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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根据1994年中共中央颁发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自1995年12月至2015

年5月，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先后分六批命名了

114个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其中，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红七军

军部旧址、百色起义纪念馆、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旧址、红八军军部旧址、八路军桂

林办事处旧址、广西壮族自治区烈士陵园、刘永福故居8个基地由中共中央宣传部

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这些基地涵盖了广西各族人民反帝反封斗争史、重大革命历史事件、中共广西

地方组织活动旧址、抗日战役旧址、烈士陵园、名人故居、建设成就、少数民族历

史文化、军事和航天类博物馆等方面，展出内容丰富翔实。

近年来，这些基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布展陈列和管理水平不断提升，以其独特

的教育资源优势，在对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

传承和弘扬广西各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经成为大力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活动，为

实现广西“两个建成”目标凝聚强大正能量的宝贵资源和重要阵地。

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对114个广西壮族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做了重点

介绍。

本书的出版得到广西各有关市、县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教育厅、民政厅、文化

厅等有关部门，广西军区、驻桂有关部队和各相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大力支持，

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编者

201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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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烈士陵园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东郊佛子岭，丘陵起伏，绿树成荫，广西壮族自治区烈

士陵园（以下简称广西烈士陵园）就坐落在这里。

广西烈士陵园始建于1961年，原名南宁佛子岭革命公墓。1974年更名为南宁

革命陵园，1986年9月被正式定名为广西烈士陵园。园名由邓小平亲自题写，是国

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1995年12月，经中共广西壮

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命名为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该基地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广西烈士陵园占地面积160多万平方米，由纪念雕塑园，广西革命纪念馆，抗

战、解放、和平纪念景区三部分组成。

纪念雕塑园由各个革命历史时期无名英烈的雕塑和雕塑园中心纪念广场组成。

广西革命纪念馆外景（广西壮族自治区烈士陵园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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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市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雕塑园中心纪念广场耸

立着高12.11米、宽40米的花

岗岩纪念群雕。群雕气势雄

伟，生动地再现了邓小平领

导百色起义、龙州起义时的

光辉形象。

广西革命纪念馆是一幢

外观设计肃穆、典雅的两层

仿古建筑，始建于 1978 年，

总面积 5600平方米，共有 21
个展室，通过陈列的近800幅历史照片、翔实的文字资料和150多件文物，记录了

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广

西革命先烈生前的奋斗历程和丰功伟绩。

走进纪念馆，在宽敞明亮的展室里缓缓而行，透过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

件件印满岁月痕迹的历史文物，仿佛看到辛亥革命以来，广西人民波澜壮阔的革命

历史长卷。

1934年 11月下旬至 12月中旬，中央红军6万多人突破国民党军在赣、粤、湘

边设置的三道封锁线后，进入桂北地区的湘江边，蒋介石调遣 30万重兵，前堵后

追，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东岸。红军指战员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同敌人展开殊死

战斗。经过7天奋战，中央红军终于突破敌人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以伤亡3
万多人的代价，胜利渡过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的企图。这就是红军长

征过程中极其重要的湘江战役。

从馆内珍贵的史料中，人们仿佛看到当年革命先烈为了广西的解放和新中国的

建立，前仆后继的壮烈场面。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当时在广西的雷沛涛、罗如

川、高孤雁等革命志士被捕入狱，他们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大义凛

然，慷慨就义。

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了全国的解放。

新中国刚成立，1950年 7月，年仅 20岁的陈汉英在清匪反霸的斗争中英勇

牺牲。

1952年 10月，农廷秋为保家卫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倒在了上甘岭战役的

战场上。战斗结束后，被志愿军政治部授予其“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革命先烈雕像（广西壮族自治区烈士陵园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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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共有 3000多名广西籍的志愿军官兵长眠在朝鲜的土

地上。他们所表现出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

1999年1月，新时期的模范共产党员、优秀党支部书记王任光为了改变家乡贫

困落后的面貌，在带领村民开山修路时不幸牺牲。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我

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馆内陈列着已故老将军、老红军、老干部的生平事迹，他们每个人都为中国人

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了终生。他们身上，闪耀着老一辈革命者艰苦奋

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在陵园内的最高处，是抗战、解放、和平三大纪念景区。一组组形象生动的纪

念群雕、一座座肃穆的石碑，既是对历史的生动再现，也蕴含着后人对英烈的敬仰

和深切的缅怀之情。

历史是不能忘却的。记住昨天，才会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繁荣局面，

才会对建设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

广西，是一个充满勃勃生机的地方，是一方孕育了无数中华优秀儿女的热土。

在这片无数革命先烈洒下热血的大地上，人们正继承先烈的遗志，满怀信心地创造

更加辉煌的明天！

（供稿：沈 涛）

广西革命纪念馆序厅（广西壮族自治区烈士陵园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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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革命烈士纪念碑

风光秀丽的广西南宁市人民公园，林木葱绿，鸟语花香。庄严肃穆的南宁革命

烈士纪念碑，就坐落在公园内的望仙坡上。沿着157级台阶拾级而上，高大的南宁

革命烈士纪念碑耸立在苍松翠柏之中，仿佛在用欣慰的目光俯瞰着邕城大地。

始建于 1956年的南宁革命烈士纪念碑，是纪念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为南宁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的历史丰碑。

1995年12月，经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命

名为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南宁革命烈士纪念碑高 20米，融合了明清两代的建筑风格。镶嵌在碑体上的

汉白玉的南北两面，铭刻着中共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题写的“革命烈士纪念

碑”7个苍劲的大字；东西两侧题刻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8个大字。

望仙坡脚下的广场左右两侧建有“瞻忠”“仰烈”两座纪念亭。广场中央建有

一座“南宁革命烈士碑志”，碑志上铭刻着1927年至1949年12月4日，为解放南宁

英勇牺牲的103名革命烈士的姓名和简历。透过革命烈士碑志，我们仿佛看到革命

先烈浴血奋战的不息身影。

1925年9月，中共广东区委员会派陈勉恕到南宁秘密筹建党组织。陈勉恕到南

宁后，在国民党上层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了一大批国民党左派和爱国进步民主人

士，同时积极开展工、农、学运动，并利用他担任南宁《三民日报》编辑主任的职

务，积极传播革命思想。1926年夏，由陈勉恕、罗如川、李省群组成的中共南宁支

部成立了，从此，南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点燃了反帝反封建的烈火。

1927年4月至8月，南宁国民党反动当局大肆镇压革命运动，逮捕革命志士共

100多人。被捕的革命者在敌人的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下，大义凛然，英勇不屈，

并在狱中坚持斗争。1927年9月1日，雷沛涛、罗如川、高孤雁等13名革命者英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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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义，这就是南宁革命史上著名的“十三烈士”。

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吓不倒无畏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随后，在雷经天等人的

领导下，他们继续坚持革命活动，不断积蓄和壮大革命力量。后来，在南宁的共产

党员和革命者中的许多同志都参加了1929年底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

1949年 12月初，就在南宁解放的前夜，罗灿纲接受党组织的任务，他置生死

于度外，以大无畏的精神，到驻南宁的国民党交通警察总队，正告总队长李有节弃

暗投明。但顽抗到底、坚持反动立场的李有节将罗灿纲逮捕。在严刑拷打之后，罗

灿纲被杀害于南宁亭子圩附近。

像罗灿纲一样，在曙光即将照亮南宁的前夜，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还有唐

启明、梁慧姬和阮集群等先烈。

革命烈士碑志上铭刻的烈士仅有103名，而望仙坡上的无名革命烈士纪念碑却

承载着无数革命先烈的英灵，他们都是为了新中国的建立而英勇牺牲的。

每一位革命先烈，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无数革命先烈，铸就了一个又一个精

神丰碑。先烈们的革命精神永驻人间！

（供稿：李绿江）

南宁革命烈士纪念碑（南宁市人民公园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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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市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邓颖超纪念馆

邓颖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她为中国革

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她是20世纪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

也是中国妇女的骄傲，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深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邓颖超纪念馆位于南宁市朝阳路3号，建于民国时期，是钢筋混凝土和砖木结构

的3层楼房，占地面积500平方米，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展陈面积1200平方米，由

全国政协原主席李瑞环题写馆名。2009年被列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2010
年12月，经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命名为自治

邓颖超纪念馆外景（黎文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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