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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冬，我们跟随北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的“千年南康”采

风团，走进了距南康古镇 2 千米的扫管龙村，开始了探访革命老区之行。

扫管龙村是一个有着悠久的革命历史和光荣的革命传统的老区村。抗日战争

时期，党的地下组织在扫管龙村建立了交通情报站——战马交通站。交通情报站

建立之后，扫管龙村的乡亲们在党的地下组织的带领下，先后参加了第一、第二

次抗日武装起义。战马交通情报站在钦廉四属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做出过巨

大的贡献。

扫管龙村的革命村史陈列馆，就建在交通情报站的旧址上。那是乡亲们为了

纪念扫管龙村光荣的革命历史而自发建立的。陈列馆于 2015 年正式向社会开放。

在贴满革命先辈照片的村史陈列室，扫管龙村的老支书一一向我们介绍了革

命先贤的战斗故事和英雄事迹。老支书娓娓地介绍，让我们了解到在抗日战争和

解放战争中，扫管龙村先后有 20 多名热血青年参加了革命武装队伍，当中有好

几位担任了钦廉四属的革命领导职务。他们是革命的火种，在南康地区燃起燎原

之火。在他们的影响下，村里的群众都成了革命堡垒户，纷纷自觉地掩护党的地

下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炮火纷飞的年代里，扫管龙村经受了一次又

一次的洗礼，誓与敌伪及一切反动势力抗战到底的革命信念，在洗礼中愈来愈坚

定。在革命斗争中，扫管龙村的志士们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无畏，勇往直前，涌

现了一批又一批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

从扫管龙走出去的革命先贤，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坚持为国家建设做出贡

献。当中有一批我们敬爱的老干部：姚克鲁、姚贻汉、姚岐厚、姚宁泽……在战

争年代，他们为了新中国的成立而浴血奋战，用青春岁月谱写了一曲曲英雄的赞

歌；在和平年代，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们心系民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

们是扫管龙村的好儿女，更是祖国和人民的好儿女。

在老支书的引领下，我们瞻仰了游击队的宿营地遗址。当年的宿营地，只不

过是几间简陋的土房，那是姚宁泽和姚国厚率领的武工分队的根据地。如今，土



房子早已夷为一片平地。在遗址之上，我们仔细地寻访游击队在宿营地生活的史

迹。在营地旁，我们找到一口千年古井。古井依然深邃清幽，井水清冽甘甜。这

口古井，当年曾为游击队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而游击队的粮食补给，主要靠乡亲

们偷偷地运送。扫管龙村的乡亲都是穷苦人家，经常吃不饱穿不暖。但为了给游

击队补给粮食，乡亲们想方设法去地主老财田地里弄粮食。地主田里的稻子熟了，

乡亲们就去割稻子；红薯成熟了，乡亲们就去挖红薯……有时候，为了给游击队

的战士们补充营养，改善生活，乡亲们还到海边挖沙虫挖螺，给游击队送给养。

淳朴无私的乡亲们，成了游击队坚实有力的后勤保障。在乡亲们的掩护下，游击

队在甘蔗林、木薯地、稔子丛中与敌人周旋，顽强地与敌人做斗争。

老支书说，那一年，游击队在菠萝根村与敌人打了一仗。那场战斗持续了几

天，非常激烈，很多战士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乡亲们擦干眼泪，趁着夜色去了菠

萝根村，悄悄地把受伤的战士一个一个抬回营地藏起来。营地缺医少药，乡亲们

就自己去挖草药，用土方法为伤员疗伤，挽救了一个又一个战士的生命……宿营

地是游击队的庇护所，也是扫管龙村优秀革命历史传统的见证。

宿营地古井旁，屹立着 3棵高大的荔枝树。荔枝树已显老态，树皮嶙峋，虬

根盘扎。老支书介绍说，这 3棵荔枝树已有 300 年树龄，历经雷打炮轰，风吹雨

打，依然站立不倒，每年都开花、结果。老树结出的荔枝，味道特别纯正特别甜。

站在荔枝树下，仰望那翠绿的树冠，我们的思绪似乎被带回到了那个硝烟弥漫的

年代，仿佛听到了菠萝根村战斗的枪声炮声，战士们打完胜仗之后的欢呼声……

离开游击队的宿营地，走在村中新铺的水泥路上，在我们的眼中，在我们的

镜头里，村子里处处皆风景。高大的菠萝树下，几位银发老人坐在网床上聊着家

常；牛棚里，牛儿叼着新鲜的稻草，漫不经心地咀嚼；院中，公鸡迈着矫健的步

伐，闲庭信步。绿树掩映的红瓦房，错落有致；晾晒在小广场上的稻谷，闪着金

光；村口的舞台，悬挂的条幅是那么的鲜艳……这份安宁，这份悠闲自在，正是

无数的革命志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南康，这片曾经被英雄的鲜血浸染过的红色土地，沐浴着新时代的春风，如

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的木薯地，种上了来自台湾的各种名优水果。昔



日的荒坡地变成了生态园。林地里，人们改种良种瓜菜。冬瓜、萝卜、大白菜……

一车一车销往全国各地。扫管龙的乡亲们，正捋起袖子，走在奔小康的大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