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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诚：
血脉里的革命基因

1919年冬，侯信在柳城县
太平乡下良村 （今太平镇龙兴
村下良屯） 一个壮族家庭出
生。1938 年 11 月，心怀报国
之志的他加入广西学生军，毅
然奔赴桂南抗日前线。

在抗日救亡的洪流中，侯

信如饥似渴地汲取进步思想。
1941 年 12 月，柳城县第一个
中共地下党组织——中共柳城
县支部在凤山镇成立，侯信任
委员。他以教书先生的身份作
掩护，课堂上传授知识，暗地
里播撒革命火种，开展党的地
下工作。

侯信一家是名副其实的
革命之家。当侯信在下良屯
侯举才家宣告下良屯农会成

立时，他的堂叔侯乔送以乡
农会会长身份公开支持“二
五减租”，将乡、村粮仓稻谷
低 息 借 贷 给 农 民 度 荒 育 种 ，
号召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
力，支援抗日前线。堂弟侯
勇、亲弟侯高浪等 13 个村民
率先加入，侯氏家族的血脉
自此与革 命 事 业 融 为 一 体 。
他的母亲姚二妹、妻子吴玉
珍默默支持着革命，不辞辛
劳地为往来党内同志和游击
队员提供食宿。1948 年 12 月
3 日 ， 柳 北 地 区 第 一 支 武 工
队 —— 江猛武工队成立，侯
信 担 任 队 长 。 面 对 经 费 困
窘，侯信提议变卖田产、耕
牛，获全家支持。两块好水
田和一头大水牛被售出，吴
玉 珍 还 将 陪 嫁 首 饰 悉 数 变
卖，所得款项尽数交给武工
队。后来，姚二妹转移到第
二 大 队 驻 地 ， 为 战 士 们 煮
饭、缝补、编织草鞋，有时
甚至持枪看守俘虏。

侯信的堂弟侯高峰是柳北
总队宣传科骨干。其岳父吴庆
高是国民党柳城县参议员，在
侯信的感召下，不惜倾家荡
产，甘冒杀身之险，多次为柳

北地区武装队伍输送武器、弹
药和情报。

侯信为人民解放事业赴汤
蹈火，深得战友与群众拥戴。
受他的带动、鼓励与教育影
响，众多家人、亲友、同窗、
乡邻无怨无悔地支持革命。

壮举：
一个村落的觉醒

当革命的星火在下良屯燃
起，这个仅 37户 155人的壮族
村落，竟有 37名青壮年投身革
命。“全村革命”的旗帜在柳
北大地上猎猎飞扬。

“他们以不同方式投身
革 命 ： 有 人 持 枪 加 入 武 工
队、游击队，穿行于枪林弹
雨 ； 有 人 成 为 地 下 交 通 员 ，
在 敌 人 眼 皮 底 下 传 递 情 报 ；
有人在后方筹粮筹款，照料
伤员，构筑坚实后盾。小小
的下良屯农会，迅速崛起为
柳北游击队最可靠、最活跃
的堡垒之一。”柳城县委党校
原副校长、下良屯侯家后人
侯陶明说。

1949年 1月 27日，为严惩
作恶多端的国民党特务杨林，

侯信率突击小组潜入人群。待
杨林行至人迹稀疏的潭头桥，
侯信如闪电般出击，杨林被当
场毙命。此役重挫敌特气焰，
极大鼓舞了群众斗志。

革命洪流奔涌向前。1949
年 5月，活跃在柳北的几支武
工队合编为桂黔边人民保卫
团，江猛武工队整编为第二大
队，侯信任大队长。他率部历
经大小战斗 60余次，先后摧毁
国民党在融县、柳城、中渡

（今属鹿寨县） 的 8个乡政权，
解放近 10万人口的游击区，更
以智谋夺取龙头乡公所、粉碎
敌人四次围剿。

侯信生命的最后瞬间定格
在 1949年 11月 15日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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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承：
永不熄灭的薪火

“侯信是谁？”
村民侯庆龙说，之所以重

建侯信烈士故居，源于后辈的
询问，“他是我们的族亲，是
民族英雄。可英雄的身影在后
代的记忆里已经模糊了。”

为了让英雄不被遗忘，让
革命精神代代相传，2024年 11
月 15 日——侯信烈士牺牲 75
周年纪念日，侯庆龙与村民共
同组织了纪念活动暨侯信烈士
故居重建启动仪式。村民、战
士后代、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共
同捐款17万元。

6月 27日，游击队员侯引
太的后人送来了用于打草鞋和
装火焇的老工具，游击队员廖
明的儿子郑重捐赠父亲当年佩
戴的袖章，柳北总队司令员兼
政委莫矜的侄子捐赠了一张载
有战士们影像的泛黄旧报……

“这些勋章、锅铲、刀具、秤
砣以及铜钱等旧物，都是侯信
烈士故居重建施工时从断壁残
垣中发掘出的历史见证。”侯
庆龙抚摸着那些带着岁月痕迹
的物件说。

侯信与下良屯的故事，是
“家国同构”革命情怀的永恒
丰碑。

本报通讯员 吴再丽
黄伟坚 报道摄影

一个村子的深情凝望与主动传承
——太平镇龙兴村下良屯革命精神代代相传的故事

连日来，社冲乡仓贝村良冲屯村民张华良忙着采
摘圆润的毛瓜，收购商到地头称重装车。这块面积4亩
的低洼地，曾经让他十分犯难。经过反复实践，他决
定种植毛瓜并实现了稳定产出，低洼地也有了好收成。

“种植一季毛瓜，能采摘3个月以上，每天大约能
摘 500斤。”张华良介绍，毛瓜因耐短期积水、采摘期
超3个月成为种植首选，产品直供柳州海吉星农副产品
批发市场且当日结账，对农户来说十分友好。

本报通讯员 韦晓平 龙玉文 摄

7月1日，柳城县新时代文明实践少儿假期活动暨
广西大学生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
动在县城白阳广场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公园启动。

此次活动从6月30日开始，将持续到8月10日。活
动期间，来自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广西科技大学、南宁
师范大学和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的 4 支“三下
乡”社会实践服务队将结合自身的专业特长，开设绘
画、文艺、科技等多种多样的课堂，陪伴少年儿童度过
一个充实丰富的假期。 本报通讯员 梁琪 摄

7月，柳城县东泉镇碑塘村谢家屯村民周金云家的
3亩荷田迎来采摘旺季。翠绿荷叶间，荷花与莲蓬相映
成趣，她穿梭其间采摘含苞待放的荷花，脸上洋溢着
丰收喜悦（见上图）。

这是她种植荷花的第 5 个年头，积累了稳定客
源，柳州花店定期以5元/朵的价格订购荷花，莲蓬以
每个 3 元至 5 元的价格卖给游客。荷田管理粗放易打
理，按时施肥即可。采摘期的第 1 个月，周金云收益
超5000元。她计划明年继续扩大种植，让荷田成为增
收的“金土地”。 本报通讯员 韦晓平 伍聪 摄

日报消息（通讯员龙建芬、韦艳萍） 连日来，柳
城县“医保领航 三医汇聚”党员为民服务队队员进校
园、进社区、进村下户，融合医疗、医保、医药资
源，为儿童筑牢健康保障屏障。

以意外险政策筑牢校园安全线。该保险覆盖校内
活动及上下学途中意外，门诊 5000 元以下费用报销
80%。柳城某中学学生小张上体育课时骨折，2000元
门诊费经报销后自付 400元。服务队通过动画短片、趣
味问答等方式进学校开展宣传活动，覆盖全县 4万余名
学生。

对特殊儿童落实兜底保障。孤儿、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作为一类救助对象，可享全额参保资助与医疗费
用兜底报销。服务队启动“暖心敲门”行动，深入 120
余个村委、12个社区，为 5629名特殊儿童提供从参保
登记到就医结算的“一对一”服务。

在新生儿保障方面，柳城县实施“出生即有保
障”政策，出生 3个月内参保可追溯待遇。新生儿亮亮
因黄疸住院，亮亮父母在服务队指导下完成预参保登
记并顺利报销。今年以来，服务队通过医院海报、社
区指南、短视频等宣传方式，已助力 391个新生儿家庭
享受该项政策。

据悉，自成立以来，服务队累计发放宣传手册超
50万份，构建起全周期儿童健康保障网。

覃明利是个“新农人”，他以 80亩
菜地、6万只鸡的种养规模，蹚出一条
循环农业致富路。

今年，覃明利投资 120万元在太平
镇龙兴村龙排屯建成 4个标准化养鸡大
棚，单个大棚面积在 1200 平方米至
1500平方米之间，总共可养殖 6万只肉
鸡。他与柳州立华牧业合作，采用“村
民出场地、企业全包揽”模式，即企业
提供鸡苗、饲料、疫苗并回收成鸡，并
为每只鸡买保险，村民负责养殖。4月
中旬投放的首批鸡苗，将于 8月初出栏
销售。养殖中，全自动喂料、喂水设备
让他妻子一人就能轻松管理 4个大棚，
大大节省人力成本。

其实，覃明利是冲脉镇大要村的村
民，他先后在冲脉镇、马山镇、太平镇
发展果蔬种植产业，是柳城县小有名气
的种植能手。今年，拥有近 10年蔬菜
种植经验的他，以600元/亩的价格在太
平镇龙兴村龙排屯承包了 268亩土地。
如今，在 80亩瓜类蔬菜种植区里，青
瓜、苦瓜等长势喜人，已进入采摘期。
他每天雇 10名村民帮忙，日采摘量约 1
万斤，销往柳州海吉星农副产品批发市
场。

覃明利说，大规模的蔬菜种植会带
来较高的成本压力，每年仅采购农家肥
就要花费近 30万元。随着养鸡项目的
落地，他开启了生态循环模式。

覃明利算了一笔账，养鸡过程中用
谷壳垫地，混合谷壳的鸡粪发酵后成为蔬菜基地的优质有
机肥，既能改善土壤结构，又能提升蔬菜品质。使用鸡粪
发酵的有机肥，他每年能节省一大笔复合肥开支，既降低
蔬菜种植成本的同时，又增强了市场竞争力，是实实在在
的双赢。

覃明利的成功离不开太平镇党委、政府的支持。太平
镇积极探索“企业+养殖能手+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
通过龙头企业的技术支持和市场渠道，带动像覃明利这样
的养殖能手先行先试，辐射带动更多村民参与到特色种养
产业中来。 本报通讯员 韦晓平

6 月 28 日上午 10 时，2025
年柳城县职工山歌培训公益讲
座准备开始了，柳城县委党校
阶梯教室坐满了山歌爱好者。

“来到柳城欢喜多，好比
鲤鱼见江河……”突然，门口
传来清亮高亢的山歌声，身着
传统服饰的广西山歌王“武宣
婆”郭秀莲高歌而来。

“歌王‘武宣婆’到了！”
人群瞬间沸腾，在掌声与欢呼
声中，一场别开生面的山歌教
学课堂拉开帷幕。

郭 秀 莲 是 来 宾 市 武 宣 县
人，从小爱唱山歌。年轻时，
她凭借独特的嗓音和对山歌的
深刻理解，在广西各地山歌比
赛中崭露头角。如今，60 多岁
的她仍然活跃在山歌舞台上。
她唱山歌即兴发挥，不造作、
不雕饰，用真性情打动人。

理论课堂上，郭秀莲讲述
柳城被称为山歌窝的原因：“歌
乡柳城不一般，人家听第一句
就会问你，柳城为什么叫作歌
乡，回答，因为广西第一个歌
王就在柳城，他叫方寿德。”

接着，她为山歌爱好者们
详 细 拆 解 山 歌 即 兴 对 唱 的 技
巧 ：“ 广 西 山 歌 讲 究 比 、 兴 、
赋。”

“我今吹牛给你听，一个
蚊子三百斤。”她说，这是用比
喻、夸张的手法来写山歌。

“百鸟不忘大森林，鲤鱼
不 忘 潭 水 深 。 牛 羊 不 忘 嫩 草
地，人民不忘党恩情。”她说，
这就是用排比写山歌。

接着，她用“山外青山楼
外 楼 ” 起 兴 ， 后 面 跟 着 一 句

“柳城山歌特别牛”，她说，这
样编唱山歌就自然动人。当半
首山歌出来后，她又现场引导
学员们即兴编完整首山歌：“唱
得鸡毛沉下水，唱得石头水面
浮。”山歌一编成，学员们掌声
响起，纷纷跟唱。

下午 2时许，骄阳似火，可
柳城县城白阳岭山歌台教学现
场的热情更胜三分。郭秀莲手
持话筒往台上一站，身边一下
子围上来许多同样身着民族服
装的山歌爱好者、学员。

“城乡处处焕新颜，党领
人 民 奔 向 前 。 共 筑 振 兴 中 国
梦，生活一步一花园。”现场互
动式教学从同唱一首山歌开始
了。在热烈的气氛中，学员们
争 相 上 台 即 兴 创 作 编 歌 、 唱
歌，让歌王帮忙指点和纠正。

“不给看手机，想什么就
唱什么，一想好就开口。”郭秀
莲提出创作要求，许多学员立
马卡住了。

“柳城两个小画眉，飞到
北 京 赶 歌 圩 。 登 台 唱 歌 心 欢
喜，好比猫仔捡得鱼。”后来，
在郭秀莲的鼓励下，先前不敢

登台的学员，一个接一个上台
献唱。

学员们唱：“论起唱歌歌王
强，论起长相歌王靓。几多英
雄你迷倒，你是当今杜十娘。”

郭秀莲对唱：“早闻柳城是
歌窝，春夏秋冬歌成河。今天
有 幸 打 一 转 ， 我 拿 麻 包 来 挑
歌。”

只要学员开唱，郭秀莲立
刻接招。她不仅手把手教学员
编歌，还教学员发音与唱腔。

“唱山歌讲究字正腔圆、
拖 腔 婉 转 ， 咬 准 音 ， 大 胆 地
唱。”她教导学员山歌节奏把控
如同面对突发状况般，须沉稳
有序，让学员们在趣味中领会
技巧。

她即兴唱歌鼓励男学员：
“我是柳城小帅哥，嘴巴甜甜爱
唱歌。白天拿歌当粥饭，夜晚
拿歌做被窝。”接着又即兴发挥
鼓励女学员：“我是柳城妹娇
娥，天天出门爱唱歌。人夸我
是刘三姐，开口山歌流成河。”

下午 4 时许，突来一阵大
雨，学员们却不愿散场，一个
个 仍 围 着 郭 秀 莲 请 教 编 歌 技
巧。歌王武宣婆即兴唱起了送
别歌：“唱得好好我要走，眼睛
望我泪莫流……”

本报通讯员
吴再丽 黄伟坚

种好荷田把花卖

低洼地有了好收成

暑期“三下乡”来了

织密保障网 护航成长路

“歌乡柳城不一般”
——广西山歌王郭秀莲到柳城县传歌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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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良屯全景。

下良屯村民自发捐款。

党员为民服务队开展“暖心敲门”行动

大学生在指导儿童绘画大学生在指导儿童绘画。。

张华良在挑毛瓜张华良在挑毛瓜。。

6月 27日，盛夏的山风
裹挟着清凉的雨点洒落在柳
城县太平镇龙兴村下良屯。
屯里山脚下正在建设侯信烈
士故居和红色文化陈列室。
陈列室墙上，描绘革命故事
的大型墙绘笔触生动，将一
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重新铺展
在眼前。

“两幅墙绘创作主题分
别是用生命迎接曙光、一个
民族不能没有英雄，意在展
现侯信烈士当年冲锋在前的
英 勇 场 景 。” 村 民 侯 庆 龙
说，侯信烈士故居建在侯信
家老宅原址上，目前房子主
体建筑都已竣工，并陆续征
集到一些与侯信烈士有关的
珍贵革命文物。

这份对历史的深情凝望
与 主 动 传 承 渐 渐 具 象 化 。
2024年深秋，下良屯两百余
名村民自发为一个已牺牲75
年的亲人、战友、同乡——
侯信烈士的故居建设捐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