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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是人类文明的摇篮，
每个村名都蕴含着诸多历史文
化信息。近代以来，为了追求
国家独立和人民富强，中国共
产党领导海南人民开展了轰轰
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
主义革命、建设，从根本上改变
了海南贫穷、落后的面貌，海南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海口
市不少村落的名字，就是由此
而来，这些村庄不仅背后有一
段红色故事，更是传承红色基
因的有效载体。

街名纪念革命先烈
■ 陈立超

海南解放后，为了铭记为之作出
巨大贡献的英烈，很多街道名称都用
英烈的名字命名，比如海南人耳熟能
详的“国兴大道”“白驹大道”“勋亭路”

“善集路”等地名，无一不蕴含着对海
南革命先烈的纪念。

国兴大道：纪念白沙起义总指挥王国兴

国兴大道，是海口市一条商业和
文化要道。但是这条大道在规划中的
最早名字是“通江大道”，为什么后来
改为国兴大道呢？是为了纪念一位杰
出的革命领袖——王国兴。

王国兴，黎族首领，1943年领导
了震惊海南的白沙起义，反抗国民党
政府的压迫。这场起义虽历经波折，
但在王国兴的带领下，黎族、苗族人民
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开启了在党的领
导下抗击敌人的新篇章。新中国成立
后，王国兴的卓越贡献得到了高度认
可，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成立时，他当
选为首任州长。1995年，海口市政府
将通江大道正式命名为国兴大道，以
此永远铭记王国兴为海南民族团结与
革命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白驹大道：致敬琼崖革命先辈冯白驹

白驹大道，一张海口的“红色名
片”，其命名有两种流传的说法。其中
一个版本源于古老传说，讲述了一位骑
白马的官员带领民众战胜洪水的故
事。但更确切的来源，则是为了纪念冯
白驹这位琼崖革命的先驱。冯白驹在
海南领导武装斗争，创造了中国革命史
上“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壮丽奇迹。

善集路：怀念琼崖革命先驱杨善集

来到琼海，你会发现很多用“善
集”命名的地点，善集路、善集中学等。

杨善集，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活
动家，曾留学苏联，回国后积极参与革
命活动。1927年，面对严峻的政治形
势，杨善集毅然返回海南，主持召开了
中共琼崖地委紧急会议，明确了革命的
方向和策略。同年9月，在指挥椰子寨
战斗时，杨善集英勇牺牲。为纪念这
位革命先驱，琼海市民不仅将道路命
名为善集路，还在此设立了纪念园。

海南的红色街道命名，是对那段
烽火岁月的深情回顾，也是对革命先
烈无私奉献精神的永久颂扬。这些地
名，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镶嵌在海
南的城市肌理之中，激励着后人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勇往直前。

打开海南行政区划图，在地图上
会发现两个一模一样的村名“苏寻三
村”，一个位于海口市美兰区三江镇，
一个位于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两个
村相邻，常常让初来此地的游客难以
分辨。为何两个区的两个行政村不
约而同地使用这个名字呢？

翻开海南党史，这个答案渐渐浮
出水面。在20世纪20年代，这片区域
称为“苏寻三乡”，原有30个自然村。
琼崖抗战时期，琼山县抗日民主政府
为了有利抗战，方便管理，加强对革命
根据地的领导，就把原演丰乡的 20个
自然村合并到苏寻三乡，整个苏寻三
乡扩大到50个自然村。至于“苏寻三”
这个名字的含义和来源，有多种说法，
目前经常采用的一种说法是在土地革
命战争初期，村民们曾经三次派人出

去寻找琼崖苏维埃政府，最终找到了
党组织，主动接受党组织的领导，开展
革命斗争。实际上，清咸丰《琼山县
志》就记载了琼山县内义丰乡苏寻一、
苏寻二、苏寻三都图，可见苏寻三这个
地名最早在清道光年间就已经出现。

苏寻三乡人民为琼崖革命作出
贡献巨大，他们积极投入革命斗争，
经历了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全民
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有
占全乡人口三分之一的人参加革命
工作，青年、妇女等几乎人人参战，大
批优秀青年踊跃参军杀敌。海南解
放后，由于行政区划的变迁，苏寻三
乡被撤销，但村民始终不忘前辈的革
命历史，大家都想保留“苏寻三”这个
名字，由此也就产生了相邻两镇两村
同用一个村名的罕见情况。

两个苏寻三村背后的故事

来到海口市琼山区的本立村，在
村口摆放着4块巨石，其中一块竖立
的巨石上刻着毛泽东的批示。本立
村本来只是一个小村落，为什么毛泽
东会亲自做出批示，本立村和红旗镇
地名又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这一切，都来自于新中国成
立初期如火如荼开展的农业合作化
运动。1954年春，本立村农民敢为人
先，积极组建起小型农业合作社。10
月，琼山县第一区红旗农业生产合作
社由本立、本礼湖、大万三个小型农
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立，这是当时海
南岛最大的一个农业合作社。“红旗”
二字顾名思义，代表了当时村民们对
党领导的坚定支持和对走社会主义
道路的坚定信念。但是当时的红旗
镇还称为土桥乡，从一个社名变成镇
名，其中蕴含了中国人民战天斗地的
豪情壮志。

红旗合作社一成立就遇到了各
种自然灾害的挑战。1955年春，海南
岛出现降霜天气，春耕插秧时又遇到

严重的干旱；9月，又遭遇强台风，
1200亩稻田被刮得七零八落，产量损
失50%。红旗合作社党支部没有被
困难压倒，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发展生
产。《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记
载：“1955年，全社没有缺粮户，没有
向国家购入粮食，反而发展了多种经
营，增加了收入，单副业一项，就收入
13400多元，从中借了6700多元给社
员解决生活困难。”红旗合作社在同
自然灾害作斗争和抗灾生产中取得
很大成绩，显示出越来越大的优越
性。红旗合作社建立和发展的成功
经验获得了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
他亲自撰写按语：“重要的是做出榜
样给农民看。当农民看见办大型社
和高级社比办小型社和低级社更为
有利的时候，他们就会要求并社和升
级了。”由于红旗合作社的巨大成绩
和影响，1968年经海南区革命委员会
批准土桥人民公社改称红旗公社，改
革开放后又改称红旗镇，完成了从社
名到镇名的转变。

从本立村到红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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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仲恺乡到仲恺村

在海南岛东北部，有一个
全琼闻名的革命老区村庄，那
就是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仲恺
村。仲恺村原本由“罗陈”和

“橹梧”两个自然村组成，后来
为什么改名叫仲恺村了呢？

1926年1月20日，国共合
作时期的国民革命军进占海
口，结束了邓本殷的军阀统
治。当时，一大批共产党员跟
随国民革命军来琼或回琼，开
展琼崖工农革命运动。罗陈
村工人回到本村动员亲属参
加农民协会，使该村的农民协
会很快地建立起来，开展斗
争，成为全琼闻名的农民协会。

仲恺乡这个名字，就是由
冯白驹亲自取的。1926年4月
30日，两村农民协会宣告成立，
是全琼最早成立的农民协会之
一。冯白驹亲任该农民协会主
任，他以中国民主革命著名政
治活动家、国民党左派领袖、共
产党挚友廖仲恺先生的名字为
两村农民协会命名为“海口市
郊第二区仲恺乡农民协会”。
1926年 9月，冯白驹又在两村
组建起琼崖农村较早的共产党
基层组织——中共仲恺乡支
部。“仲恺”两字从此与两村开
始结缘，两个村的人民群众也
在“仲恺”两字的指引下，紧随
冯白驹积极参加琼崖地方的新
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为中国革
命的胜利和海南的解放，作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海南解放后，琼山县人民
政府在两村村民的强烈要求
下，把这两个村庄统一命名为

“仲恺里”。后来，随着行政体
制的变化，“仲恺里”曾有过不
同的称呼，但不管名称怎么变
化，“仲恺”两字一直未变，见证
着琼崖大革命这段轰轰烈烈的
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