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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大别山区，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层层叠叠的群山。从安

徽省金寨县城驱车近一个半小

时，绕过曲曲折折的盘山公路，

记者到达了位于金寨县沙河乡

楼房村的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前方指挥部旧址。

1947 年 6 月，刘伯承、邓小

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

渡黄河，鏖战鲁西南，挺进中原，

义无反顾地千里跃进大别山，拉

开 了 人 民 解 放 军 战 略 进 攻 的

序幕。

大别山区位于南京与长江

中游重镇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

省交界处，是战略上敏感的部

位，又是过去红四方面军的老根

据地，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当时

国民党正集中兵力于东西两翼

战场，中央部分的兵力很薄弱。

解放军只要能占据大别山，就可

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

江，钳制中原，迫使蒋介石调动

进攻山东、陕北的部队回援，同

解放军争夺这块战略要地，从根

本上改变战局，达到将战争从解

放区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

目的。当时中共中央还决定，进

军大别山必须采取跃进的进攻

样式，即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

直入，一举插进敌人的战略纵

深，先占领广大乡村，建立革命

根据地，然后再夺取城市。

“千里跃进大别山，说起来

容易，没有后方，没有补给，实在

是一招‘险棋’。”安徽省金寨县

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胡遵

远说。毛泽东指出，到外线作

战，可能有三个前途：一是付了

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

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

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而

实现这个战略意图，既需要有刘

邓这样具有军事才能、顾全大局

的指挥员，又需要有不畏牺牲、

勇往直前的战士们。

鲁西南战役胜利后，刘邓大

军不经休整，便迅速甩开将要向

它合围的几路国民党军队，在进

入鲁西南的华东野战军五个纵

队及新成立的晋冀鲁豫野战军

第十一纵队的掩护下，从 8 月 7

日起分三路向南疾进，提前开始

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

刘邓大军以锐不可当之势，

跨越重重障碍，经过20多天的艰

苦跋涉和激烈战斗，于8月末进入

大别山区，完成了一次无后方依

托，以长驱直入插进敌人战略纵深

为特点的进攻行动。

“在刘邓大军刚刚挺进大别山的

时候，当地的很多老百姓由于不了解，

不知道这是一支怎样的部队，对刘邓

大军处于一种非常惶恐的状态。”在金

寨县革命博物馆，讲解员吴昊娅带着

记者感受了刘邓大军与当地群众的军

民鱼水情。

后来经过刘邓大军的宣传，老百

姓逐渐发现，他们是十几年前从金寨

走出去的那支红四方面军改编而成的

部队。吴昊娅说：“乡亲们奔走相告

‘亲人红军回来啦！亲人红军回来

啦！’他们把家里仅剩的粮和布拿出来

支援前线，成为广大人民解放军最坚

实的后方支援力量。”

说起军民鱼水情，安徽省金寨县

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胡遵远向记

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947 年，刘

邓大军的前方指挥部在沙河乡楼房村

驻扎。住在邓小平隔壁的吴大娘看到

邓小平每天和战士们一样吃稀饭和青

菜，心里很过意不去。于是，她把留给

女儿坐月子吃的一篮鸡蛋煮熟，让警卫员拿去给邓小平吃。

邓小平说：“这怎么行？”他马上让警卫员送一块银圆

给吴大娘。吴大娘很生气，坚决不收。她说：“我的儿子

和你们一样也是一名红军战士。你们现在到大别山，就

相当于回到了自己家，难道回到自己家吃一篮鸡蛋还要

付钱吗？”

见吴大娘执意不收钱，邓小平提着鸡蛋到大娘家解释：

“大娘，你的心意我们领了。你的儿子也是红军，我们红军

有红军的纪律。他吃人家的鸡蛋，拿人家的东西，同样也要

付钱，我们都要按照规矩办事。”但是吴大娘仍然坚持，这时

刘伯承从旁边走来，听到这件事情，悄悄对邓小平说：“还是

按照老规矩，临走时把钱放在老人家的桌子上。”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就是这支有着坚定信念和铁一般

纪律的军队，始终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不断从胜利走

向胜利。

1947 年 12 月 30 日，刘邓大军将前方指挥所设在安徽

金寨县沙河乡楼房村的周宅。邓小平、李先念、李达等人在

这里与群众一同居住了 50余天，度过了元旦、春节，留下了

革命的星星之火。

近年来，沙河乡通过传承红色基因，大力发展红色旅

游，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去年，沙河乡实现贫困户全部脱

贫，贫困村全部出列，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几年前，我们对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前方指挥部

旧址进行修缮后对游客开放，我们还举办了银杏文化

旅游节，游客每年可以达到上万人次，为当地村民增加

了收入，仅土特产售卖一项，人均可增收五六千元。”

金寨县沙河乡党委书记熊涛向记者介绍。

距离指挥部旧址不远处有一家“红色驿站”。这

家驿站于 2019年 9月份开设，以电商方式售卖当地

挂面、粉丝、灵芝等土特产品。

“对农户的农产品，我们有两种销售方式。一

种是我们帮他们代卖，卖多少钱都归他们；另一种

是我们先对农产品进行收购，再进行售卖。”驿站

工作人员汤元坤说。据统计，在售卖这些农产品

的农户中，贫困户的占比达百分之三十。在脱

贫攻坚中，这家驿站起到了重要作用。

廖家贵是楼房村一家农家乐的经营者。4

年前，他依托村里开展的银杏文化旅游节活动

扩大了自家饭店的规模。那时候，他没有经验，

村干部就帮忙出谋划策。在当地政府的关心、

支持下，廖家贵的农家乐逐渐步入了正轨。

越来越多的游客在这里品尝土特产，寻访

红色印迹。在游客的建议下，廖家贵准备与当

地另一位村民一起投资经营民宿，以解决游客

们的住宿问题，不仅能增加收入，更能活跃当地

经济。

“在旅游高峰期，店里每天会接待三四百人，

最多时能达到上千人。”廖家贵说。农家乐开设

后，他不再需要外出务工就能有不错的收入，还可

以照顾家里人，经营地里的作物，生活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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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寨，有一种精神和三

个“十万”广为流传：在革命战

争年代，十万金寨儿女为共和

国的建立英勇捐躯；在新中国

成立初期，为响应“一定要把淮

河修好”的伟大号召，金寨境内

修建了梅山、响洪甸两大水库，

淹没良田十万亩，十万老区人

民告别了世代生存的家园。这

三个“十万”生动地体现了坚贞

忠诚、牺牲奉献和永远跟党走

的大别山精神。

采访中，胡遵远兴奋地向

记者介绍：在刚刚过去的 2020

年，金寨县革命烈士陵园入选

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库（一期）红

色基因库首批试点单位。作为

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

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金寨的红色历史光辉灿烂、红

色资源积淀深厚、红色基因世

代相传。

近年来，金寨县立足实际积

极探索，在弘扬大别山精神、传

承红色基因的同时，发展红色旅

游和特色农产品销售活动，让山

外的人“走进来”了解红色历史

的同时，让山里的农副产品“走

出去”助力乡亲们增收。

2020 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

之年。金寨县以脱贫攻坚统揽

工作全局，坚持稳中求进总基

调，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

落实“六保”任务，退出贫困县序

列，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良好成绩。

走进金寨县革命博物馆革命

历史陈列馆，一身旧军装和一双

旧草鞋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讲解

员吴昊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当年从北方南下的三纵指

战员刚熬过蚊虫的叮咬，又迎来

大别山凛冽的寒风，蒋介石指挥

部队加紧封锁，妄想让仍然身着

夏 装 的 战 士 们 冻 死 在 大 别 山

区。刘邓指挥员从全局出发，号

召战士们依靠群众、自己动手，

用最短的时间制作出冬装。金

寨群众听到红军遇到了困难，积

极响应，纷纷捐出自家的布料和

针线，并连夜帮助战士们缝制冬

装。陈列馆里的这套军装和草

鞋正是历史的见证。在金寨，体

现这样深厚的军民鱼水情的故

事还有很多。

吴昊娅介绍，刘邓大军当时

之所以选择金寨，是因为这里崇

山峻岭、延绵不绝，不仅有地理

优势，而且有较好的群众基础。

“亲人红军回来啦！”吴昊娅

用一句话解释了为何战士们能

够 得 到 乡 亲 们 如 此 真 切 的 拥

护。原来大别山是红四方面军

的根据地。在当地人民的心中，

刘邓大军就是自己的亲人，是真

正的人民子弟兵。

安徽金寨县沙河乡——

红色旅游富农家
拉开战略进攻序幕

“亲人红军回来啦”

红色基因世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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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前方指挥部会议室。

图②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前方指挥部旧址。

图③ 讲解员吴昊娅介绍当

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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