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省信丰县新田镇百石村，是中

央红军长征路上第一仗所在地。在这里，

保存下来的战壕，红军刷的标语依稀可

见。这一切都记录着长征中突围作战的

悲壮和惨烈。红军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

位师长———洪超，也长眠于此。

一

洪超，1909 年 6 月出生于湖北省黄

梅县下新镇的一个贫农家庭，他当过童

工，做过学徒，甚至曾为了生存沿街乞

讨。1926 年，北伐军进入黄梅县，17 岁的

洪超首次接触到了革命，他一腔热血投

入到革命中，并担任儿童团团长，带领儿

童团团员配合当地农民协会、妇女协会，

与恶霸地主作斗争。1927 年夏天，洪超

进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教导队学

习，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并随朱德、陈毅

转战闽粤赣湘边。1928 年，他加入中国

共产党，参加了湘南起义后到井冈山，朱

德把他留在身边当警卫员，并先后担任

红四军的班长、排长。

1928 年 12 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

的红五军主力在宁冈新城与红四军会

合。不久，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

力出击赣南，意在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和

粉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发动的第三次

“会剿”，彭德怀、滕代远率部留守。为增

强留守红军的力量，红四军中有一批骨

干被抽调出来补充到红五军中，就这样，

洪超被派到红五军司令部担任参谋。从

此，洪超便跟随彭德怀南征北战，参加了

大冶兵暴、攻打平江县城、攻占长沙，以

及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作战。其间，

洪超指挥有方，作战勇敢，屡立战功，显

示出优秀的军事才华。

二

1933 年 3 月 21 日，红军在江西省宜

黄县草台岗地区遭遇敌多路进攻，红一

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周恩来适

时定下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以红 11 军

伪装主力，在广昌西北地区迷惑敌人，主

力则秘密北移，形成以少数兵力钳制敌

之数路、集中兵力歼敌一路的态势，取得

了草台岗歼敌一个师的胜利，创造了红

军战争史上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范例。

在这次战斗中，洪超身负重伤，虽经抢救

保住了性命，却永远失去了左臂。

仅剩一只手臂的洪超依然英勇善

战。自 1933 年 3 月到 1934 年 1 月，在彭

德怀领导下，洪超率部先后参加了洵口、

硝石、资溪桥、八角亭、团村和沙县战斗。

在每一次战斗中，他都身先士卒，立下赫

赫战功。1934 年 1 月，在攻占闽中重镇沙

县的战斗中，洪超率先攻入城内。沙县战

斗成为红三军团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继

洵口战斗后取得的第二个胜仗。沙县战

斗后，洪超率部辗转江西、福建，参加了

三溪圩反击战、广昌保卫战等战斗。

在广昌保卫战中，洪超率部同国民

党军苦战 18 天。8 月，在高虎脑战斗后，

国民党军周浑元和吴奇伟部的两个纵队

向红三军团所在的广昌以南驿前地区步

步逼近，洪超又领受了坚守防御的任务。

阵地由三个高地组成，洪超到距离敌军

最近的第三营阵地亲自部署兵力及工事

构筑，并指示第三营营长张震做好坚守

阵地的准备。第三营坚守的高地距离敌

军只有四五百米，有的地方只隔一个小

山沟，敌人吃饭、换哨、修工事都听得清

清楚楚，处境十分危险。同时，敌人对红

军实行经济封锁，红军连盐都吃不上，又

缺乏武器弹药。在极为严峻的条件下，战

斗打响了，洪超冲上阵地，亲自指挥战

斗。战士们备受鼓舞，愈战愈勇，直到弹

尽粮绝，又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最终取得

阻击战的胜利。由于作战勇敢，指挥果

断，洪超获得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

的二等“红星奖章”，成为获得“红星奖

章”最年轻的师一级指挥员。

三

1934 年 10 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

“围剿”失败，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0

日傍晚，暮色苍茫笼罩着瑞金，中共中

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踏上了

战略转移的漫长征程。

洪超在出发时接到命令，率领红三

军团红四师担任先头部队，作为右翼先

锋，走在最前面。一路上，红四师逢山开

路，遇水架桥，斩关夺隘，为后续大部队

开辟前进道路。中革军委下令：“三军团

应于 20 日黄昏，以一个师在其右翼队先

头，经韩坊、固陂之间，寻捷径出至坪石

地域，切断固陂敌人往西退路，并威胁信

丰。”根据上述攻击部署，红四师奉命攻

打古陂圩。蒋介石为阻止红军突围转移，

在通往湘西途中，设置了几道封锁线进

行阻截，其中第一道封锁线设置在安远、

信丰、赣县、南康一线，由国民党南路军

陈济棠驻守。

为了阻截红军，陈济棠的粤军构筑

了数百个碉堡，每段碉堡线上设置铁丝

网、壕沟、暗堡三层防御工事，各堡垒之

间还能进行火力支援。粤军吹嘘这道封

锁线为“铜墙铁壁，坚不可摧”。当红四

师向信丰县百石村挺进时，遭到守敌一

个团的阻击，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就此

打响。

师长洪超、政治委员黄克诚立刻指

挥红四师投入战斗。按照部署，红十团

进军百石，红十一、红十二团等在侧翼打

掩护，阻止敌人可能的增援。

21 日上午，洪超集中轻重火力，向

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敌人赶忙组织力量

进行反扑，战斗最激烈时，红军战士与敌

人展开肉搏战，很快击溃了敌人的阻击。

红十团在团长沈述清、政治委员杨

勇的指挥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

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架起机枪向守敌

发起猛烈攻击。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

越过铁丝网，翻过壕沟，向高处的碉堡冲

去。此时，驻在金鸡圩的敌一个营企图

增援百石村，团长邓国清、政治委员张爱

萍指挥红十一团，团长谢嵩、政治委员苏

振华指挥红十二团一同出击，将敌击溃。

百石村守敌惊恐万状，逃出碉堡，躲

进村里一座牢固的“万人祠”土围子中负

隅顽抗。红军很快将其包围，随即展开

政治攻势，劝其投降。敌军却不停地向

外打冷枪，喊话的红军战士也不幸牺牲。

此时，洪超亲率一个排到前沿阵地进行

侦察，命令调集迫击炮消灭围墙内的敌

人。话音刚落，洪超突然被围墙内射出

的一颗流弹击中，壮烈牺牲。

就这样，洪超倒在了国民党军设置

的第一道封锁线上，将青春与热血毫无

保留地献给了党的革命事业，牺牲时年

仅 25 岁。

随后，红四师调集迫击炮，将一米多

厚的围墙炸开几个大缺口，战士们冲进

去，将顽敌歼灭。战斗结束后，战友们在

当地村民的帮助下，把洪超安葬在百石

村一个较高的坡体下。洪超牺牲的第二

天，红军就突破了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占

领了古陂圩，渡过赣江上游的章水，向湖

南前进。至此，红军突围成功，取得长征

路上首战的胜利。

彭德怀在得知自己的爱将洪超牺牲

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沉痛地说：“洪超同

志身先士卒，英勇杀敌的革命精神，值得

我辈学习！”彭德怀在临终前还告诉身

边的人，不要忘记洪超，说他是长征路上

牺牲的第一个师长，是一名优秀的战将。

渊孙彤冤

独臂师长洪超：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位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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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不可磨灭贡献的西路军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碑碑文敬读

在第八十二集团军某旅的一个连

队荣誉室里，陈列着一把红布系顶、伞

盖主体为黄色且边缘饰有绿色垂布的

“爱民伞”。这把“爱民伞”是 70 多年前

通县永乐店荒场铺村（今为北京市通

州区漷县镇黄厂铺村）的村民送给在

此驻扎部队的。它的背后，有一段动人

的军民鱼水情深故事。

1948 年 12 月，一支队伍穿过辽沈

战役的硝烟，跟随解放大军走出白山

黑水，来到北平外围通县永乐店荒场

铺村，为解放北平做准备。

这支队伍抵达荒场铺村时，正值

后半夜。当地老百姓以为是国民党部

队又来抓丁派款，家家关门闭户。几天

过去了，村民发现了这支队伍的不同。

他们严守纪律，处处关心人民群众，一

有时间就帮群众打水扫地、碾米磨面、

诊病送药，教孩子们识字唱歌，还号召

村里妇女参加夜校。

1949 年 1 月 31 日，这天是农历正

月初三，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

胜利结束。消息传来，官兵和荒场铺村

的乡亲们欣喜不已。在村干部的号召

下，家家拿出过年的食材，制成豌豆

糕、糖葫芦等各式各样的小吃，送给子

弟兵品尝，让战士们过了一个愉快的

“战地春节”。战士们也把罐头、咸鱼、

土豆、大米等分给老乡。一时间，村里

村外到处洋溢着“军民一家亲”的融融

暖意和浓浓年味。

不久后，部队接到命令，准备南

下。荒场铺村的百姓在村干部的组织

下，赶制出一把绣有全村人姓名的

“爱民伞”，赠给这支队伍。村里的妇女

还把精心制作的布鞋和毛巾送给官

兵，并在这些慰问品里附上祝福与激

励的话语。

2 月下旬，官兵带着这把“爱民

伞”，迈着雄健的步伐踏上向南进军的

征程。

此后，荒场铺村的村民再也没有收

到过这支队伍的消息。为了找到这支队

伍，村民们经过多方寻找，仍然没有线

索。直到今年 7 月初，大家惊喜地发现，

当年驻扎在村里、与村民共同欢庆春节

和胜利的部队，前身是在长征途中突破

乌江天险、被红一军团授予“强渡乌江

模范连”荣誉称号的光荣连队。于是，村

干部便带着村民代表赶到连队驻地，见

到光荣连队的新一代官兵。军民相见格

外激动，手拉手共话昔日鱼水情。

70 多年过去，这把“爱民伞”成为

了军爱民、民拥军的一件红色信物，也

成为该连队的传家宝，无声诉说着军民

鱼水情深的动人故事。

渊王胜文冤

2019 年 8 月 20 日上午，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烈士陵

园，瞻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碑和

阵亡烈士公墓，向西路军革命先烈敬献

花篮，并参观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

念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心里一直牵

挂西路军历史和牺牲的将士，他们作出

的重大的不可替代、不可磨灭的贡献，永

载史册。他们展现了我们党的革命精神、

奋斗精神，体现了红军精神、长征精神，

我们要讲好党的故事、红军的故事、西路

军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

渊一冤

高台烈士陵园由中国工农红军西路

军纪念馆、纪念亭、烈士公墓、纪念碑等

纪念建筑物组成。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

纪念碑建成于 2009 年 4 月 3 日，纪念

碑采用传统纪念碑造型，高 29.37 米。碑

身上部的党徽寓意革命战士永远在党的

领导下前进，碑体正面为原西路军第三

十军政委、原国家主席李先念的题词：红

军西路军烈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纪念碑背面是石刻碑文院
一九三六年十月袁 中国工农红军第

四方面军总部及五军尧九军尧三十军共两

万一千八百余将士袁 奉中革军委命令西

渡黄河袁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遥 十一月袁组
成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遥 在极端艰苦的

条件下同敌人进行殊死搏斗袁 历时半年

之久袁歼敌两万五千余人袁有力地策应了

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袁 用鲜血和生命谱

写了中国革命史上可歌可泣的壮丽诗

篇遥 西路军精神永垂不朽浴
2009 年 4 月 3 日中共高台县委尧高

台县人民政府立

碑座设计为四边形，四面铺之以象

征西路军革命精神永垂不朽的图案浮

雕。其中基座高 6.3 米，分上下两层。上

层高 2.5 米，为灰花岗岩，镌刻图案：望

远镜、大刀、冲锋号、枪，上述器物均用飘

动的彩带环绕成对称、均衡的单独纹样，

使人们见物思人，追忆西路军将士浴血

奋战的悲壮史诗。底层高 3.8 米，材质为

汉白玉，图案是三组汉白玉花环，象征西

路军的三个军。花环下端用祁连山装饰

纹样，象征着西路军激战河西、血洒祁

连。周围有 56 个汉白玉栏杆，代表着全

中国 56 个民族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

渊二冤

1936 年 10 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

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红四方面军总部

及第五军、第九军、第三十军共 21800 余

人，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从甘

肃靖远县渡过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后因时局变化计划被迫中止，渡河部队

组成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的古浪、永

昌、山丹、甘州、临泽、高台、肃南、安西等

地，经过大小战斗 80 余次，歼敌 25000

余人。发生在 1937 年元月的高台保卫战

是其中最惊心动魄、悲壮惨烈的一幕。

1937 年 1 月 1 日，红五军大部指战员在

军长董振堂的率领下占领高台县城后，

于 1 月 12 日遭到 6 倍于己的敌人的包

围，与敌人进行了九天八夜的殊死战斗，

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包括董振堂和红

五军政治部主任杨克在内的 2800 多名

西路军将士壮烈牺牲。在长达半年的斗

争中，西路军共牺牲 7000 多人，被俘

12000 多人（其中 6000 多人惨遭杀害），

最终仅 400 多指战员抵达新疆。西路军

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河西大地，在中国革

命史上留下了极其悲壮的一页。

通过党的营救及西路军失散和被俘

将士百折不挠的奋斗，仍有 5000多名红

军将士回到了党的怀抱，成为党和人民军

队的骨干。据统计，其中有元帅 1人，国家

主席 1人，国防部长 1人，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 1 人，大将 1 人，上将 3 人，中将 14

人，少将 87 人，另有省部级干部 10 人，共

计119人。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共产国际的

关心和援救下，西路军左支队到达新疆的

400多名将士，经过学习和技术培训，分别

成为航空、无线电通讯、情报、医务、装甲、

汽车、炮兵等方面的骨干，为人民军队技术

兵种的创建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渊三冤

西路军虽然受到挫折，但留下来的红

色故事始终传颂在当地。为纪念在高台英

勇牺牲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红五军指

战员，高台县人民群众自发倡议修建革命

烈士纪念地。1953 年经甘肃省人民政府

批准，开始建设高台烈士陵园，1957 年正

式建成并投入使用，总面积 4 万多平方

米。园内主要有烈士纪念堂、红五军阵亡

将士公墓、董振堂、杨克明烈士纪念亭和

战史陈列馆。1965年 6月 10日，又在公墓

前建成了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中国工农红

军西路军第五军阵亡烈士公墓纪念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高台烈

士陵园进一步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

陵园面貌不断改观。2009 年 8 月 1 日，

高台烈士陵园景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竣

工，正式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

念馆，占地 260 亩，东西长 385 米，南北

宽 200 米，成为全国反映红西路军历史

最全面、最具权威的纪念馆。

西路军的悲壮失败，不但使我们深

切地认识到革命胜利来之不易，而且通

过总结经验教训，正确认识历史发展的

规律，吸取前进的力量。正如《中国共产

党历史》中指出：“西路军所属各部队，

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

斗争锻炼成长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

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

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

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

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

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

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

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

们尊敬和纪念的。”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西路军是一座丰碑，是一段传奇，是

一部史诗，是一堂党课。今天，我们比历

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

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我们更需要

讲好我们党的故事、红军的故事、西路军

的故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承发扬

西路军的奋斗精神，把西路军壮怀激烈、

英勇献身、惊天动地的革命故事化作奋

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不竭动力，告慰

先烈、昭示未来，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据叶学习时报曳

中华英烈

“爱民伞”见证鱼水情

1938 年 7 月，在山西省晋城市阳

城县町店镇芦苇河下游河套地区，八

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打响了堪称

“晋南地区平型关大捷”的町店战斗，

又一次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

当初英雄喋血的土地，如今已布

满道路楼宇，车来人往一片繁华，芦苇

河岸边树立的町店战斗烈士纪念碑，

还在诉说着那段以铁血斗志书写的抗

战历史。

1938 年初，日军沿同蒲路南下占

领晋南及豫北诸城后，疯狂进行烧杀

掠抢。五六月间，山西抗日决死纵队

一部和国民党军卫立煌部，在侯马、

曲沃地区奋起抵抗。经过数次战斗，

一度拔除了敌军若干护路据点，将一

部日军围困在曲沃城内。日军急调驻

豫北的第一零八师团主力北上晋城，

欲从古驿道阳城町店地区出击，打通

与晋南敌人的联系，救援曲沃城内被

困日军。

此时，先后参加了平型关战役、

晋东南反日军九路围攻作战的八路

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正在长治一

带整训。为打破日军这一企图、支援

侯马友军作战，八路军总部命令第三

四四旅赶赴阳城，隐蔽设伏、寻机歼

敌。接到命令后，三四四旅旅长徐海

东、政委黄克诚立即率六八七团、六

八八团及新兵营 1 个加强支队，从长

治出发，经一昼夜急行军于 7 月 1 日

抵达阳城以北 10 公里的町店北山。

町店地处芦苇河畔，南北两面是

山，地形险要，晋（城）侯（马）公路穿村

而过，是晋城日军增援侯马的必经之

地。只要控制了南北面山上的制高点，

如日军经过町店地区，我军便可居高

临下，打它个人仰马翻。7 月 2 日，三四

四旅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徐海东

对敌情和战场环境作出详细分析，认

为日军自恃装备精良，因此骄狂无比、

目空一切，只要利用日军骄横麻痹心

理，在芦苇河畔预设阵地，把工事构筑

在路边 200 米至 100 米处，即可收获极

佳的伏击效果。

定下作战决心后，徐海东作出具

体战斗部署：六八七团一营、二营占领

町店北侧的富家坪和东北方向的高

地；六八八团一营、二营占领下黄岩以

北松树岭、东屹坨一线的高地，分别担

任攻击町店和上、下黄岩日军的任务；

六八七团三营隐蔽在町店东南美泉村

公路两侧高地实施阻援；新兵营部署

于周边高地负责机动增援。会后，干部

速归连队，分头进行战前准备工作。

三四四旅入驻阳城后，受到中共

阳城县委与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县委

根据我军战斗需要，组织各村自卫队积

极备战，很快组成了支前队、担架队、运

输队等，随时准备支援我军作战。同时，

自卫队还派出队员站岗放哨、盘查行

人，组织邻近地区群众转移撤离。当地

一大批有志青年纷纷请求参加战斗，经

旅首长批准，组成了 40 余人的参战特

别支队。

7 月 3 日，酷日当头。敌机在町店

一带盘旋侦察后，徐海东马上接到敌

情报告：敌机械化联队及汽车辎重已

渡过沁河，其先头骑兵已进入黄崖休

息，其余日军即将进至义城、町店。徐

海东迅速命令各部在芦苇河两侧高地

预设阵地，埋好炸药准备战斗。午时

许，敌首、尾前后进入町店、义城一带

我伏击圈。因天热难忍，日军将车停到

河滩大路上，把枪架在一起，赤身进入

芦苇河洗澡。

就在这时，徐海东一声令下，埋伏在

河谷两岸的我军向敌猛烈开火，击毙河

中大批日军。残余的日军夺路逃跑，我军

对敌进行追击分割包围，毙伤多名日军。

我军在抗日初期装备简陋，多采取

游击战，日军认为我军不会与其长时间

缠斗和对攻，且会快速撤出战斗。所以，

在町店战斗中，日军虽受重创，但倚仗

精良的装备，迅速组织力量进行反扑。

当夜，徐海东等旅领导分析敌情，

判定敌人以为我军偷袭成功后会即时

撤走，必然组织反攻袭击我身后，遂决

定将计就计，杀敌一个回马枪：六八八

团和晋豫游击支队在町店附近隐蔽待

命，以阻击反扑之敌，其余部队则虚张

声势，佯装北撤以迷惑敌人。

次日拂晓，日军 500 余人果然沿路

反扑来袭。其间，日军多次实施空中侦

察和火力侦察，均未发现我军踪迹。当

日军行至八里湾附近时，我军各部按战

斗部署立即向敌发起进攻。日军面对突

袭混乱不堪，稍事整顿后组织反击。我

军勇猛冲杀，打退日军多次反击。我阻

援部队亦打退由周店西援的日军。18

时，驻沁水日军一部增援町店，三四四

旅予敌以重大创伤后，于 20 时撤出战

斗。7 月 6 日，日军在炮火掩护下，再次

窜入町店一带企图反扑，我军已经消失

在太行太岳之间的崇山峻岭中。此役，

我军共击毙日军 500 余人，击毁敌汽车

20 余辆，缴获大量军用物资，沉重打击

和迟滞了日军西援的行动，有力地支援

了友军组织的侯马之战，进一步壮大了

我党我军声威。

渊程 阳 葛铜城 王政道冤

町店伏击歼日寇：

又一次粉碎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绣有荒场铺村民姓名的野爱民伞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