布，煮海水制
盐……他们不屈不挠，在腥风
血雨中英勇奋战。

时间回溯到 1941 年至
1943年，那是梅山抗日斗争
最艰苦、最残酷的时期，日军
侵略者对梅山抗日根据地进
行军事摧残和经济封锁，不准
梅山老百姓在崖城至九所一
带的区域内做买卖，企图困死
梅山地区的共产党员和革命
群众。

“敌人在梅山境内仅6公
里地段就设置了3个据点，实
行残酷的军事镇压和经济封
锁。”孙诚说，梅东村的孙五婶
是革命堡垒户中的典型，孙五
婶生于1893年，从梅东村党
支部成立开始就一直支持革
命，她秘密发动堡垒户、老屋
主、革命家属组成一支“红色
扁担队”，穿过敌人的封锁线，
多次躲过敌人的暗哨，为山里
的同志、为部队送粮、送盐、送
药，掩护革命同志脱围。

梅山革命纪念馆资料员
孙有富向记者提供了一张

“梅东酸梅墩旧址”的图片，
他说：“这是梅东村革命堡垒
户中孙五婶与琼崖纵队革命
战士的接头点，她的家坐落
在梅山岭山麓脚下，环境独
特，有利于地下组织开展秘
密活动，她家是我党秘密活
动的重要据点。”

如今，孙五婶的老宅已经
不在，但后人没有将她忘记。

“她是一位革命母亲，将革命
同志当成亲生儿女，安排住
宿、烧水做饭、探听敌情、传递
情报、保护同志安全、保守党
的秘密，她样样都尽心尽力地
去做。”三亚梅山革命史馆副
馆长孙世庆说。

时至今日，孙五婶支持革
命的义举仍令人惊叹不已。

“她秘密串联革命家属捐钱捐
粮，深入敌占区买盐买药，冒
着生命危险穿过敌人层层封
锁线把粮食送上山去。”孙世
庆说。

孙诚讲述，敌人包围梅山
时，有革命同志得到消息上山
躲避，孙五婶把自家仅存的
100斤谷子碾成米，装在牛车
上，并盖上一层牛粪，放上犁
耙，乔装成农民到地里干活，
机智地通过敌人的岗哨，把米

送上山给革命同志们。
还有一次，从昌感县来

的两位同志刚踏进孙五婶家
门，敌人就把村子包围了。

“当时有几名敌兵向她家走
来，眼看两位新来的同志情
况危急，为了掩护同志，避开
敌人的搜捕，她机灵地抱起
邻居家的孩子，装作十分紧
张的样子，急急忙忙往山上
走去，敌兵见状，急忙调头紧
紧追赶她，敌人被孙五婶引
开了，革命同志得到了保
护。”孙诚说。

孙五婶家作为抗战时
期党组织在梅山最重要
的秘密联络站、落脚点
之一，与抗战紧密地
联系在了一起，她
曾为革命付出过
鲜血和生命的代
价。

有一天，梅
东村汉奸向日
军告发了孙五
婶。“日本兵突然
包 围 了 孙 五 婶
家，鬼子逼问她共
产党藏在哪儿，五
婶一个字都没说。
日本鬼子恼羞成怒，拿
出屠刀直指五婶的脑门，
威胁要杀死五婶，但五婶全
无惧色，全程沉默，冷眼以对，
弄得敌人无可奈何。”孙诚说。

在漫长的革命斗争岁月
里，孙五婶始终如一，忠心耿
耿，忠于党的革命事业，保护
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同志，她
先后接济过部队和地方同志
1000多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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莺歌海是渔业重地，也是
海南革命老区。莺歌海的热血
儿女们留下了不少荡气回肠的
英雄故事，他们为莺歌海的蓝
色海洋文化注入了红色基因。

“莺歌海镇能够成为海南重点
老区镇，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这
里有许多革命家庭和革命堡垒
户，其中张开桃一家非常典
型。”乐东黎族自治县莺歌海镇
党委副书记张忠祥介绍。

“姑妈一家人都投身革命，
拥护共产党。”今年84岁的张
泽文从小在莺歌海海边长大，

从儿童时代起，他就常听姑
妈张开桃讲述她支持革
命的故事。据他介绍，
张开桃1906年出生
于莺歌海村的一个
乡土医生家庭，十
六岁时嫁给同村
渔民冯德华，生
下独生子冯坤
清。在莺歌海
抗日救亡会主
任张开芳的指
引下，冯坤清长
大后参加革命，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 岁时就成为中
共崖县五区区委书

记。
据莺歌海镇的一位

研究革命历史的老人陈明发
介绍，1937年至1939年间，中
共琼崖特委刘秋菊、林茂松、
中共崖县县委书记叶云夫等
亲临莺歌海指导抗日工作，并
先后在这里成立莺歌海妇救
会、莺歌海抗日游击队等革命
组织。“革命骨干经常在张开
桃家开会，策划布置莺歌海抗
日活动，张开桃和儿媳就在旁

边站岗放哨，送情报，并提供
食宿方便。”陈明发说，张开桃
不仅支持儿子参加抗日，而且
将她一生勤俭积存的 400 光
洋和玉镯、金器都捐献给何如
愚、吴清尧购买短枪打鬼子。

张开桃家的老宅院位于莺
歌海镇海滨街东路31 号，如
今宅院依然存在，院落的结
构并未改变。“当年这院子每
个房间都有暗门，每一扇暗
门能容一个人通过，平时就
用破箩筐之类的东西盖上。”
张泽文告诉记者，革命同志
就经常躲在屋内秘密开会。

1941年冬的一天，多位革
命同志在张开桃家召开会议，
因汉奸告密，日本兵前来搜
查。“姑妈和儿媳在家门口放
哨，发现敌人，她急中生智突然
和儿媳大声吵闹，并叫邻居来
评理。正在屋里开会的同志得
到信息后，立即从屋后的暗门
安全退出。”张泽文讲述。

革命同志但凡遇到困难，
张开桃总是冲在前面提供帮
助。有一次，张开桃和儿媳送
区委交通员吴清圣离开莺歌
海，不巧在途中遇上特务。“姑
妈感觉不妙，一边轻声地告诉
吴清圣往前快走，一边朝儿媳
脸上打了两巴掌引开特务的注
意，帮助吴清圣安全脱险。”还
有一次，冯坤清、吴清尧、符家
善等几位同志在水沟坊东路遇
上特务排查，张开桃看到后，马
上回家，取来三件渔民衣服让
他们穿上，并拿着鱼筐假装出
海，帮助同志们安全避过特务，
免遭查问。

共产党员吴祥海因躲避敌
人追捕，在躲藏过程中全身多
处擦伤。张开桃和儿媳将吴祥
海接到家里，为他洗衣、换药、
擦洗伤口，第二天又用船将吴
祥海送到安全区域。

“侦察敌情，应付敌人，报
告敌情……张开桃凭着坚定的
革命信念，冒着生命危险支持
革命斗争，令人肃然起敬。”陈
明发说，张开桃看似并不惊心
动魄的平凡工作，却有力地支
持了抗日。

1943年8月，中共感恩县
三区区委员符家善来莺歌海联
系何如愚、吴清尧商议工作，不
料被汉奸发现，日本兵追捕符
家善，张开桃迅速把符家善引
入家中，并指引符家善从后门
脱险。日军了解后，当晚将张
开桃抓走并送到日军兵营队审
讯。

张开桃遭到了日寇的毒
打，酷刑使她昏倒数次。任凭
敌人百般折磨，张开桃宁死不
屈，始终没有暴露党的组织人
员。

即便面临各种危险，张开
桃一家也没有动摇过。“1945
年12月，张开桃的儿子冯坤清
牺牲。张开桃化悲痛为力量，
更加坚定信念，继续为我党工
作。张开桃作为一个革命母
亲，她用自己的鲜血、生命保护
了我党革命同志，多次让我党
革命同志从虎口中脱险。”陈明
发介绍，解放后，政府授予张开
桃家庭为“革命堡垒户”和“光
荣烈属”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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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开桃的老宅院掩护
革命同志秘密开会。

张开桃的老宅院及院
墙外的小巷承载着无数革
命志士的生死瞬间。

梅东酸梅墩旧址孙五
婶与革命同志接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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