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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地标

隆冬时节，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安

徽省金寨县沙河乡笼罩在一片雨雾之中，

下楼房村的老党员毛正付像往常一样早早

地打开“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指挥部旧址”

大门，迎接到访者。00 后大学生志愿者文

小雨前来报到，开始了寒假期间的首场志

愿解说工作。

时针回拨至 1947 年 6 月 30 日，12 万人

的刘邓大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从鲁西

南重镇菏泽出发，于 8 月 27 日千里挺进大

别山，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当年 12 月

30 日，刘邓大军到达下楼房村时，周姓人家

为欢迎刘邓大军的到来，自愿借出五进祖

宅，作为刘邓大军前方指挥部。邓小平在这

里住了 50余天，度过了元旦、春节，指挥部队

胜利完成战斗、土改、筹款借粮三大任务。

千里挺进大别山，这在军事史上是一种

独特、大胆的进攻方式。1946年 6月全面内战

爆发，解放区军民经过一年的艰苦作战，粉

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为了摆脱困境，蒋

介石力图将战火继续烧向解放区，进一步破

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

这 时 候 国 民 党 军 队 在 数 量 上 仍 居 优

势，装备上的优势更明显。人民解放军面临

的形势依然严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当机

立断，作出决策：不等完全粉碎敌人的战略

进攻，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占优势，立刻转

入全国性的反攻。

根据这一战略，在中共中央的部署下，

逐步形成两翼牵制、中央突破、三军配合的

作战格局。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

野战军主力为中路，实施中央突破，千里挺

进大别山，犹如一把“飞来之剑”插进敌人

统治的腹心地区。

此外，以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谢富治

兵团为西路，在晋南突破黄河防线，挺进豫

鄂陕地区；以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主

力为东路，挺进豫皖苏地区。

三军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形阵

势，互为犄角，密切配合，建立中原根据地。

如果说千里跃进大别山是具有历史意

义的转折点，那么张家店战斗则标志着陈

锡联将军率领第三纵队打开了皖西斗争的

新局面，对发展和巩固皖西根据地，具有重

要的意义。

当时，蒋介石从北方调兵回援，妄图乘

刘邓大军立足未稳之际，争夺大别山战略

要地。1947 年 10 月 8 日至 10 日，刘邓大军

第三纵队把握战机，发起张家店战斗，共毙

伤敌 900 多人，俘敌少将副旅长唐家楫以

下官兵 4700 多人。

刘伯承高度评价张家店之战，称赞此

役是“我军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第一次

消灭敌人一个正规旅以上的重大胜利”。

刘邓大军之所以所向披靡，在于有着

雄厚的群众基础。“三纵”辗转作战皖西期

间，老百姓节衣缩食，除了供应部队粮食、

柴草、布匹外，还主动带路、提供情报，抢救

伤员。在基层政权相继建立后，拥军活动更

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毛正付自小就听父辈说起，邓小平等

人在此过除夕的那天，坚决不要当地干部

送来的麻糖、花生、羊肉等慰问品，把这些

食品送还，顺便到老乡家里拜年。他们以烤

麦饼（当地的一种粗粮）当饭，红枣当菜，吃

起了年夜饭。“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赢得了

群众的信任和尊敬，这也是我党、我军的制

胜法宝。”毛正付说。

自千里挺进大别山揭开战略进攻序幕

后，人民解放军经过半年作战，转入全面反

攻。为了谋划在中原地区更大规模的战役，

1948 年 2 月 7 日，中央军委致电刘邓率指

挥所和野战军主力转出大别山，进至淮河、

陇海路、沙河、伏牛山之间。

军民鱼水情深，分别之际，很多官兵依依

不舍。“再看一眼大别山，万般情思胸中收

⋯⋯”脍炙人口的红色歌曲《再见了，大别山》

反映了当年的离别场景，唱出了人民军队对

于这片红色土地的感恩之情。

文小雨所在的高校曾经举办过一场主

题为“红色基因传承”的迎新晚会，她登台

唱起红歌。“那一刻，我为自己来自革命老

区感到无上光荣。”在她看来，今天作为一

名讲解志愿者，也是为了更加深入地温习

这段红色历史，把家乡的“红色名片”传递

给每一位新朋友。

作为地级市的六安是“中国革命的重

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革命

战争年代有 30 多万人为国捐躯，走出了

洪学智、皮定均等 108 位开国将军。

近年来，六安市委市政府全面实施“红

色基因传承工程”，保护革命遗址，讲好红

色故事，丰富校园红色文化，推进红色文艺

创作，发展红色研学旅游。

“牢记先辈们为今天所付出的牺牲，让

他 们 身 上 的 红 色 基 因 薪 火 相 传 、血 脉 永

续。”作为革命烈士舒传贤的第五代后人，

舒晓明已经是当地知名的青年企业家、公

益组织负责人。他发起成立的志愿服务公

益组织——豆芽社，注册成员由最初 20 余

人发展到近百人。

2020 年 4 月，霍山县中小学学生返校

复课。舒晓明整合社会资源，为该县 5 所学

校送去当时紧缺的红外线体温测量仪，总

价达 13 万元。“尽自己最大力量做对社会

最有益的事，这算是我们舒家代代相传的

家训吧。”他说。

在六安各县区，无论是大别山革命历史

纪念馆，还是金寨县革命博物馆，都地处城区

中心。六安共青团每年都会举办红领巾“小

喇叭”讲解员大赛，并利用节假日时间组织

少先队员前往红色场馆开展志愿讲解活动。

红领巾讲解员队伍建设已成为六安市

解放路第一小学少先队特色活动之一。该校

六年级学生刘一小曾经在大别山革命历史

纪念馆担任志愿讲解员。在一次少先队活动

中，她告诉低年级同学们：“为什么要佩戴红

领巾？它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提醒我们要

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不仅要爱护

它，更要为它增添新的荣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潘志贤
实习生 姚敏霞

黄河九曲十八弯，在河南省台前县

孙口镇拐了一个九十度的大弯，这里有

个响亮的名字--“将军渡”。

“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

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

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

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1947年

12月25日，毛泽东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

任务》中曾这样评价刘邓大军强渡黄河。

1947 年 6 月 30日夜，一直转战于黄河

两岸中原大地的刘邓大军，即晋冀鲁豫野战

军，响应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强渡黄河，夺

取南征胜利”的伟大号召，从东到西，在150
公里地段上的多个渡口突破黄河天险。

6 月 30 日深夜 12 时整，渡河命令下

达后，孙口渡口的先遣战士乘坐的 12 只

小船像离弦的箭，急速地向南岸冲去，迅

速抵达对岸。敌人发觉后，猛烈阻击，此

刻，北岸解放军炮兵阵地，万炮齐鸣，一

颗颗炮弹飞向南岸，一船船战士迅速过

河，先头部队即刻攻破了敌人控制的大

堤，其他守敌抱头鼠窜。7 月 1 日，二纵和

一、三、六纵全部渡过黄河。

从晋南风陵到鲁中济南约 1000公里

正面的“黄河防线”，是蒋介石所谓的“黄河

战略”，号称可抵得上 40万大军，没想到一

夜间灰飞烟灭。美国军事顾问团接到战报

后惊呼：“东方的马其诺防线失守了”。

7 月 4 日晚，刘伯承、邓小平乘“爱国”

号船从台前县孙口渡口南渡黄河，随后发

起鲁西南战役，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中

国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

1947年7月14日的《冀鲁豫日报》刊文

载：“河这边看着表从开船到突击队到达对

岸放信号枪，恰恰是五分钟。有许多渡口是

在猛烈的炮火下强渡的⋯⋯解放军就是这

样在五分钟之内，粉碎了蒋介石所吹嘘的黄

河天险等于四十万大军的神话。”

河南省台前县党史研究中心主任田

开沐描述刘邓大军强渡黄河的情景：“当

时，上有敌机轰炸，下有机枪扫射。”

那么党中央为什么要选定刘邓大军

挺进大别山？刘邓大军又为什么要选择

孙口为中心渡口？刘邓大军渡黄河纪念

馆讲解员姜苗苗解释道：“敌我力量的根

本变化，迫使国民党由对解放区的全面进

攻改为重点进攻，主要兵力部署在陕北、

山东两个解放区，从而形成了两头重、中

间轻的哑铃态势，为我军实施中原突破，

提供了有利条件。”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适时地抓住了

战略进攻的有利时机。当时，中央军委给

刘邓大军布置的战略方针 ，就 是“ 晋 冀

鲁 豫 野 战 军 主 力 中 央 突破、南渡黄河，

直趋大别山”。“决定从敌之要害和薄弱

的中央部分进行突破，把进攻的矛头指向

大别山地区。”姜苗苗解释道，强渡黄河，挺

进大别山，直插国民党心脏，“蒋介石必然

会调动山东和陕北的部队回援，来争夺中

原这块战略要地。这样，就可以便利我军

最后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同 时 达 到 把

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举行全国性反

攻的战略目的。”

孙口地处黄河由豫北平原进入山东丘

陵地区的过渡带，由于当年刘邓两位首长在

此乘船渡河，随后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

军30万人也在此转战，林彪、罗荣桓率领50
万东北野战军从此向江南进军，此渡口得

“将军渡”美名。

“将军渡”的辉煌历史是一批批青年们

一次次“争渡！争渡！”英勇冲锋铸成的。据

1947年6月2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刊文，从

4月中旬开始，报名参军者达5万人之多，后经

严格审查，有3.7万多名青壮年开赴前线。

冬日暖阳洒在黄河两岸，站在“将军

渡”畔，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台前籍老战士

的后人孙连存老人回忆起了自己的父母

双亲，“我父亲在前线，母亲在后方”。他

的父亲 1947 年随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在

战斗中负伤；母亲是妇救会会长，带着村

民 ，为 渡 河 人 员 做 饭、烧 水、做 军 鞋 。当

时，台前当地青壮年男子积极报名参军，

青年妇女不仅欢送丈夫参军，还组织妇

女民兵、儿童团和姐妹团为军属做活。

1947年渡河时只有 21岁的王怀信是

渡河船工队的一员。如今，王怀信的孙女

王丽民对那段历史耳熟能详，“那一夜，

爷爷共往返了 6趟。一颗子弹贴着爷爷的

肚皮飞过，留下了伤疤。”

争渡，争渡，一群群不怕流血牺牲的

青年人，组成了前后方两支伟大的队伍，

才有了这场“五分钟强渡黄河”的胜利。

此后，刘邓大军转战鲁西南，千里跃

进大别山，挺进中原的大门和通道，为加

快解放战争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昔日荒凉的黄河孙口渡口，已今非

昔比。孙口村小学成了“将军渡小学”，这

里商店、工厂、酒店、黄河浮桥也都以冠

上“将军渡”为荣。

在刘邓大军渡黄河纪念馆里，一艘木

制大船总能吸引参观者的目光，船名为“爱

国号”。将军渡小学的

学生们经常来纪念馆，

围在木船前，听老师讲

战争年代的故事，每次

他们都会提出各种新

问题。历史就这样一代

代传承下去。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朱娟娟

右手一支步枪高高举起，左手拳头紧

握，在湖北大悟县宣化店镇中原突围纪念

馆门前，一尊青年战士的塑像巍然挺立。

枪 支 直 指 天 际 ， 战 士 的 神 情 激 昂 刚

毅。75 年前，打响解放战争第一枪的中

原突围，就发生在这片土地上。

纪念馆里 32岁的讲解员贺佩佩，每次

从这尊塑像前走过，都会向战士行注目礼。

宣化店地处大别山腹地，距离大悟县

城约 50 公里。1 月 22 日，小雨淅沥，多

名年轻人来到纪念馆参观。

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

一边同共产党和平谈判，一边加速调集兵

力，向各解放区步步紧逼。抗战胜利后刚

刚露出的一丝和平曙光，迅速被沉沉的内

战阴霾笼罩。

位于长江、黄河、淮河和汉水之间的

中原地区，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是

蒋介石欲控制全国的首要进攻目标。在这

紧要关头，中原解放区军民丝毫不放松警

惕，坚守前哨阵地。

迫于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内战的压力，

1946 年 1 月 10 日 ， 蒋 介 石 召 开 政 治 协 商

会议，国共双方在重庆签署了停战协定。

中原军区部队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恪

守 停 战 协 定 ， 就 地 停 止 于 以 礼 山 （今 大

悟） 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到 100 公里的

狭 小 地 带 。 而 国 民 党 当 局 则 屡 屡 违 反 协

定，调集 30 余万大军，将中原军区部队

分割成“品”字形，重重包围，并不断进

行军事挑衅。

面对国民党军“假和平、真内战”的

阴谋，中原军区部队顽强坚守战略要地，

同国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谈判斗争。

国民党军假借谈判的掩护，加紧对中

原军区部队实施包围的军事部署，同时开

展经济封锁，禁止粮油进入，企图将数万

军民困死、饿死在宣化店。

人出不去、补给进不来，中原军区数

万 官 兵 犹 如 困 守 在 汪 洋 大 海 中 的 一 叶 孤

舟上。部队紧紧依靠当地群众与兄弟解放

区的支持，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生产自

救 坚 持 “ 苦 熬 ”， 极 力 维 系 国 内 和 平 局

面，以推迟全面内战的爆发。

1946 年 4、5 月间，国民党蒋介石自

认为其内战部署就绪，决计对围困已久的

中原军区部队实施大举进攻。

6 月 20 日，中原军区情报处截获了蒋

介石发出的围歼、消灭中原部队的电令。21
日，中原局电告中央，请求月底突围。

突围迫在眉睫！6 月 23 日，毛泽东当机

立断，起草电报指示中原局：“同意立即突围

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

利第一⋯⋯望团结奋斗，预祝你们胜利。”

纪 念 馆 展 示 的 这 份 手 写 标 有“AAA”

“绝密”字样的电报影印件，总是吸引参观

者近距离观看。

1946 年 6 月 26 日拂晓，蒋介石悍然撕

毁停战协定，国民党军开始从北、东、南 3
个方向分 4 路向中原军区腹地集结。当晚，

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部队按照预先批

准的战略转移方案，分路实施突围，人民解

放战争的序幕由此拉开。

整个突围战役自 6 月 26 日起至 7 月 31
日止，历时 36 天。

当时国共军事力量对比悬殊，国民党

军 36 万余人，中原军区部队仅 5 万余人。如

何胜利突围？

为掩护中原军区主力部队突围，李先

念司令员指挥张体学在宣化店上演了一出

“空城计”。

6 月 26 日凌晨，独二旅政委张体学令

警卫营一个排以“换防”为名，秘密赶到宣

化店，接替了警卫中原局、中原军区首脑机

关的特殊任务。

这一天，宣化店似乎和往常没什么不

同，中原军区司令部照常办公。当晚，为了

迷惑来视察的美蒋代表，中原军区特地邀

请军调处代表到军区礼堂观看文艺节目；

李先念由张体学陪同，仍在宣化店街头散

步，并故意与美蒋代表碰面。

就在美蒋代表观看文艺节目时，李先

念等率中原局、中原军区首脑机关悄悄撤

离了宣化店地区。

为了牵制和迟滞国民党军，由皮定均

率领的第一纵队第一旅以部分兵力东西佯

动，造成东进事态，声东击西，掩护主力部

队向西突围。

“在这 36 天中，中原军区部队以无比

坚强的毅力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一举杀出

重围，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出色

完成了战略转移与战略牵制重任。”贺佩佩

讲解到，上百次战斗，中原部队毙伤俘国

民党军 1.2万余人，不过我军也伤亡了 8000
余人。

1946 年 7 月 15 日 ， 毛 泽 东 主 席 以 中

央军委名义发电报，指出“整个突围战役是

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

1946 年 8 月至 1947 年 1 月，胜利突围

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各路部队，根据

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改变战略转移终点，

创建敌后根据地，同全国解放区正面战场

遥相呼应。

75 载 过 去 了 ， 战 士 塑 像 目 光 之 下 ，

大悟宣化店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宁静

安详。

“ 中 原 突 围 史 是 一

部 雄 壮 激 昂 的 英 雄 史

诗，传承了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的精华，是井冈

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

精神、以及铁军精神的

继承和发扬。”中原突围

纪念馆王炳文说自己的

体会越来越深 。他的父

亲王俊发，在 1946 年以

挑夫的身份，往来武汉、宣化店两地，一路收

集国民党军队情报，反馈给中原军区部队。

“军民一家，宣化店的家家户户，与军区

部队联结紧密。”父亲记得，那年 5月，几名战

士实在没东西可吃，曾向当地一吴姓村民赊

了几块豆腐，吴家不要钱，战士们坚持在突

围前，将豆腐钱送到了吴家。

看到一心为人民谋解放的战士们一个

个面黄肌瘦，宣化店的群众内心过意不去，

自动发起了“缸里匀米、锅里匀饭”的活动，

无私支援部队；有老人捐出了自家寿木，支

持部队以筑工事。为了表示感谢，部队向宣

化店群众赠送了一块“民为邦本”的匾额。

如今，更多的年轻一代加入中原突围

纪念馆的工作中。

参与《大悟红色记忆》一书编撰出版的

龚红焰是一名 80 后，三年时间里，他和伙

伴们走遍了全县 17 个乡镇，从前期踏访到

后期整理、编撰，全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

“与先辈们比起来，这些

工作微不足道，我收获

更多的是震撼与感动 。

将突围精神传承下去，

就是最好的纪念。”

（本 文 参 考 资 料 由
中原突围纪念馆提供）

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宣化店的中原突围纪念馆前，青年战士塑像在夜幕下挺立。 喻玲园/摄

扫一扫 看视频

千里挺进大别山 12万大军铸成“飞来之剑”
2016 年 4 月 1 日，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雕像。 石耀臣/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 磊

中原突围 出奇制胜

“将军渡”让历史来了个大转弯

2020 年秋天，河南省台前县部分党员群众在

刘邓大军渡黄河纪念馆参观，接受渡河精神熏陶，

接受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主义教育。 王为峰/摄

扫一扫 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