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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广水市（原应山县）吴店镇浆溪店位于大别山与桐柏

山之间，地理位置特殊。1945 年 10 月，按照中央部署，李
先念、王震、郑位三、陈少敏、任质斌等在这里成立了中共
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1945年、1946年，组织、发动了震
惊世人的桐柏战役和中原突围。

桐柏战役、中原突围的胜利，有力地配合支援了全国
的解放战争。特别是中原突围，作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起
点，对于取得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战略转变 策划发动桐柏战役

1945年 8月 1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电示新四军
五师：“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所处地位不
可能夺取大城市，而应乘机扩大地区，夺取武装，夺取小城
市，发动群众，准备对付内战。”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新四军第五师兼鄂豫皖军区开
始加速实行战略转变。陆续由平汉铁路东之大悟山，转移
至平汉铁路西鄂豫两省交界的四望山浆溪店一带，准备应
对内战。

9 月 28 日，面对国民党军不断进攻，鄂豫根据地大部
被侵占的严重局面，李先念、郑位三以鄂豫皖中央局名义
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夺取桐柏山地区”的作战计划。

1945年 10月 10日，就在《双十协定》签订的当天，刘少
奇致电郑位三、李先念明确指出：“日本投降，你们以后作
战的对象，将是国民党军队……”

10 月 17 日，新四军五师野战纵队在应山浆溪店和吴
家店举行反内战誓师大会。20日，发起桐柏战役。

桐柏战役震惊了蒋介石。12 月中旬，国民党第五、第
六战区以主要兵力共 11 个军 24 个师，以及 8 个游击纵队，
向桐柏山区推进，企图进行南北夹击。为争取主动，中原
军区主力部队于 17日开始向平汉铁路以东移动。至此，历
时两个月的桐柏自卫反击战役遂告结束，共歼敌 9000 余
人。

战略坚持 延缓内战赢得时间

1946 年 1 月 8 日中原军区部队恪守停战协定，停止东
进，在以鄂北宣化店为中心的地区集结待命。

自 1月 10日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后，针对国民党
破坏停战协议的罪恶行径，中原解放区军民在坚持自卫原
则的同时，与国民党进行了和平谈判斗争，先后签订了关

于停止中原地区武装冲突的《罗山协议》《应山协议》和《汉
口协议》。然而，国民党没有诚意，继续向中原解放区进
犯。先后调集 11 支正规军共 30 万人的兵力，大搞军事蚕
食与经济封锁，企图彻底消灭新四军五师。

为了全面战局发展的需要，遵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战
略部署，中原军区部队在桐柏山、大悟山进行了长达十个
月(1945.8—1946.6)的战略坚持。特别是在宣化店一带，面
对敌人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中原军区数万部队已到无
米为炊的境地。李先念、郑位三等带领部队开荒种地、砍
柴烧炭、打鱼摸虾，常常以野菜、稀饭充饥，终于战胜了难
以想象的困难，完成了中央赋予的战略牵敌重任，为全党
全军的战略重点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战略转移 中原突围牵制敌军

1946 年 6 月 23 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复电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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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6 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挑起全面内
战。遵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26 日晚，我中原军区部队
抢在敌人“围歼”前分路开始了战略转移。其中，由皮定
均、张体学等率部分别在东、西、北线行动，以迷惑和牵制
敌人，掩护主力部队向西突围。由王树声率南路突围部队
向鄂西北突围，并于 7月 19日顺利突围到鄂西北建立根据
地。由李先念、郑位三和王震率北路突围部队向陕南突
围，经与敌激战，突破平汉铁路封锁线。7 月 1 日，到达吴
家大店、浆溪店一线就地休整。

随后，北路军日夜兼程越过天河口、青苔第二道防线，
抢渡白河、唐河，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为缩小部队目
标，分散敌人兵力，李先念与王震兵分两路强渡丹江。王
震率部杀开一条血路，最终进入陕西境内。李先念率中原
局、中原军区等部血战南化塘，冲出重围，击败了胡宗南所
谓的“天下第一军”，进入陕南，创建豫鄂陕根据地。

除北路军右路王震一部返回陕甘宁边区外，其余部队
仍在鄂豫皖川陕五省机动灵活作战，把国民党 30万大军牵
制在陕南和鄂西北广大山区。

战略胜利 中央给予高度评价

古往今来许多战局都说明，要想取得全局的胜利，不
在局部作出牺牲，往往是难以达到目的的；而为了全局的
胜利去牺牲自我的局部，是光荣的，也是胜利的。对桐柏

战役和中原突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
均作出了高度评价。

1945年 11月 28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电中原局，
对桐柏战役的战略作用作了充分肯定。电报说：“你们最
近在豫南、鄂北的行动已取得重要胜利，吸引了刘峙五六
个军对着你们，这就大大帮助了刘伯承在平汉线北段的作
战（即邯郸战役），使他们在打破蒋军第一次进攻后，得有
休整机会，至今顽军不能集中兵力北上。虽然最近你们自
己的胜利不大，但在整个战略配合上作用是极大的。”

1946 年 5 月 8 日，周恩来看望了中原 5 万英雄儿女。
他说：“同志们在敌人围困进攻和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
中，坚持斗争在宣化店，拖住了几十万蒋军，毛主席曾
多次表扬过你们。你们不要小看了你们坚持斗争的意
义，有你们在这里，蒋介石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
们支援了东北战场，也配合了华北战场。在这场斗争中，
你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你们都立了大功。”

1946 年 7 月 15 日，毛泽东致电中原军区郑位三、李先
念等，高度评价中原部队胜利突围的意义：“整个突围战役
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你们这一行动已调动程潜刘峙
胡宗南三部力量，给反动派以极大震动与困难，故你们的
行动关系全局甚大。”

1947 年 1 月，刘少奇在延安干部大会上肯定中原突围
的胜利：“今天已经起了战略作用，不比到华北编几个纵队
打几个胜仗作用小。”

1947 年 11 月，陈毅在淮阳对原新四军第五师部分干
部讲话时说：“中原部队牵制蒋介石 30 万主力部队达十几
个月之久，这就为华北的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和华东的七
战七捷，创造了有利条件。我敢说，如果没有中原部队的
战略牵制，那就可能没有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和华东七战
七捷的胜利。中原部队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完成了战略牵
制任务，对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对配合各个解放区
作战，对党的革命事业，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7 年 11 月 2 日，刘伯承、邓小平称赞：“没有一年前
的中原突围，也不会有一年后的千里跃进大别山。”

这些论断，充分肯定了桐柏战役和中原突围的战略意
义，高度评价了中原部队顾全大局、坚定不移执行中央意
图的精神，热情赞扬这一壮举延缓了内战的进程，为我军
作好反内战的准备赢得了时间；打击了国民党的嚣张气
焰，鼓舞了我军斗志，较好地配合了各兄弟解放区；有效阻
滞了国民党军队向华东、华北及东北战场的调动，并牵制
了国民党的大量军队，为最后夺取解放战争胜利作出了巨
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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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足迹映初心红色足迹映初心

1939年 1月，李先念率部南下进驻浆溪店，建立四望山敌后根据地，由此演绎一曲——

广水市是老牌的“全国双拥模范城”，群众拥戴、爱护人
民军队的优良传统由来已久。浆溪店是新四军第五师重要活
动地，中原突围休整地，桐柏区党委、桐柏行署和桐柏军区成
立地。在血与火的革命战争年代，党和人民军队出生入死拯
救民众于水火，人民群众也是舍生忘死支援革命，发生过许
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徐秀英只身引敌军保护“陈大姐”

在革命队伍里,有许多杰出的女同志深受大家尊敬,被
亲切地称做大姐，陈少敏便是其中的一个。1939年 11月的一
天，陈少敏在浆溪店遇到敌军，是这里的徐家姑娘秀英保护
了她。

1939 年 11 月中旬，陈少敏在四望山东岳庙参加组建新
的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会议。会议结束后，陈少敏第二天清
早同两名警卫员赶回浆溪店驻地。快到时，一个连的国民党
顽军迎面而来。陈少敏三人转身便向另一条小路快步走去，
没想到顽军在后面大叫：“站住、站住!”

深秋时节，庄稼已收、花叶凋落，难以找到掩蔽的地方，
陈少敏一行只能匆忙甩开顽军，寻地方藏身。进入浆溪店街
后，住街上的徐家人让陈少敏三人赶紧进来，一边为他们寻
找藏身之地，一边让女儿徐秀英上街观察情况，只见国民党
顽军在街上不断地高叫“活捉陈少敏”,“谁捉住陈少敏赏大
洋 20块”。

原来这帮国民党顽军早打听到浆溪店驻有新四军，陈少
敏就住在这里。他们声言“冬季反攻”，把新四军“挤”出浆溪
店。国民党顽军不见陈少敏的踪影，便挨家挨户地搜查，马上
就要搜到徐家。19岁的徐秀英急忙说：“陈大姐，把你的外衣
脱下来给我穿，我把国民党引开。”陈少敏不愿意，说太危险
了，徐秀英说：“这里的山路我比你熟。”陈少敏还是不放心。
徐秀英激将陈少敏说：“如果你在我家被国民党抓去，就连累
我全家了！”

这一激将，陈少敏觉着说得有道理，只好把外衣脱下。徐
秀英穿上陈少敏的衣服，冲出大门后大声喊道：“要抓就抓我
陈少敏，不要祸害浆溪店的老百姓。”飞快朝着东边方向跑
去，把国民党顽军引开。

徐秀英跑到上土门湾大松树林里，这里方圆十几里树
林，很好躲避。国民党顽军搜查了一阵不见人影，气急败坏回
老巢了。

此后，陈少敏一直记着她的救命恩人。1961 年 12 月，时
任中央委员的陈少敏曾到吴店镇视察，看望了徐秀英。

何文寿山洞秘藏救治重伤员

何文寿是浆溪店土生土长的村民，因他智救新四军重伤

员，被当地人称为英雄。
何文寿是深知民族大义的人。在 1938 年 10月 24日应山

沦陷时，身为浆溪店保长和农协委员会会员的何文寿就积极
参加抗日工作，带领乡亲为后方人员担柴送米，还号召乡亲
们捐钱献物支援抗日。听说国共合作攻打驻花山香炉山的日
本鬼子，他带头捐资，多次动员乡绅出钱，援助前方打仗的部
队。

救助新四军重伤员的事发生在 1945 年 10 月。新四军五
师野战军从浆溪店出发，发起了自卫反击的桐柏战役，在战
役的第一阶段，伤病员大部分抬到浆溪店野战医院治疗。战
役第二阶段，敌军以 24个师的兵力加紧向野战纵队进攻，中
原军区部队于 12 月底转移到宣化店一带，浆溪店野战医院
也随中原军区部队转移。

此次战役中部分重伤员被信应县委党组织秘密转移到
百姓家治疗。何文寿把名叫黄田、罗培华（名字可能同音或近
音）的新四军重伤员抬到家中进行救治。中原部队转移后，国
民党军到浆溪店到处搜捕新四军重伤员，并叫喊：“谁家私藏
新四军重伤员，格杀勿论。”

为躲避国民党的搜捕，保护好新四军重伤员，何文寿秘
密地把两个伤员抬到拉车上，上面用簸箕盖住，送到较偏远
的黑沟（今吴店三土门村）一个山洞中藏好，再三叮嘱黑沟住
户赵铁匠千万不要走漏风声，委托他好好照顾伤员。

随后，何文寿常趁黑夜把熬好的鸡汤、猪骨汤送到黑沟
为伤员补养。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调养，黄田、罗培华伤愈，
要重返前方杀敌，想把随身的几个银元交给何文寿作为报
酬。何文寿拒绝说：“你们为人民解放事业流血流汗，我做了
这点小事，收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临别时，何文寿还送给
两名新四军战士一张撒网、一个鱼篓，让他们扮成河里的打
鱼人南下找自己的部队。

解放后，罗培华给何文寿来了多封信表示感谢。这段军
民鱼水情深的佳话流传至今。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许静 通讯员 沈宪权

鱼水情深，
群众冒险救助新四军

◀
徐
秀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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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岁月热血战歌

1939 年 1 月，李先念率部建立以四望山浆溪店为中心的
鄂豫边区抗日敌后根据地，在武汉外围开展抗日活动。在多
次的抗日游击战中，余家店战斗意义非凡，它是新四军独立游
击大队在湖北对入侵日军的首次进攻作战，战果虽小，影响却
大，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打出了新四军的军威，振奋了民
心，增强了人民的斗志。

四望山绵亘鄂豫两省边界，登上主峰可望见桐（柏）信
（阳）应（山）随（县）四县县境，是游击队驻扎的理想根据地。
李先念在四望山设立了指挥抗日的大本营后，派出了独立游
击支队参谋长周志坚、大队长谭子正出征抗战。

1939 年 2 月初，日军发动了襄东战役。为牵制日军，配合
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作战，李先念迅速南下应山、安陆、应城
附近开展游击战争。就是在这个阶段，应山余家店战斗打响。

1939 年 2 月 27 日，李先念派周志坚带领新四军独立游击
大队两个中队到应北，打算与中共应山县委和杨常安的游击
大队取得联系，恰逢一队日本侵略军百余人及伪军数十人从
应山城出发，经龙泉镇分路“扫荡”来到余家店。驻在余家店

附近的国民党应山县游击司令部及八十四军一八九师两
个营抵挡不住，退守唐儿寨、娘娘寨、宋家岭一线。

周志坚率队正驻扎在余店南面罗家庙，他查看敌情，
见日伪军正炮击国民党军阵地，遂果断命令部队占领有利
地形，配合友军作战。是日中午，周志坚指挥部队从罗家
庙分两路向余家店发起猛攻：一部分由老红军张日新带领
一中队从右翼迂回余家店街东，又转入街北，向敌人发起
猛攻；另一部分由二中队从中路向街南进攻。在新四军勇
猛的打击下，日军被迫退守余家店。新四军当即猛追，攻
占余家店，迫敌撤出街外。日军占据高地，企图利用丛林
作掩护，死守待援。但新四军战士们接连发起猛烈攻击，
打得日军不得不在死伤 20余名后仓皇逃跑，向淅河方向撤
退。新四军撤出战斗后，返回浆溪店。

这次战斗坚持了 12个小时，可以说打破了日军不可战
胜的神话，令民众振奋。余家店战斗一结束，鄂中地区就
有许多爱国青年纷纷参军，大大增强了新四军在鄂豫地区
的影响力。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许静

余家店战斗：
打响新四军湖北抗战第一枪

程道荣率部起义 新五师壮大力量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许静

3 月 16 日，记者走进广水吴店镇浆溪店尹家
湾李先念旧居，一边仔细观看展陈的图文史料与
室内简单的陈设，一边听着吴店镇干部沈宪权的
解说，对先辈们在恶劣环境下坚持革命的精神心
生敬意。尤其在听到郑位三让房的故事后，更是
感佩不已。

1945 年 8 月，抗战胜利后，新四军五师的领
导、后勤机关及边区机关全部由大悟山转移到应
山以北，作反内战准备。新四军五师领导机关进
驻浆溪店尹家湾，郑位三和李先念住在湾南头百
姓郑志富家。郑家很热情地腾出堂屋左右两间房
屋给两位首长住。

按照当地农村的风俗习惯，左边（主位）的房
屋为“大手”，应住尊贵的客人，右边（宾位）房屋次
之，为“小手”。当时五师官兵都尊称郑位三为“位
老”，李先念叫警卫员把郑家左边的房屋安排给郑
位三住，自己住右边的房屋。警卫员把左边的房
屋清理得干干净净，把郑位三的被子、衣裳等物
品，摆放得整整齐齐。晚上，郑位三和李先念在浆
溪店联系当地党组织，协调后勤机关的落户工作，
安排战士们的食宿。郑位三回到尹家湾时已是深

更半夜。警卫员把位老引进郑家住房时，却看到
平时满脸堆笑的位老竟然沉着脸不说话。

警卫员有所察觉：“位老您工作太忙太累了，
今天您早点休息？”

“住这间屋我睡得着吗？”郑位三反问道。
警卫员向郑位三行了个军礼：“安排不周，请

位老多多批评。”
“这间房屋是你安排的吗？”郑位三边说边向

警卫员回了个军礼。
正说着，李先念提着马灯走进了郑家大门：

“我安排的，位老您德高望重，这间房应该归您住
呀！”

郑位三说：“我们住的是哪家呀？”
李先念不假思索地答道：“位老，您只比我长

七岁，怎么就忘记了，这是尹家湾郑家大院呀。”
郑位三握住李先念的手：“我清醒得很！郑家

是我的本家，哪有房主人住主房，却让贵客住宾房
的道理呢？”

“原来位老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这一不小心
就让我‘钻烟筒’了啊！”李先念哈哈大笑地说。

就这样，郑位三把主房又让给李先念了。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陈长军

郑位三让房

▲ 李先念（左）和郑位三（右）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陈长军 通讯员 沈宪权

从配合支援全国解放大局,看——

桐柏战役和中原突围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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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浆溪店三土门杨家湾——桐柏党政军成立旧址

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成立旧址

▼ 1939年 1月 17日，李先念率鄂豫独立游击支队南下浆溪店。

▲ 1946 年 6 月 23 日桐柏战役后，中央关于同意立即
突围致电中原局，毛泽东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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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水市吴店镇境内的新四军第五师尹
家湾革命旧址群，现有 47 处革命旧址，“程
道荣起义会场遗址”是其中一处。就是在
这里，新四军五师为程道荣起义部门召开
了庆祝及欢迎大会。

程道荣(1902-1983)，字耀德，河南平舆
县人。1924 年程道荣拉起队伍，在豫南发
展到 1000 余人，后参加过对日作战。经过
多次战役、多年发展，程道荣部在 1944年有
4000 人，被蒋介石收编为国民党河南挺进
军十三纵队，程道荣被委任为少将司令，他
趁机把部队发展到 7000 人，成为挺进兵团
中实力最强的一个纵队。在此前后，程道
荣指挥所部与日军战斗数十次。1944 年 7

月，新四军五师开辟抗日战场时，路经十三
纵队驻地，程道荣下令“让路，谁要放一枪，
提脑袋来见我!”可见，程道荣具爱国情怀，
怀民族大义。正因如此，新四军五师开赴
淮北后，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和新四军五师
先后派河南工委统战部部长齐光、豫鄂边
区民运部部长娄光琦、五师骑兵连连长李
刚（程道荣的表兄弟）、河南军区秘书李华
轩（程道荣的同乡）、豫南军政干校教育长
徐达三等人，数次到十三纵队司令部做程
道荣的说服教育工作，以争取驻扎在汝

（南）正（阳）确（山）一带的国民党豫南挺进
军十三纵队。

经过中共多方努力，程道荣下定决心

起义。1945 年 8 月 29 日，程道荣率部 5000
余人，带迫击炮 8 门、轻重机枪 80 挺、长短
枪 4000 多支、子弹 300 万发，浩浩荡荡开往
确山孤山冲。8 月 31 日，程道荣宣布了拒
绝执行反共作战命令，通电参加新四军。

程道荣率部起义后，他的主力部队开
赴浆溪店新四军五师师部所在地。在随后
召开的庆祝及欢迎大会上，程道荣被任命
为豫南人民军总指挥兼河南独立旅旅长

（后任中原军区第二纵队副司令员）。
据介绍，程道荣是在日本投降后全国

第一个率部起义的，他的起义壮大了新四
军五师的力量，对于瓦解国民党顽固势力
有着很大影响。

吴店镇塘畈村党支部书记、新四军第
五师尹家湾革命旧址群纪念馆管理员陈海
元说，至今村里的老人还记得当时热烈的
欢迎场景，专门搭了一个戏台，新五师文工
团表演了很多精彩节目。2007 年，几个当
年文工团的女战士还到遗址处参观，回想
过去的峥嵘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