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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信息

为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弘扬革命精神，河源

市博物馆精心策划了《丰田记忆：和平县黄氏“一门三杰”

革命事迹展》，以河源市和平县阳明镇丰田自然村抗战名人

黄汉廷，革命先辈黄伟明、黄胜庸“一门三杰”的红色事迹

为主要内容，拟展出大量珍贵历史图照、手稿等革命文物，

以小见大地展示革命者的家国情怀和大无畏精神。

展览基本情况

展览名称 丰田记忆：和平县黄氏“一门三杰”革命事迹展

展期计划 2023 年 9 月 15 日 至 2024 年 2月 28 日

是否免费开放 ☑是 □否

展厅面积 60平方米 展线长度 27.5 米

展品数量 42套/件
文物数量 27件

借用文物数量 27件

、展览内容

一、亮点和创新点：本次展览以河源市和平县阳明镇丰田自然

村抗战名人黄汉廷，革命先辈黄伟明、黄胜庸“一门三杰”的

红色事迹为主要内容，展出了大量珍贵历史图照、手稿等革命

文物，以小见大地展示了革命者的家国情怀和大无畏精神。

二、展览选题缘由、定为、传播目的：河源市和平县阳明镇丰

田自然村有黄氏“一门三杰”，其中黄汉廷是淞沪抗战中“和

籍团”团长，曾参加大小战役百余次，屡立战功，解甲归田后，

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民族解

放事业，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黄伟明 14 岁参加革命，17 岁

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孟良崮、淮海、抗美援朝等大小战役

20 多次，几经生死，多次立功；黄胜庸曾是淞沪抗战中年龄最

大的抗战老兵，也是东江纵队的“老交通员”，还将 3个儿子

送去参军。“一门三杰”的事迹具有典型性，他们在革命年代



二、陈展大纲

序厅

前言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在河源这片红色热土上，曾有无

数仁人志士于民族危难和国家兴亡之际挺身而出，在血与火的淬

炼中谱写了壮丽的人生篇章。

和平县阳明镇丰道村丰田自然村有抗战名人黄汉廷，革命先

以不同的人生经历诠释了赤胆忠心、勇于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

通过本展览，能让观者通过了解革命先辈的红色故事，感悟革

命者的大无畏精神，从中汲取在新时代伟大征程中砥砺前行的

精神力量。

三、展览主要内容、展示单元安排及展品选择：展览按人物事

迹分为“铁血团长”“少年英杰”“抗战老兵”三个单元，脉

络清晰，其中“铁血团长”主要介绍黄汉廷率领“和籍团”参

加淞沪抗战以及爱国民主运动的事迹，并对“和籍团”由来和

烈士进行介绍；“少年英杰”介绍黄伟明先辈参加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等战役的事迹，并展出其收藏的大量毛泽东像章

等红色文物；“抗战老兵”介绍淞沪抗战中年龄最大的抗战老

兵黄胜庸的革命事迹，并通过老人生平展示其豁达的生活态度。

在展品选择上以红色文物为主，多为三人生前使用或保存过的

物品，是历史的见证物，并辅助以纪念章等部分复制品，选取

的展品数量丰富、类型多样，契合展览主题。

形式设计

展览整体风格以红色和灰色为主，红色代表革命先辈如火的革

命激情、坚贞的理想信念和不怕流血牺牲的无畏精神，灰色主

要用于历史图照部分，渲染历史的底蕴和时间的沉淀；空间规

划上按走线分区设置，以人物事迹分三个主要单元，将整个展

览贯穿成统一的整体，确保主题突出，逻辑性强；辅助展品主

要是介绍人物事迹的书籍以及部分与展览相关的衣服、草帽等

展品，以丰富展览内容，营造年代氛围，深化展览主题和价值

内涵。



辈黄伟明、黄胜庸“一门三杰”。他们在革命年代以不同的人生

经历诠释了赤胆忠心、勇于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

黄汉廷，淞沪抗战中“和籍团”团长，曾参加大小战役百余

次，屡立战功，解甲归田后，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

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黄

伟明，14 岁参加革命，17 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孟良崮、

淮海、抗美援朝等大小战役 20 多次，几经生死，多次立功；黄

胜庸，曾是淞沪抗战中年龄最大的抗战老兵，也是东江纵队的“老

交通员”，还将 3 个儿子送去参军，展现了炽热的家国情怀。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心怀着对家国乡土的热爱，才有忠贞不变的信仰，并愿意为此奋

斗终生。希望本次展览，能让观者通过了解革命先辈的红色故事，

感悟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从中汲取在新时代伟大征程中砥砺前

行的精神力量。

愿山河永固，英魂长存！

第一单元：铁血团长

生平

1892-1931

1892 年 11 月 16 日 出生于广东省和平县三民乡农民家庭

1899 年 上本乡私塾

1907 年 在和平县城保和酒店做童工

1911年 在廖容(惠州民军副司令)和平起义的风云际会中参



加粤军新军，投身辛亥革命

1919年 考取护国军第二军林虎将军在广州北校场办的讲武

堂，肄业一年，与蔡廷锴成为同学

1921 年 任粤军第 1 师(师长邓铿)第 4 团(团长陈铭枢)1 营

4 连 2 排排长

1925 年 参加粤军讨伐陈炯明东征后升任连长

1926 年 7 月 随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称“铁军”)参加北伐，

武汉收复后升任少校营长

1927 年 8 月 跟随叶挺(5 军副军长代理军长、24 师师长)、

蔡廷锴(11 军代理副军长，10 师师长)参加南昌起义

1927 年 8 月 南昌起义失败后，跟随蔡廷锴所率 10 师东开

河口，年底回粤整编

1928 年初 随蔡廷锴师调琼州，结识琼州姑娘王秀清并结婚

1929 年初 任广东独立第三旅二团中校团副，不久调任旅司

令部中校主任参谋

1930 年 8 月 十九路军成立，任 60 师 237 团上校团长，受

命回乡招募和平新兵 600 多名（编入补充团）

1931 年 9 月 率全团官兵参加赣州整训，改任 60 师 357 团

团长

1931 年 11 月 率 357 团随十九路军调防京沪，（60 师）驻

苏州、无锡、常州

1932-1939



1932 年 1 月 28 日 松沪抗战爆发，次日率 357 团(即 3 团)

赶赴前线，在浏河、闸北、江湾等阵地奋力御敌，直至 3 月 1 日

夜退至第二防线。

1932 年 5 月 中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随十九路军调往福

建，时任 119 旅副旅长

1933 年春 回乡筹建“淞沪抗日和籍烈士纪念碑”

1933 年 11 月 “闽变”发生，时任人民革命军第 1 军(60 师

扩编)第 1师(10 师扩编)副师长

1934 年 1 月 “闽变”失败后遭谴回到广州，进入陈济棠所

办“军官学校研究班”学习 1 年

1935 年 1 月 应陈维周(陈济棠之弟)之邀参加税警总团

1936 年秋 任粤军第 4 军 154 师(师长梁世骥，原十九路军

121 旅旅长)上校参谋处长(主任)

1937 年 8 月 随师参加“八·一三”淞沪会战

1939 年冬 因疾退伍回乡，开展抗日救亡等革命活动

1941-1952

1941 年 担任和平县三民乡乡长，扩建本乡初小为完小(均

联完小)

1942 年冬 辞三民乡乡长，任均联完小义务校长，邀请进步

人士，包括中共党员担任教员

1944 年秋冬 任和平县警察局长半年，曾积极关心和资助由

曲江进入和平的难民



1945年春 积极营救被国民党县政府拘捕的“八·一三”书

店共产党人

1946 年 加入蔡廷锴任主席的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在和

平发展成员，开展反蒋民主运动

1947年 斡旋释放被国民党县政府拘捕的热水中共党组织干

部、游击队员和无辜群众

1948 年 接受蔡廷锴“设法抓兵权”伺机起义的指示，出任

县联防总队副总队长，为革命开展安插同志、情报、营救、策反

等工作

1949 年 5 月 和平解放前夜，参与策动游击队进入和平城，

助力和平县城解放

1949 年 和平县解放，出任和平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及

驻会常委、和平县人民政府参事

1952 年 8 月 被错划为反动官僚头子，投入牢狱

1952 年 9 月 含冤辞世

1981 年 7 月 人民政府给予平反昭雪，明确为爱国民主人士

展品：

1.黄汉廷 1920 年前后回家探亲时送给长兄的绒服

2.民国佩剑（黄埔军校第 5 期）

3.黄汉廷被追授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纪念章



1.戎马生涯

风起云涌入新军:1911 年 10 月，恰逢革命党人廖容（惠州

民军副司令）在和平发动起义，19 岁的黄汉廷在风起云涌中加

入粤军新军。

粤军第一师接受检阅

结识同庚蔡廷锴:1919 年，黄汉廷考取护国军第二军林虎将

军在广州北校场办的讲武堂，与蔡廷锴成为同学，两颗赤胆一腔

热血，此后他一直跟随蔡廷锴南征北战。

蔡廷锴在前线视察

率领 3 团战淞沪:1932 年 1 月 28 日淞沪抗战爆发，任十九

路军 60 师 119 旅 3 团团长的黄汉廷率 3 团（因多为和平藉人称

“和籍团”）英勇善战，屡立战功，获授宝鼎勋章。



淞沪抗战中的十九路军

反蒋联共参闽变:淞沪抗战结束后，根据《淞沪停战协定》，

19 路军被换防调至福建反共。但官兵们以抗日为荣，以剿共为

耻，于是拥护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为首，联共

反蒋抗日，于 1933 年 11 月在福建通电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

政府。19 路军改称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黄汉廷任第一军第

一师少将副师长。闽变时间仅 2 个多月，由于兵弱地广、时间仓

促等原因，终被蒋介石率 10 多个师击败。1934 年 1月，19 路军

被彻底改编而消亡。

福建事变：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代表合照

再奔淞沪赴会战:闽变失败后，黄汉廷遭谴广州，带着部分

旧部辗转进入粤军第四军 154 师（师长梁世骥，原十九路军 121

旅旅长），任上校参谋处长，1937 年参加了淞沪会战，随师转

战京、沪、苏、皖地区，屡败强敌，跟随参战的堂侄黄祥兴等战



死疆场。

展品：

1.黄汉廷荣获的淞沪抗日宝鼎勋章

2.淞沪血战

1932 年 1 月中旬，日寇陈兵上海，并制造日僧三友实业社

冲突，寻衅生事。19 日，日领事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多项要求，

上海市长吴铁城屈辱妥协，全盘接受。28 日晚，日舰队司令盐

泽幸一又发通牒，要 19 路军退防闸北让日军进驻，并于当夜 11

时 30 分突袭闸北，遭 19 路军奋起还击。淞沪抗战拉开序幕。

日本军舰云集黄浦江 向吴淞进发的日炮队



蒋光鼐总指挥（中）、蔡廷锴军长（右）、戴戟司令

蔡廷锴检阅即将开赴前线的战士

3.和籍团参战纪略

1 月 29 日，黄汉廷奉命率 3团（357 团在淞沪抗战中的序列）

赶赴前线，在大场镇构筑工事，并担任浏河的警戒。面对嚣张的

日寇，他奋笔疾书，立下誓言：“愿做沙场鬼，不做亡国奴。为

国捐躯，虽马革裹尸在所不辞。”

交火前

·[1 月 28 日·常州]夜接急调令

·[30 日·上海大场镇]担任小川沙、浏河警戒

·[2 月 7 日·闸北至江湾]接任战略重线守备

·[8 日·侯家头、燕毛湾]挖工事，设团指挥所

战事一

[9 日至 14 日·江湾]敌借飞机大炮压阵，坦克开路，发动 4



次进攻。和籍团借掩蔽工事躲过飞机轰炸，潜入巷道用集束手榴

弹炸毀坦克，远枪近刀对付步兵，击退敌一次次进攻。

战事二

[20 日·江湾车站]9 时始，敌约 3千携骑兵、坦克、飞机向

和籍团一营（李畏营）猛攻。俟敌坦克近，该营即发地雷毁 6辆，

又乘敌机敛迹冲锋肉搏 2 小时，退敌 20 余次。和籍团前进排在

孟家宅伤亡净尽，遂为敌占。三营(周刚如营)增援，至黄昏将敌

围歼，收复阵地。

战事三

[22 日·江湾车站]9 时，敌以炮火、飞机、装甲车掩护第九

师团两千人，向和籍团猛攻。俟敌至有效射界，和籍团以猛烈火

力狙击，击溃敌多次进攻。至深夜，阵地仍巍然不动。此役和籍

团七连连副黄振民等不幸牺牲。

战事四

[29 日·钱家荡、沈家宅]拂晓，敌向和籍团前进阵地三营

九连(黄瑾连)多面进逼。该连死伤甚大,遂后撤并入全营抗击。

连长黄瑾受伤，坚持指挥杀敌，直至牺牲。代连副王标等前仆后

继，不幸殉职，官兵以血肉之躯，死保第一防线。

[3 月 1 日夜 11 时]指挥部下令全线战略撤退，随右翼主力

撤至黄渡、方泰之线。

[停战后]黄汉廷被记大功一次，获颁宝鼎勋章。3团获“老

虎团”称誉。



19 路军以血肉之躯死守阵地

在杨林口，19 路军与日军交战情形

和籍团丰碑

在这场威震中外的淞沪抗战中，19 路军英勇杀敌，血战月

余，打得日寇三易其帅，六次增兵，死伤万余。19 路军亦伤亡

惨重，其中黄汉廷率领的 3 团有 105 名官兵（其中和平籍烈士

50 名）壮烈牺牲，占 60 师阵亡官兵的 28%。

部分牺牲官兵简介



战事过去一年（1933 年春），和平藉英烈舍身卫国的身影，

令黄汉廷无法释怀。在得到蒋光鼐、蔡廷锴两将军支持后，他回

乡筹建和籍烈士纪念碑。黄汉廷“胪其姓名，录其事迹，择地建

立”(碑文)，碑身雕“淞沪抗日和籍烈士纪念碑”(正)、“唤醒

国魂”(侧)、“浩气长存”(背)、“为民前锋”(侧)，碑座镌黄

汉廷亲撰碑文及烈士英名。90 年过去，纪念碑仍雄伟矗立于和

平城南。



淞沪抗日和籍烈士纪念碑

淞沪抗日和籍烈士芳名（50 人）

大坝镇（共 11 人）：

黄 瑾（连长） 陈 汉（列兵） 刘绍先（列兵） 黄德

材（列兵） 袁英雄（列兵）

袁 震（列兵） 黄鸿基（列兵） 张 允（列兵） 吴少

平（列兵） 叶青盛（列兵）

黄桂标（列兵）

下车镇（共 10 人）：

徐定远（班长） 徐木林（列兵） 徐明元（列兵） 徐汉洲

（列兵） 徐声标（列兵）

徐明华（列兵） 刘云清（列兵） 郑振湘（列兵） 徐国基

（列兵） 徐南扬（列兵）

上陵镇（共 5 人）：

吴盛尧（班长） 黄玉阶（班长） 吴 煌（列兵） 黄 永

（列兵） 吴福才（列兵）

长塘镇（共 5 人）：

巫 标（列兵） 张立胜（列兵） 李廷芳（列兵） 徐维



翰（列兵） 石得胜（列兵）

附城镇（现属阳明镇，共 4 人）：

黄振民（连副） 王 标（代连副） 曹 雄（班长） 黄李

胜（列兵）

贝墩镇（共 4 人）：

凌乐平（列兵） 林凤鸣（列兵） 罗成标（列兵） 肖亚彬

（列兵）

林寨镇（共 3 人）：

陈添元（班长） 陈金章（列兵） 陈才（列兵）

彭寨镇（共 3 人）：

叶廷忠（列兵） 林丙廷（列兵，原安垇镇） 林云廷（列兵，

原安垇镇）

青州镇（共 2 人）：

刘 德（班长） 刘章甫（列兵）

优胜镇（共 1 人）：

黄德标（列兵）

合水镇（共 1 人）：

吴益云（列兵）

礼士镇（共 1 人）：

曾娘金（列兵）

展品：

1.和籍排长王观福军服（因参战时右臂负伤留下弹孔，复制



品）

2.和籍团战士黄宇谦家书

3.“十九路军”斗笠

4.《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日史料汇编》

5.《淞沪抗日作战纪要》（复印件）

6.《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日 70 周年 1932-2002 纪念

册》

7.《喋血淞沪》

8.十九路军战士黄振民照片

9.十九路军战士黄宏森照片

4.共产党的忠诚朋友

积极支持共产党

1939 年，黄汉廷因患风湿症，随军作战困难，被迫退伍，

回到家乡和平。回乡后，他被中共和平县党组织看作抗日爱国民

主人士和忠诚真挚朋友，一直配合党组织进行传递情报、提供枪

支弹药、组织救援被捕共产党人等活动。

1949 年 5月 23 日，黄汉廷协助中共九连部队解放和平县城。

在次日的群众大会上，他说：“凡是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事，我

都坚决拥护；凡是对国家对人民不利的事，我就坚决反对”，号

召各界人士拥护共产党，听从党的领导。

停建住房建学校

1936 年，蔡廷锴将军给黄汉廷两千港元建房，当时建成了

前后栋。1941 年，回乡不久的他买了材料拟续建，恰逢他发起



的建校（均联完小）工程材料不够，便将建房材料用于建校，校

舍建好，又将自家门坪的大树移至学校栽种。不久，他亲任不领

报酬的义务校长，并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聘请进步青年黄培

根为教务主任，中共党员黄如镜、黄定邦担任教员。

均联完小第一届毕业班照片

黄汉廷未完工的旧居

抗美援朝捐戒指

抗美援朝战役爆发后，国家号召民众捐款捐物，黄汉廷动员

妻子捐出结婚戒指。妻子王秀清先是不舍，但一想到前方将士浴

血奋战，便不再迟疑。在解放初国家困难之际，他要求家人实行

“两餐制”，自己也戒掉了烟。



叮嘱妻儿跟党走

1952 年，黄汉廷被错划为反动官僚头子关在乡里，担心遭

遇不测，便给妻儿写下遗嘱，回顾人生，坦露心迹，殷切叮嘱妻

儿“跟着共产党走”。

1981 年 7 月，和平县人民政府作出决定，为黄汉廷平反昭

雪，恢复其爱国民主人士的身份。2005 年、2015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分别为其追授颁发了“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

纪念章”和“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



遗 嘱

余自辛亥革命献身祖国/频年历碌/戎马半生/南征北战/抗

日讨蒋/大小战役不下百次/为国为民族争生存/三十年浴血奋战

/立下汗马之功/我虽抱定以身殉国之志/但恨苍天无灵/竟未达

成功成仁/实为终生憾事

自解甲归里后/矢志桑梓执民勤/早把名利生死置度外/惟民

疾苦耿于怀/名虽未加入共党/身实早已志同道合/解放后自认旭

日东升/沐浴阳光/初振抱负/不幸祸从天降/吾之生死当不足虑/

惟独此种功臣罪人/志友视敌的做法/实堪痛心/如若长此下去/

国将何兴/深感痛哉

现吾年届六一大诞之秋/适遇一大难临头之祸/若政府无明

察事实之根本/唯有一死而已/慷慨赴义/以遂平生奋斗之壮志/

究吾致死之因/囿恋乡土民情之羁绊/而失却清明的理智/及缺乏

远大之眼光/亦未能听吾妻王秀清之金玉良言/至成今日之祸/追

悔莫及/我自认定命运遭时势/夫复何言

我死后希望你们母子/节哀缩丧/草草埋葬/跟着共产党走/

安分守己/立志做人/从事劳动/克苦谋生活/勿寻短见/免除他念

/切记/切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目前度过这个土改关/将来你

们可享受社会主义美好的幸福生活/凡我妻儿须遵遗训/死当瞑

目/是所至嘱

书给

吾妻王秀清及诸儿伟光 伟明 伟耀 伟辉 伟雄 伟德 伟迪

公元一九五二年九日十六日于乡府狱中你父亲汉廷



展品：

1.黄汉廷遗嘱（复制品）

2.《丰田村一门三杰》

3.黄汉廷妻子王秀清为其集资办学做的布鞋

4.黄汉廷使用过的煤油灯

5.黄汉廷使用过的砚台



第二单元：少年英杰

生平

1932 年 1 月 11 日 出生于广东省和平县三民乡（今阳明镇）

丰田村

1946 年 6 月 参加国民革命军（65 师 478 团 1 营 1 连），任

勤务兵

1946 年 8 月 在江苏泰兴黄桥镇加入新四军

1948 年 11 月至 1950 年 6月 任解放军 23 军 69 师 205 团通

讯班长

1950 年 6月至 1951 年 10 月 在解放军南京空军预备学校及

徐州华东装甲兵学校学习

1952 年 9 月至 1952 年 4 月 作为“战斗英雄”保送解放军

第二陆军军官学校（重庆）学习

1957 年 4 月至 1964 年 12 月 在河南军区历任 56 团 5 连副

连长、独立营 2 连连长、训练团军事教官

1956 年 12 月至 2002 年 1 月 转业地方，在交通运输、印刷、

纺织、电缆、船舶等部门和企业任职

2002 年 1 月 离休

2016 年 1 月 21 日 在河南郑州市逝世



1.少年困顿不坠青云志

黄伟明 1932 年出生于和平县三民乡(今阳明镇)丰道村丰田

屋，父亲为前清秀才，擅文墨，母亲在其 4岁时得病早逝。因老

来得子，其父视之若宝，出门做事总带在身边，又恐其玩水每于

掌心写字以管束。到 1946 年初父亲去世，家道败落，家境凄凉，

14 岁的黄伟明为了生计，跟着大人碎石卖钱，却被军车撞倒拖

出百米险些送命。他到堂兄店里帮工，未几店铺关门又陷失业。

艰难困苦中，幸得亲友接济，勉强生活，这也养成了他坚韧不拔

的性格。

受堂叔黄汉廷和哥哥黄祥兴（同母异父，随黄汉廷抗战时

22 岁战死吴淞口）抗日壮举影响，1946 年夏，向往军旅的黄伟

明参加了国民革命军（远征军 65 师 478 团一营一连，时回师驻

丰田），当了不配枪的连长勤务兵。1946 年 8 月，所在连与新

四军交火时被打散，慌乱中他跑进了新四军营地，非但没被“抽

筋剥皮”（国军反动宣传语），反而受到礼遇和关怀。对比在国

军中受打骂，还险因高烧昏睡当成死人埋掉，他倍感温暖，融入

到这支为穷苦人闹革命的队伍中。



2.屡立战功“小广东”

进入共产党军队的黄伟明，因年小勤快，机灵勇敢，操广东

口音而被唤作“小广东”。他如鱼得水，驰骋疆场，屡立战功，

1946 年冬至 1954 年春随部队参加了苏中、宿北、鲁南、孟良崮、

淮海、抗美援朝等大小战役 20 多次，从通讯员到通讯班长，再

到志愿军排长，在战斗中加入中囯共产党，立功 5 次，还获得朝

鲜人民共和国勋章和中国国防部解放勋章。

黄伟明于 1949 年留影 黄伟明抗美援朝时期回国留念



参战情况

1946 年 8 月 苏中战役

1946 年 12 月 宿北战役

1947 年 1 月 鲁南战役

1947 年 2 月 莱芜战役

1947 年 5 月 孟良崮战役

1948 年 6 月 豫东战役

1948 年 9 月 济南战役

1948 年 11 月 碾庄战役

1948 年 11 月 淮海战役

1949 年 4 月 渡江战役

1949 年 10 月 解放舟山

1952 年 9 月 抗美援朝

展品：

1.黄伟明荣获的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

2.抗美援朝纪念章

3.一颗忠心守军魂

1965 年 12 月，黄伟民从河南军区训练团军事教官的位置上

转业地方，先后在交通运输、印刷、纺织、电缆等部门和企业任

职，始终坚守着时刻听党话、永远跟党走的忠诚，保持着革命军



人艰苦奋斗，一往无前的本色。和平年代，他渐渐养成了一个习

惯，每次开会发的毛主席像章，每次活动收到的红宝书，每本刊

物登载的毛主席相片，他都收藏起来，成为滋养他精神世界的重

要素养，直至终老。

转业后的伟明（前排右一）与战友们合影

展品：

1.黄伟明收藏的毛主席像章、语录本、毛主席画像

2.黄伟明使用过手表

3.黄伟明使用过的指南针

4.黄伟明使用过的公文皮包

4.参战事略

苏中、宿北、鲁南、莱芜战役

1946 年 8 月至 1947 年 3 月，黄伟明在新四军一师三旅 7 团

（1947 年 1 月改华东野战军四纵十二师 34 团）特务连任通讯员

（后调团通讯班），随军参加了苏中、宿北、鲁南、莱芜等战役。

战场上，他身手敏捷，传令迅速而被称做“飞毛腿”。仗打完后，

押解俘虏常是他的活。在押解敌军长、副师长及大队俘虏的几次



押送中，因冒着敌机多次轰炸而安全押送首立战功。

鲁南战役（油画）

孟良崮战役

从 1947 年 5 月 13 日孟良崮战斗打晌，到 5 月 16 日击毙张

灵甫全歼国民党“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 74 师，华东野战军激

战 5 天 4 夜。黄伟明为上前线争取回到特务连，首战是夺取 520

高地侧翼制高点无名高地。在经过了十多次拉锯战后，该连又一

次抢占了高地，但伤亡惨重（战斗结束后 186 人剩 29 人）。危

急关头，他受命传令调机枪排和六 0 炮班增援。枪林弹雨中，他

摸爬滚钻，及时调来最猛火力，击退敌人气势汹汹进攻，确保了

高地掌控在我军手中。

17 日攻 520 高地，特务连重组 2 个班，配合二营正面攻击。

冒着密如织网的火力，黄伟明及时把攻打石围子工事的命令送达

突击队，让其突袭了这个制高点并端掉了敌指挥所，为全团攻下

520 高地以及后面的 540 主峰，扫清了障碍，打通了通道。



淮海战役

1948 年 11 月至 1949 年 1 月，34 团参加了淮海一阶段战斗，

协同兄弟部队攻下碾庄黄伯韬司令部。二、三阶段参与歼击黄维

兵团，围歼杜聿明集团。在 11 月 22 日碾庄附近的小牙庄争夺战

中，黄伟明传令途中突遇 20 多敌人摸黑走到面前，躲避已来不

及，他情急生智倒在尸首堆中装成死人，保全了自己，完成了任

务。激战中，重机枪手张连长负伤倒地，敌人乘势蜂拥而来，从

没使用过重机枪的黄伟明操起那挺重机枪，把敌人又压了下去，

为战斗胜利争取了主动，战后荣立三等功，调任通讯班长。

淮海战役前线总指挥委员会委员合影

淮海战役（摄于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

抗美援朝

一进朝鲜 1952 年 10 月 1 日，黄伟明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

军三野 23 军 69 师到达朝鲜东海岸元山港，接替 20 军防务。敌



机没日没夜地在头上盘旋轰炸。20 日，该师 205 团一营一连一

排坑道洞被炸塌，死 38 人伤 8 人，其中通讯班 18 人除班长黄伟

明和火箭手炸伤外，其余全部牺牲。受重伤的黄伟明被送回祖国

治疗。

1952 年底黄伟明负伤时，26 陆军医院与战友合影

二进朝鲜 1953 年 1 月，黄伟明归队心切，没得到康复出

院的批准，就私自搭上兄弟团的物资运送车回到前线（此时所部

已调三八线接 38 军 4师防务），并被任命为一营三连一排排长，

驻守马山阵地。

黄伟明二次重返朝鲜前线留影 黄伟明三八线留影



抗美援朝战斗场景

战场立功 3 月 30 日晚,黄伟明带着加强排进入战场缓冲区

侦察敌情,前面的尖兵不慎踩爆了地雷,将队伍暴露在敌人的眼

皮底下,遭到了敌正侧攻击,后面退路也给排炮封死了。万分危急

中，他判断出正面火力比较薄弱，便果断指挥正面突围。正面很

快被打开了一个口子。他们迅速从这个缺口下的铁丝网边沟撤离

到友军阵地，既保全了自己又撂倒了十五六个敌人，还俘虏了一

个美军顾问。

4 月下旬，志愿军司令部发出了从三八线向前推进的命令。

黄伟明接到了团党委潜伏侦察敌情火力的任务。20 日夜，在我

军炮火和战友的掩护下，他和助手乘着夜幕摸到敌铁丝网外 10

余米处，做好伪装，一到天亮便把敌工事火力一一画于草图上。

顶着一整天恶劣条件，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为后面的进攻和胜利

提供了依据，奠定了基础。

展品：

1.黄伟明的回忆录手稿

2.抗美援朝纪念章

3.一九五三年摄于朝鲜的照片

4.黄伟明保存的抗美援朝慰问品——“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



搪瓷水杯

5.黄伟明为留念从军服、军帽取下来的军徽和扣子

第三单元：抗战老兵

生平

1905 年 2 月 8 日，出生于广东省河源市和平县阳明镇丰道

村茂盛坝街。

1927 年，在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 60师 119 旅 357 团服役，

常常来往粤港两地。

1932 年，参加了淞沪抗战，进行了长达 33 天的激烈战斗。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所在的部队被调遣去了福建，没过多

久，部队也解散了，便解甲归田，回到了和平县老家。

1939 年后，加入东江纵队，成为了东江纵队的秘密交通员。

2017 年 12 月 20 日，病逝，享年 112 周岁。



1.参战淞沪

因为跟随时任十九路军团长的叔叔黄汉廷从军的关系，黄胜

庸 20 岁出头就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当上了黄汉廷的少尉副官，

并参与了淞沪抗战和闽变。在淞沪战场枪林弹雨中，他跟着黄汉

廷穿梭阵地，险被流弹击中而伤亡(所幸只是裤子被打穿数洞)。

2015 年，黄胜庸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

黄胜庸的军人风范犹存

祭拜淞沪抗日和籍烈士纪念碑 十九路军老兵战士黄胜庸（左）和曾晖



展品：

1.黄胜庸荣获的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

2.《口述淞沪抗战》；

3.中央电视台采访专用信（2009 年）；

4.《寿相》（106 岁的黄胜庸）

5.《口述淞沪抗战》

6.黄胜庸使用过的藤匣

2.爱国情怀

老交通员 解甲归田不久，黄胜庸与胞兄叶宣在和平县城金

带路开了间宣利杂货店。借开店经商之便，他与山上的游击队搭

上线，采办手电筒、斗笠、草鞋等物品，偷偷地转到何焕炎队长

(解放后评定为离休干部)手中，再送到岑江、热水、青州等游击

区，就像是游击队“地下工作者”一样，默默地为和平的解放事

业做贡献。在 2000 年“五老”人员普查中，黄胜庸被核定为“老

交通员”而受到表彰。

送子参军 作为抗战老兵，黄胜庸的报国情怀，还体现在送

子当兵上。他有 4 个儿子，1个留在身边，其余 3 个儿子都送到

解放军部队。大儿黄林桐 1947 年参加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东江

第二支队，三儿黄义桐 1963 年参加解放军 662(公安)部队，四

儿黄礼桐 1969 年参加解放军 0601 部队。他们都是在父亲的积极

影响和全力推动下，走向保家卫国之路。



大儿黄林桐 三儿黄义桐 四儿黄礼桐

展品：

1.和平县在乡“五老人员”确认证书定期补助金领取登记证；

2.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战胜利六十五周年徽章

（2 个）

3.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

4.“抗战老兵 民族脊梁”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章

3.长寿老兵

黄胜庸享年 112 岁，曾是淞沪抗战中年龄最大的抗战老兵。

他何以能如此高寿？据其家人回忆总结，可能与三方面有关。

【吃】黄胜庸很能吃肉，晚年仍是“无肉不过日”。年轻时

逢上年饭喜宴，吃个一、二斤扣肉(焖制的大块猪肉)不在话下;

到了晚年牙齿不好，子孙给他煲粥拌肉，仍是“多多益善”。



五代同堂的黄胜庸大家族合影

【喝】黄胜庸一生喜喝绿茶，且是越浓越好，斟茶时壶嘴“搽

丝”(客家话，茶水粘稠，斟茶如丝) 最佳。每到逢年过节，大

家总会小酒一杯祝福寿，他却是以茶代酒谢亲友。到了花甲之年，

他更把早茶当早餐，喝饱方休。

【拉】

一拉二胡。上世纪八十年代，黄胜庸常邀艺人到家吹拉弹唱。

他是二胡手，拉得不算婉约动听，却乐在其中，摇头晃脑。

二“拉关系”。计划经济时，大儿在物资局工作，他家总存

有紧缺药品，每逢邻舍头痛发热、伤风感冒，他总把这些“灵丹”

送去，一解乡邻病痛之苦；粮食紧缺时期，他借米前脚刚回，看

到邻里揭不开锅，又迈出后脚送些米过去。

三为“拉风”。黄胜庸活得前卫、时尚、“很潮”，不管演

出本地采茶戏，还是外来汉剧粤剧，最早入座等开戏的往往是他；

老影院放电影，自个看不算，还要携家带口才过瘾；他家是村里

最早买电视的，入夜，他把电视机搬出门坪，看到乡亲们围拢过

来看，总会笑得合不拢嘴。



拉二胡是黄胜庸的爱好

黄胜庸（前右）与十九路军历史研究会会长蔡醒民（前左，蔡廷锴将军长孙）
等留影

展品：

1.黄胜庸用过的二胡

2 黄胜庸使用过的茶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