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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穷苦人民而战
童 政

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史实陈列馆里，一床红

军被静静安放在展柜中。湘江战役期间，红军给

乡亲们治病，乡亲们扛起桌子、门板帮红军架桥

过江，红军又回赠一床军被表示感谢。这段军民

鱼水情深的感人故事深刻地表明，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红军是为穷苦人民打天下的。

当年，红军不仅要面对敌人精锐部队的围追

堵截，还要同极度饥饿和疲劳做斗争。在如此极

端的环境下，他们依然关心群众疾苦、服务劳苦

大众，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

使命。

为唤醒群众的革命觉悟，在桂北所到之处，

红军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红军在广西灌阳

张贴的标语就有“红军是抗日的武装”“打倒屠杀

工农和革命民众的国民党”“红军是工农自己的

军队”等。

看到兴安县华江乡包岭村的瑶族人民生活

艰难，红军在买瑶族群众的红薯和苞米时总会

多付钱；红军长征军纪严明，红三十四师途经新

圩时饥寒交迫，宁愿用泔水充饥也不拿百姓一

个红薯。群众从红军将士的一言一行中真切认

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红军是

一支维护群众利益、为劳苦大众求翻身求解放

的军队。

回望历史，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绝境中

浴火重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持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和使

命坚定不移，从而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80 多年过去了，战斗硝烟早已散去，但湘江

战役仍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时代

变了、生活条件好了，但我们共产党人为之奋斗

的理想和事业没有变。我们要永远铭记和珍视

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伟大精神，不论我

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

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在新的

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桂林山水甲天下，这是一片红色

热土，也是红军长征的重要历史节点

湘江战役的发生地。87 年前发生在

桂北大地的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途中

最惨烈、最悲壮的一战，数万名红军将

士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感天动地、气

壮山河的英雄史诗，铸就了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历史丰碑。

长期以来，桂林人民以高度

的政治自觉和文化自觉保护传

承红色文化，涌现出三代人 45

年守护“红军旗”、祖孙五代

守 护“ 忠 烈 墓 ”等 感 人 故

事。多年来，全市保护修

缮红军长征遗址遗存

161 处 ；修 缮 红 军

烈士墓 43 座，安葬红军烈士 945 名；搜寻打

捞、集中迁葬酒海井红军烈士遗骸 20多具；

调查认定有名有姓红军烈士 20321人，并将

其姓名镌刻在烈士英名廊。

2018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

批示，要求做好湘江战役红军烈士遗骸收

殓保护工作，规划建设好纪念设施。我们

坚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

神，推动红色文化保护传承取得重大进展。

——建成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红

军长征突破湘江纪念馆、新圩阻击战史实陈

列馆等项目68个，彰显“一草一木一英魂、一

山一石一丰碑”的丰富内涵，打造了革命传

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载体。

——完成 217 处、421 个点、7465 块遗

骸（骨）的发掘收敛工作。

隆 重 举 行

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设施落成仪式和湘

江战役红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对 214 名

湘江战役红军遗属精准帮扶，建立长效帮

扶机制。

——成立桂林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

保护传承中心，打造一批湘江战役精品课

程，与赣州、遵义、延安、龙岩四市联合发起

成立“干部党性教育培训联盟”；推出一批

湘江战役主题文艺精品力作，高标准推进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红色文

化与旅游融合成为新亮点。

如今，“红色基因”已经融入桂林人的

血液中。未来，桂林将与时代共奋进，做

“红色基因”的传递者，以传承弘扬伟大长

征精神为引领，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抢抓

用好新发展机遇，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

极融入新发展格局，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

创新、扩大开放、担当实干，奋力开启桂林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

87年前发生在广西的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以来

最壮烈的一战，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

战。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主力 5 个军团及中央、军

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 8.6万余人从中央根据地出发开

始长征。到11月中旬，红军先后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

三道封锁线，进抵湘南嘉禾、临武、蓝山一带。湖南军

阀何键调集中央军和湘、桂、粤军近 26 个师 30 万兵

力，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企图把中央红军消灭在湘、漓

两水以东。

从 1934 年 11 月 27 日到 12 月 1 日，为了守住湘江

渡口和通往湘江的通道，红军阻击部队在广西桂林市

灌阳县新圩、全州县脚山铺和兴安县光华铺三大要地

顽强坚守，顶住了在兵力火力上均占优势的敌人的猛

攻，保卫了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粉碎

了敌人把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的企图，保存了中国革

命的有生力量。

鏖战，为了大局
灌阳炮楼山是一座高不过 200 米的普通山头，记

者拾阶而上，红军战士挖掘的战壕依旧明显。1934年

11月27日下午，新圩阻击战敌我双方前锋部队首先在

这里交火，炮楼山上机枪声、步枪声、呐喊声震天动

地。“这是新圩阻击战最后一道防线，红军像钉子一样

钉在这里，为渡江赢得了时间。”桂林市党史专家文东

柏说。

新圩阻击战，阻止了桂军北上切断红军抢渡湘江

道路的企图，确保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后左翼的安

全。而脚山铺阻击战则阻止了湘军南下，确保了红军

右翼安全。“脚山是敌人进入湘江的咽喉要地。1934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1 日，红一军团血战 3 天，以伤亡

数千人的代价，完成了阻击湘军、掩护党中央和兄弟

部队渡过湘江的任务。”全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

保护传承中心副主任周云良说。

从兴安县界首镇南行约 5 公里的地方，便是光华

铺。“这里离中央纵队渡江地点最近，成败直接关系到

中共中央安危。”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纪念馆馆长尹汤

怀告诉记者。

从 1934 年 11 月 27 日到 12 月 1 日，红军经过浴血

奋战，阻敌于新圩、脚山铺、光华铺三地，挡住了湘军

南下和桂军北上，为中央领导机关安全渡江和红军后

续部队抢渡赢得了宝贵时机。“这三场阻击战都体现

了坚持坚持再坚持的革命大无畏精神。红军将士时

刻想到把生的希望让给战友、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

就是顾全大局，就是勇于牺牲和担当。”文东柏说。

牺牲，为了信仰
1934年 12月 1日，是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最后一

天。宽阔的江面上，浓烈的硝烟中，为强渡湘江，红军

穿着早已磨穿的草鞋，蹚着冰冷刺骨的江水。紧追而

来的敌人从后面用机枪疯狂扫射，头顶上的敌机不断

往河里投弹轰炸，将士们浴血奋战，与敌搏斗。行进

的队伍中不断有人倒下，沉入江底，牺牲的红军战士

遗体堆满了河滩和两岸。其中，红八军团11000多人，

渡江后只剩下1000多人。

当日 17 时，中央红军主力渡江，红五军团第三十

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临危受命，担任红军渡江的

总后卫，被阻止在湘江东岸。由于深陷重围，最后弹

尽粮绝，大部分壮烈牺牲。

滔滔江水，奔涌向前。那一天，湘江是一条血洗

的河，是一座血肉铸成的丰碑。据见证者回忆，战斗

过后，村民们掩埋红军遗体用了3天，而更多遗体则沉

入江底或被江水冲走。从此，当地有了“三年不饮湘

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将士们怀着对党的

无限忠诚，慷慨赴险，真正践行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

一滴血’的誓言。”文东柏眼里含着泪说。

忠于信仰的历史回声也在灌阳县新圩镇酒海井

的上空激荡。红军后代、灌阳县民政局原局长俸顺喜

告诉记者，酒海井是新圩阻击战期间 100 多名受伤红

军被沉井的牺牲地。“当时，敌人在井口对红军伤员们

说，只要喊一句‘打倒共产党，打倒红军’的口号就能

得到一条生路，结果无一人背叛自己的信仰。”俸顺

喜说。

心中有信仰，脚下就有方向。崇高的理想，坚定

的信念，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湘江战

役中经历的苦难、曲折、死亡，检验了中国共产党人

的革命信仰，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

念坚不可摧。

抢渡，为了重生
位于全州县凤凰镇大坪村、绍水镇洛口村的大坪

渡口，是当年湘江战役中央红军突破湘江的四大渡口

之一。“1934 年 11 月 27 日，先头部队从此首先突破湘

江，继而红一军团控制了从界首到屏山30公里的所有

湘江渡口，为党中央、中央红军渡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全州县党史县志办工作人员蒋廷松告诉记者，12 月 1

日晚上，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终于分别从大坪、界

首、凤凰嘴和屏山渡过湘江，实现了浴火重生。

正如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杨成武所说：红军长征途

经广西的光辉战斗历程，是长征这部英雄史诗的一个

重要篇章，是遵义会议召开酝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

红军以饥饿疲惫之师，苦战五昼夜，终于突破敌军重

兵设防的第四道防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

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

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

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虽然经受了重大挫折，但在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

支撑下，红军反思“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危害，不

久后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和遵义会议，在

血与火中蹚出了一条走向新生、走向胜利的革命道路。

“党和红军在湘江战役中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

那些慷慨赴难、视死如归的红军将士，他们的理想信

念早已与鲜血、身躯一道融入这片土地与河流，化作

了今天湘江两岸的幸福安宁。”桂林红军长征湘江战

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副主任黄利明说。

图图①① 位于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的大位于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的大

型雕塑型雕塑《《红军魂红军魂》。》。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童童 政政摄摄

图图②② 位于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的位于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的

大型浮雕大型浮雕。。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童童 政政摄摄

图图③③ 位于广西桂林市兴安县的红军长征位于广西桂林市兴安县的红军长征

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当 好“ 红 色 基 因 ”的 传 递 者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桂林市委书记 赵乐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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