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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信牺牲的时候，只有
30岁，我很荣幸能通过画笔描
绘他作战的场景。”6 月 19
日，在柳城县太平镇龙兴村下
良屯红色文化陈列室的外墙
下，来自柳城县东泉镇的墙绘
师李昕宜边画边说，画面中的
侯信持枪冲锋在前……据了
解，由村民、原中国人民解
放军柳北总队战士后代联合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共同筹款
17万元，在侯信老宅原址重
建的侯信烈士故居及红色文
化陈列室，目前主体建筑已
竣工，计划于 9 月 30 日烈士
纪念日正式开放。

为何要重建侯信
烈士故居？

6 月 19 日下午，记者来
到柳城县太平镇龙兴村下良
屯。在村民的指引下，在该
屯一座山脚下，看到了正在
建设的侯信烈士故居及红色
文化陈列室。侯信烈士故居
的主体建筑已竣工，为青砖
灰瓦结构。

“建在侯信烈士家老宅
的原址上。”村民侯庆龙说，
侯信家老宅此前曾被用作学
堂，因年久失修在 1973年坍
塌了，“我当时还没出生，房
屋的结构都是按照村里老人
的回忆设计的。”

至于为何重建侯信烈士
故居，侯庆龙说，这源于他
儿子的发问。去年学校组织
学生参加侯信烈士纪念活动
时，因故错过活动的儿子回
家后问：“侯信是谁？”

“ 这 句 话 让 我 心 头 一
震。”侯庆龙眼眶泛红，“侯信
是我们的族亲，是民族英雄，
可年轻一代对他却已陌生。”

为了让后辈记住侯信，
学 习 和 传 承 侯 信 的 斗 争 精

神，在外务工的侯庆龙当即
决定返乡。 2024 年 11 月 15
日 ， 在 他 与 村 民 们 的 组 织
下，村里举行了侯信烈士牺
牲 75周年纪念活动暨侯信故
居重建启动仪式。让人欣慰
的是，当日便筹得 9 万元捐
款，最终累计筹得捐款 17万
元。在建设过程中，村民更
是自发组成义务施工队，参
与砌墙、铺路等工作。

侯庆龙说，2024年 11月
20日，在侯信故居重建施工
挖基础时，施工人员从废墟
中发掘出多件旧物：斑驳的
勋章、锈蚀的锅铲、刀、秤
砣以及数枚铜钱等。

“这秤砣藏着惊心动魄
的故事。”侯庆龙说，听家
里 长 辈 说 ， 当 年 有 土 匪 进
村 搜 刮 ， 就 在 土 匪 打 算 进
侯 信 家 时 ， 侯 信 的 母 亲 赶
紧 将 侯 信 留 下 的 手 榴 弹 扔
了 出 去 ， 急 忙 中 却 忘 记 了
拉 引 线 ， 情 急 之 下 就 抓 起
秤砣砸了出去……

“它们会放到侯信烈士

故居展出。”侯庆龙说，这些
旧物目前都被他珍藏在家中。

一手执笔 一手持枪

“我父亲是侯信的警卫
员，直到他临终前仍常常忆
起和侯信并肩作战的岁月。”
今年 72 岁的村民覃志钦说，
其父亲生前常跟他说侯信的
英勇故事，他关心侯信烈士
故居的重建工作，经常到场
了解施工进展。

那么侯信是怎样的一位
烈士呢？

2022年5月5日，柳州晚
报微信公众号以 《曾数次被
通缉！他的多重身份曝光》
为题，报道了侯信“一手执
笔、一手持枪”奋战在新闻
宣传与武装斗争两条战线的
事迹。

据史料记载，1919 年出
生的侯信幼年丧父，由母亲
独自抚养成人。1938年国难
当头之际，侯信毅然投笔从
戎，加入广西学生军，奔赴

桂南抗日前线。1940年 11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夏
学生军解散后，他重返校园
完成学业。同年 12月，柳城
县首个中共支部成立，侯信
任支部委员，正式开展党的
地下工作。

1948 年 12 月 3 日，柳北
地区首支武工队“江猛”在
融县潭头乡 （今属融安县）
北 山 村 成 立 ， 侯 信 担 任 队
长。1949年 11月 15日拂晓，
为 配 合 解 放 军 主 力 部 队 进
军，他率部强攻太平街制高
点北门高垒岭，在冲锋时壮
烈牺牲，年仅30岁。

墙绘再现战斗场景

当天下午，李昕宜和搭
档刘骏在下良屯红色文化陈
列室的墙面上全神贯注地绘
画。

“设计方案前后修改很
多 次 ， 即 便 上 墙 后 仍 在 调
整。”李昕宜说，早在陈列室
动工前，她便受邀参与墙绘

创作。为此，他们查阅了侯
信烈士相关史料，精心设计

《用生命迎接曙光》和《一个
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两幅主
题墙绘设计方案，力求展现
侯信当年冲锋在前、英勇战
斗的场景。

李昕宜说，她和来自江
西赣州的搭档刘骏，每天上
午7时开工，天黑收工，经过
半个多月的努力，已基本完
成了上述两幅大型墙绘。

覃志钦说，目前根据历
史照片制作的侯信烈士雕像正
在铸造中，未来将陈列于重建
的故居内，同时展出的还有烈
士生前用品和珍贵史料。

目前，太平镇人民政府
正面向社会征集与侯信烈士
有 关 的 革 命 文 物 ， 包 括 文
献、勋章、书信、生活用品
等 各 类 具 有 历 史 价 值 的 物
件，将通过开设红色文化展
览，缅怀先烈事迹，传承英
烈精神。

全媒体记者
李书厚 罗妙 报道摄影

传承红色基因 凝聚复兴力量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特别报道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关注柳城县太平镇龙兴村下良屯重建侯信烈士故居

高考结束后，不少学子
选择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充实假期。他们在车站、景
区、街头为群众提供志愿服
务，用热情和行动传递城市
温暖，成为城市里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积极参加志愿服务

6月 18日，市“雷锋广
场”紫荆服务站内，市民族
高中毕业生江川、市柳江中
学毕业生莫晓艳和柳州铁一
中学毕业生韦欣瑜在值守，
他们已在此参加志愿服务一
个多星期。

近期，柳州火车站客流
量大，身穿红马甲的江川格
外显眼——他佩戴着自制的

“志愿者”臂章，腰间挂着
急救包，在人群中来回穿
梭，随时留意需要帮助的旅
客。

“我来帮您！”看到一
名拄拐杖的老人在吃力地拖
行李箱，江川快步上前接过
行李箱，一路护送老人进
站。“从 6 月 11 日上岗至
今，接触不同旅客让我收获
很多。”江川说，他接受过
专业培训，主要在进出站口
和售票处为旅客提供帮助。

“2路公交车直达五星
商业步行街，可以用小程序
扫码支付。”在服务站窗
口，莫晓艳和韦欣瑜在为游
客指路。她们每天值守于
此，接待旅客咨询上百人
次。“被问得最多的是如何
使用乘车码和规划旅游路
线。”她们笑着说，自己已
经成了“活地图”。

韦欣瑜说，志愿服务
让她收获了难忘的“社会
初体验”。她曾帮助一名未
带身份证的慌张女生联系
车站工作人员，还协助一
名迷路老人联系救助站，

“我觉得青春就该做些有意
义的事。”

小店中的成长与感悟

6月 19日，柳南区飞鹅
路的一家毛巾批发店里，柳
州高级中学毕业生吴晶晶熟
练地折叠着毛巾。她动作利
落，将一条条毛巾叠得整整
齐齐，分类摆放。

有客人进店时，她立刻
放下手中的活，面带微笑迎
上去：“您好，看看需要点
什么？”吴晶晶是这家毛巾
批发店老板的女儿，高考结
束后，她主动到店里帮忙，
分担父母的辛劳。

“以前总觉得父母开店
挺轻松，自己来干一干才知
道有多不容易。”吴晶晶一
边整理货架，一边感慨道，

“从进货、理货，到招呼客
人、算账，每一个环节都不
简单。有时候遇到挑剔的客
人，还得耐心解释、反复推
荐。”但她觉得这样的假期
格外有意义，“比起宅在家
里无所事事，在店里帮忙能
学到很多东西，也更能体会
父母的辛苦。以后我要多帮
他们分担！”

从街头摆摊
到车间实践

6月 20日，在鱼峰区洛

维工业园区的一家食品科技
有限公司车间里，市第九中
学毕业生梁靖瑜熟练地打包
食品预包装袋。“箱底摆 4
袋，正面朝上，一箱装 20
袋。”他边打包边和记者说
操作技巧。完成打包后，他
又转身去清点货物、核对数
据，认真劲丝毫不输正式员
工。

这个暑假，梁靖瑜选择
来到母亲工作的工厂，体验
生产一线的工作。而在此
前，他已尝试过另一种社会
实践活动——和同学一起卖
香蕉。“凌晨 4 点我就骑电
动自行车去批发市场进货，
再拉到柳机生活区摆摊，在
早市 10点前卖完。”他笑着
说。虽然生意做得不错，但
家人担心凌晨出行不安全，
经过沟通，他来到生产车
间，开启新的体验。

“在车间里，每一道工
序都要严格按要求完成，和
摆摊相比是另一种挑战。”
梁靖瑜坦言，几天的工厂
实践让他更直观地感受到
父母工作的辛苦，也懂得
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梁
靖瑜还计划在暑期里参与
更 多 社 会 实 践 活 动 ， 他
说：“想多尝试不同领域，
学习更多知识。”

记者走访了解到，在这
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夏季，我
市众多高中毕业生还活跃在
医院、图书馆等场所，他们
以不同方式参与社会实践活
动，绽放青春光彩。

全媒体记者
罗妙 报道摄影

日报消息（全媒体记者赵伟翔报道摄影） 6月 21
日，由市民俗文化研究会主办的“龙文化保护传承与创
新发展”全国研讨会在柳州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 20
余名专家学者围绕龙文化历史溯源、非遗保护、文旅融
合等议题展开研讨，为柳州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建言献
策。

“龙自古是多形态的，研究龙文化，要敢于打破进
化论的桎梏，寻找最初龙的动物起源。”首个发言的冯
仲平教授立意鲜明。陈金文教授通过《聊斋》传说及民
间信仰，剖析龙形象的多样性；学者薛克翘、李程等通
过中印龙形象比较，指出印度龙对中国龙在形象和文化上
的影响；黄崑威博士则从不同视角出发，强调龙文化在中
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中的纽带作用。柳州籍学者程州、罗
红向与会者介绍了柳州龙文化历史积淀和发展现状。

非遗传承成为热议话题。学者朱彬以自治区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柳州龙王出游为例，建议构建超
级文化 IP，推动非遗活态传承。

“柳州的优势得天独厚。”学者黄夏年说，柳州有
“官方的龙”（唐天宝元年柳州改名为“龙城郡”）、“柳
江的龙”（“八龙现江”的传说）、民族的龙（各民族龙
文化信仰），结合柳宗元传统文化和刘三姐山歌文化进
行综合打造，很有前景。

文旅融合议题也是精彩纷呈。“顶天、立地、立
标、入俗、集约、做实”，阳国亮教授针对文旅融合提
出十二字建议，呼吁以技术赋能龙文化，依托柳州西来
寺、龙潭公园等地，通过大型实景演出、“八龙现江”
的电竞游戏开发、建设沉浸式虚拟龙宫等方式，将柳州
打造成为“龙文化朝圣地”。刘先福博士、学者毛廷贵
等以民间传说、龙母文化为案例，探讨文旅融合的创造
性转化路径。

市民俗文化研究会会长周红梅说，此次研讨会为柳
州龙文化传承发展带来了全新视野和强大的理论支撑，
未来将整合专家建议，推动柳州龙文化与经济、社会深
度融合，让“龙城”文化名片焕发新活力。

日报消息（全媒体记者罗妙、通讯员任剑） 6月 20
日，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胜利休养所联动派出所民警、
高校大学生、银行职员及街道企业人员组成 3支志愿服
务队，开展反诈宣传、家政服务和趣味游园等拥军志愿
服务活动，满足军休干部多元化需求。

活动现场，志愿服务队入户为10户军休干部家庭提
供家电维修、理发等14项免费家政服务；民警和银行职
员志愿者结合典型案例，向军休干部讲解如何辨别电信
诈骗、虚假投资等常见骗局；30名大学生志愿者与军休
干部玩绣球传情、趣味蹴鞠等趣味游戏，现场欢笑声不
断。志愿者们还聆听老兵讲述军旅故事，深受鼓舞。

日报消息（全媒体记者庄子莹） 古装剧 《长安的
荔枝》正热播，“南国佳果”成为焦点。近日，融水苗
族自治县王女士因贪吃荔枝患上荨麻疹，通过打针吃
药才缓解症状，为“吃货们”敲响警钟。6月18日，就
过量食用荔枝引发的健康问题，记者采访了市人民医
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覃卫华。

“我 4日晚上买了两斤荔枝，5日吃了一斤，6日
又吃了几颗……”王女士回忆，贪嘴后的第三天，她
晨起时身上发痒，起初以为是衣服问题，直到下午头
部和躯干突然出现大片红色风团，奇痒难忍。“洗澡后
全身红肿，脸都变样了！”她急忙到医院就诊，注射抗
过敏针剂、服用氯雷他定，症状才逐渐缓解。

覃卫华介绍，王女士的症状可能是食物诱导性荨
麻疹：荔枝中含有异种蛋白、果酸等致敏物质，过量
食用可能引发免疫系统过度反应。尤其是冷藏后的荔
枝，低温刺激皮肤血管，可能加重过敏症状。

此外，由于荔枝含糖量高达16%～20%，人过量食
用不仅可能导致过敏，还会引发“荔枝病”。当大量果
糖进入人体，会刺激胰岛素分泌，进而引发低血糖，
出现头晕、乏力等不适症状。“过敏反应通常在食用后
2小时至1天内发作，多数患者会出现皮肤风团、红斑
并伴随剧烈瘙痒，严重者可能出现喉头水肿、呼吸困
难等症状，且部分患者会因冷热刺激使症状加重。”覃
卫华说。

对于荔枝的健康食用，覃卫华建议成人每天食用
量不超过200克（约10颗），儿童减半，过敏体质、糖
尿病患者及孕妇应谨慎食用。若出现过敏症状，应立
即停止食用，用清水冲洗口腔和皮肤，轻度症状可口
服抗组胺药物，若出现呼吸困难、头晕等严重反应，
则应立即就医，避免喉头水肿危及生命。

青春在奉献中闪光
——我市高中毕业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见闻

莫晓艳
（左一） 与
韦欣瑜（左
二）解答旅
客问题。

江川
帮助行动
不便的旅
客拉行李
箱。

吴晶晶
在自家毛巾
批 发 店 帮
忙。

梁靖瑜
在 清 点 货
物。

“龙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
全国研讨会在柳举行

群贤聚龙城 解码千年龙韵

荔枝美味别贪嘴
医师支招如何预防“荔枝病”

市胜利军休所开展拥军志愿服务活动

满足军休干部多元化需求

专家学者参观柳州龙王出游主题展。

李昕宜和搭档刘骏在绘制墙绘。 侯信烈士故居（前）及红色文化陈列室（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