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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挺进和陈仲冬兄弟是陈先查的孙
子，虽然从出生起就未见过祖父，但他们
从小就听祖母、父辈讲过祖父生前的英雄
事迹。在两兄弟的带领下，记者近日探访
了陈先查的故居。在这里，陈先查走完了
24年的短暂人生。

这是一栋传统的闽南古厝，目前已几
近破败（注：即将规划修复）。1911年，陈
先查出生在这栋古厝里。“我祖父的父亲
是私塾先生，从小我祖父便跟着父亲一边

干农活，一边读书。十六七岁时，他便能文
能武，不仅是一名耕作好手，也是村里同
龄人中文化水平最高的。”陈挺进说，他祖
父后来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和他17岁
时的一段经历有关，“他目睹了一个农民
因交不起苛捐杂税，遭几名收捐员捆绑、
殴打倒地不起的经过。这让他对国民党反
动派长期以来对人民残酷压迫积压的不
满爆发出来，他急忙上去制止，并痛斥收
捐员没有人性”。

陈先查挺身而出的这一幕也被地下
党派来的周少梁同志看到了，周少梁当
时以侯亭小学校长的公开身份掩护革命
活动。当天夜里，周少梁悄悄来到陈先查
家，两人彻夜深谈，受到周少梁的鼓舞，
满腔热血的陈先查当场答应参加地下革
命工作。

由于肯干能干且有文化，陈先查被指
派负责帮村里创办夜校，一边教农民识字
读书，一边进行革命启蒙教育。

寻找陈先查烈士足迹

把青春献给革命 用生命书写忠诚
本报今起推出系列报道追忆革命先烈陈先查，再现当年可歌可泣的岁月

“ 水 中 奇 花 如 仙
子，含香报春占先
机。”今年农历正

月十九日，是翔安区民安
街道山亭社区革命先烈、
原同安县委书记陈先查
（又名陈仙查）英勇就义88
周年的日子。陈先查烈士
用生命书写对党忠诚，把短
暂一生献给了革命事业，他
就像一株水仙花，永远绽放
在山亭儿女的心中。

今日起，本报记者将
跟随陈先查的后人，走访
他当年在山亭生活、战斗
的旧址，探访与其有关的
老物件，再现当年那段可
歌可泣的岁月。本期记者
带您探访陈先查的故居。

记者戴舒静

陈挺进告诉记者，他祖父参加革命事
业后，他家逐渐成了很多地下党工作者的
秘密聚会点，除周少梁外，彭德清（后来成
为开国少将）等同志也曾在这里碰头。一
些秘密会议在这里召开，著名的新圩抢米
运动就是在这栋古厝内酝酿的。

据史料记载，1934年春天的一个晚
上，为帮助贫困群众度过饥荒，根据上级
指示，周少梁、陈先查等人召集各区区委
成员和游击队长，在陈先查家秘密部署，

准备发动群众去抢新圩陈哐铿的“源隆米
店”。当晚，国民党保安团闻讯进村搜捕，
所幸大家都成功脱身了，并在几天后如期
实施抢米运动。抢米运动当天，陈先查带领
300多名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组成抢米大
军冲进仓库，开仓分米，短短几十分钟就抢
走几千斤大米和稻谷，震惊了国民党当局。

令人悲痛的是，陈先查出生的这栋
古厝最终也成了他的遇难之地。据史料
记载，1935年正月十八，陈先查从新店

湖头村布置完任务回家，而此时一场针
对他的行动已秘密部署，正月十九凌晨，
国民党同安县党部书记曾文墨带领保安
队50多人，把陈先查的家团团包围。听
到撞门声，陈先查让妻子赶快烧掉一些
重要文件，他则握着手枪与敌人对峙。敌
人踢开门后一齐开枪，陈先查中弹倒地，
鲜血染红了衣服，人生定格在24岁。后
来，山亭父老乡亲含泪将他安葬在村庄东
南边的村道旁。

肯干又能干 满腔热血走上革命道路

积极开展地下工作 24岁在家中英勇牺牲

记者将走进当年的山亭
夜 校（现 山 亭 社 区 陈 氏 家
庙），讲述当年陈先查是如何
在这里组织附近11个村的青
年读书识字，并学习红色进
步书籍等故事。

下期预告

■陈先查的两
个孙子带领记
者走访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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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翻新❙
沙发翻新定做内保十年5989997

❙出租出售❙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资产公开租售
我公司对厦门市湖里区两岸金融中心

片区高林中路491号（天地金融港2号楼
写字楼）进行公开租售。相关资料详见厦
门市湖里区人民政府官网（http://www.
huli.gov.cn/）及天地集团、天地资管微信
公众号。租售信息咨询：郭先生，
18559758566；吴女士，13616064909、
0592-2626010（移动手机）。
开发商：厦门天地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本报讯（文/记者郭舒晨通讯员卢
智琳陈海敏图/叶林蔚）税收数据是感
知经济运行态势的“触角”。昨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2022年，我市新增税务登记
户10.1万户，同比增长13.45%。亮眼数
据的背后，是我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
活市场主体内生发展动力的不懈努力。

陈鸿贤去年创办了一家文旅公
司，自2022年4月以来，他享受到了小
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优惠，免税额
达52万元，“我们投入运营时，恰逢新
的惠企政策出台，创业真是赶上了好
时候。税惠助力下，我们平稳度过了初
创期，业务蓬勃发展，全年销售额突破
了500万元。”陈鸿贤说。

2022年初，德信集团在厦门成立
子公司，主要为印尼的钢厂提供机械
设备配套服务。企业投入运营后，销售
额增长迅猛，但作为新注册的公司，现
有增值税发票的开票限额无法满足企

业的日常开票需求，于是企业向税务
部门提出将最高开票限额调整为百万
版的申请。“原以为审批流程得好几
天，没想到管理员了解情况后，主动提
供线上指导并实地核查经营情况，一
天之内就通过了我们申请。”该企业负
责人赵建宁说。

在优质税收营商“沃土”的滋养
下，厦门市场主体负担更轻、活力更
足。数据显示，2022年，全市共有26.79
万户纳税人开具增值税发票，销售收
入金额同比增长16.31%；超过三成的
新增市场主体已开具发票、超过两成
已产生税收，发展动能持续迸发。

营商环境优化 发展动能迸发
我市去年新增税务登记户10.1万户，同比增长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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