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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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李书厚 罗妙

“我很荣幸能通过画笔描绘
侯信作战的场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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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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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急之下她又抓起秤砣砸了出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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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缅怀先烈事迹 传承英烈精神
——关注柳城县太平镇龙兴村下良屯重建侯信烈士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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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黎双

晚报讯 6月，鱼峰区雒容
镇六座村的桃李生态基地迎来银
妃三华李盛果期。300余亩银妃
三华李预计产量超30万斤，首批
优质果品近日将发往河北、云南
等市场。高产又优价的银妃三华
李成为果农的“增收密码”。

走进桃李生态基地，群山环
抱中，李树依山势层层铺展。银

妃三华李将枝条压得低垂，清甜
果香扑鼻而来。“从现在到8月
都是采摘期，批发价大概在每斤
3元。”桃李生态基地负责人阚
中艺介绍说。

六座村种植银妃三华李始于
2019年，300余亩的种植基地
目前已栽种1万余株。依托山地
优越的气候、土壤条件，种植基
地推进设施建设，实施绿色防控
技术，增施有机肥改良土壤，并

不断优化水果品种种植结构。如
今产出的银妃三华李果型硕大、
肉质甜脆，深受市场欢迎。

“通过推广新品种与调整种
植结构，六座村实现了从‘传统
散种’到‘标准化园区’的转
型。”广西乡村科技特派员、高
级农艺师龚志宏表示，目前该基
地亩产提升30%以上，果品糖
度提高2-3个百分点，为特色农
业提质增效探索可行路径。

六座村300余亩银妃三华李丰收
预计产量超30万斤 从现在到8月都是采摘期

乒乓球大小乒乓球大小、、果肉厚实的银妃三华李果肉厚实的银妃三华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