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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红25军的战斗传奇
(一)将军班，充满神秘。
将军班的故事，是红25军众多传奇故事之

一。班长陈先瑞就是金寨籍的开国中将，另外
2位将军则是上将韩先楚和刘震。这个“将军
班”以其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敌人斗智斗勇，充
分展现了他们随机应变、临危不乱的能力和水
平。特别是班长陈先瑞，国民党军把他的名字
写成“陈光瑞”，出现在“战斗详情”中。毛
泽东主席称他为红军的“陕南王”。红军时
期，陈先瑞曾先后“四进陕南”，为红25军扩
大规模、壮大队伍立下了汗马功劳。
(二)七仙女，感天动地。
“七仙女”的故事非常感人。红25军开始长

征时，队伍中有7名女战士显得格外惹眼，她们
就是被称为“七仙女”的红军医院女看护：周东
屏、戴觉敏、余国清、田喜兰、曾纪兰、张桂香、曹
宗楷。开始时，军政治部考虑前有阻敌、后有追
兵、军情紧急，怕7名女同志在急行军中掉队出
危险，就派医院政委苏涣清来动员她们留在根
据地，并给她们每人发了8块大洋。面对这突如
其来的决定，她们手里攥着沉甸甸的大洋，心情
十分沉重，有人急得都哭了。她们不愿离开部队
啊！正当她们在那好说歹说、苦苦哀求的时候，
正好遇到副军长徐海东。女兵们就像见到救星
一样，七嘴八舌地向他表示：“当红军，走革命的
路，就是死在前进的道路上，也决不向后转！决
不当逃兵！”看到她们如此坚决，徐海东高兴地
说：“呵，革命性蛮坚决的嘛！”然后，他沉思片
刻，果断地把马鞭向前一指：“快追赶队伍去
吧！”顿时，姑娘们个个破涕为笑。部队出发以
后，为了甩开敌人，跳出敌人的追堵合击圈，每

天都要急行军40多公里，有时50多公里。为了隐
蔽，部队常常夜间行动，7名女战士就把绑腿解
下来，结成一条长长的带子，互相牵引着摸索前
进。为了防止掉队，每天行军，她们都提前出发，
最后到达宿营地，一天下来，全身就像散了架一
样。尽管这样，她们还是坚持给伤病员送药，争
着去做护理工作。鉴于敌情日益严重，军首长见
7名女同志身体很弱，时而掉队，就又一次动员
她们离队，各自找可靠的人家当干女儿，待形势
好转后，再接她们回部队。她们一致坚决表示：

“部队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我们活着是
红军的人，死了是红军的鬼，叫我们离开部队，
坚决不走。”她们的决心再次感动了领导，于是
她们得以继续随部队前进。1934年12月10日，庾
家河之战，全军从炊事员到军长全都投入战斗，
从中午打到黄昏，经过殊死奋战，反复冲杀20多
次，终于转败为胜、化险为夷。这次战斗虽然击
毙敌人300多名，但红25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
价，伤亡190余人。营以上干部大部分负了伤，军
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也都负了重伤。一颗子
弹从徐海东的左眼底下打进去，又从颈后穿出。
他这次负伤比以往哪次都重，失血很多……徐
海东整整昏迷了四天四夜，直到第五天才醒了
过来。在这几天里，护士周东屏一直守护在他身
旁。徐海东醒来后便问道：“现在几点钟了？部队
怎么样了？”周东屏眼里闪着激动的泪花，答非
所问地说：“首长可醒过来了，四天四夜不省人
事，一句话也没说，把人都快急死了！”徐海东开
玩笑地说：“我可没着急，倒是睡了一场好觉。”
周东屏怕徐海东刚醒过来太劳累，打着手势，不
让他多说话。她知道徐海东已四天四夜滴水未
沾、粒米未进，就去找来一碗面条，细心地一口
一口地喂给他吃，生怕触痛他的伤口。徐海东吃
了面条，精神好了许多，就向周东屏问这问那。
当徐海东听说程军长伤势很重，便对周东屏说：

“你不要管我，去好好照看程军长。”就这样，在
后来的日子里，他们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不仅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产生了美好的爱情，结
成革命伴侣。在将近一年的长征中，女战士们发
挥了积极作用、立下了汗马功劳。尽管道路坎
坷、征途漫漫，除了2名同志牺牲外，其她5名女
战士终于在1935年9月15日，随着大部队来到了

陕北延川县永坪镇，同刘志丹率领的红26、27军
胜利会师。
(三)长征路，屡创佳绩。
红25军在长征途中创下了一个“第一”、

四个“唯一”。
一是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长征队伍，是长征

先锋，为迎接党中央及三大主力红军到达陕北
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陕
北“落脚创业谋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四支长征队伍中唯一一支以军为单位
进行长征的队伍。

三是四支长征队伍中唯一一支创建了根据
地的队伍。在当时全国革命根据地大部分受损
的情况下，红25军却在鄂豫陕边区播下了红军
种子、创建了涉及豫陕、鄂陕边区10余县的鄂
豫陕革命根据地。

四是四支长征队伍中唯一一支发展了地方
游击师和红74师的队伍，为中国工农红军增添
了新鲜血液和有生力量。

五是四支长征队伍中唯一一支增员的队
伍。红军三大主力开始长征时总人数近20万，到
达陕北后，只剩下约5万人，减少了四分之三。而
红25军长征出发时，人数是2920人，到达陕北
时是3400人。另外，还有2000多人留在陕南，人
员“不减反增”，这在四支长征队伍中是唯一的。
(四)发展中，逢凶化吉。
红25军在发展中遇到过很多困难，也面临

过很多危险，特别是在长征途中几次面临全军
覆没的危险。但是，不论环境多么危险、条件
多么恶劣，最终都是逢凶化吉、转危为安。为
什么会这样呢？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红25军的首长们，凡事都能自己带头、以身作
则，每当战斗出现危机的时候，首长们都是冲
锋在前、一马当先，他们大叫“同志们，跟我
上!”，而不是叫“同志们，给我上！”应该
说，这就是红25军一路披荆斩棘、化险为夷、
转危为安的制胜法宝！

(完)

黄麻起义、商南起义、六霍起义是鄂豫皖边
区最重要的三次起义。李梯云是商南地区和湖
北省罗田县以及商罗麻边区党组织的创建者，
与三大起义都有关联。

李梯云(1906——— 1931)，号济棠(有的写作
继堂、锦堂)，祖籍湖北省罗田县滕家堡(现胜利
镇)，祖父从滕家堡迁居河南省商城县南部长岭
关东侧的沙堰李家湾(又称李老湾、李家铺)，并
与当地李姓人家认宗联谱。李梯云父亲李湘楚
在附近的洪家 开肉案(主要卖猪肉)，因此有
的说李梯云出生于小商人家庭。1906年1月7日，
李梯云出生于商南沙堰李家湾(今属金寨县斑
竹园镇)。童年在罗家湾私塾读书，青少年时期
曾随大人到祖籍地滕家堡走亲戚，结识了年龄
相仿的肖大椿(肖方)、阎云鹏、肖锦云等进步青
年。1922年李梯云入商城县笔架山甲种蚕科学
堂(又称笔架山农业学校，校址在金寨境内)，受
到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开始投身于学生运
动，发起成立“青年读书会”。1924年秋，经詹谷
堂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与周维炯、漆德
玮、漆禹源、漆海峰、李声武、罗志刚等党员组成
笔架山农校党小组，李梯云任小组长。这是金寨
地区最早的党组织。不久，党小组扩展为党支
部，李梯云为支部书记。

1925年春，李梯云离开家乡，到湖北武昌。
初在粮道街武汉中学就读，同年夏考入设在昙
华林的武昌中华大学。当时中华大学是国家主
义派(即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以后改称中国青
年党)活动的场所。国家主义派的人常到中华大
学演讲，宣传法西斯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混淆是非，搞乱了一些青年学生的思想。对此，
李梯云非常气愤。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在同
学面前揭露国家主义派的虚伪和荒谬，使很多
同学逐渐认清了国家主义派的反动面目，摆脱
所受影响，推动学生运动健康发展。1925年冬，
党组织根据工作需要，派李梯云兼做工人运动
工作。他曾深入汉口的英资泰安纱厂，向工人群
众大力宣传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军阀压
迫和剥削的罪恶，讲述工人阶级的革命任务和
斗争策略，组织工人罢工，抵制日货，推动了工
人运动的发展。其间他还奉命到罗田、麻城边界
地区开展革命工作，宣传国民革命，发展党团
员。1926年初，共青团罗(田)麻(城)特支成立，
李梯云任团特支书记。

1926年暑假，李梯云由党组织派遣，离开了
中华大学。他与何宝善、金翰高、徐继达、何笃栽
等人受党组织派遣，作为省农协特派员，先后从
武汉回到罗田，揭开了罗田地区农民革命运动
的序幕。李梯云来到祖籍地的罗田县滕家堡开
展革命活动，在同学肖继苏家住了半个月，他首
先找到曾经结识的肖大椿、阎云鹏、肖锦云、夏
登阶等人，与他们一起分析滕家堡地区的政治
形势，研究开展革命活动的对策。他们秘密组织
了青年读书会，李梯云被推选为读书会会长，肖
大椿、夏登阶为副会长。不久，青年读书会改名
为“罗麻青年读书协进会”。后来，不少青年读书

协进会的会员，在李梯云的启发下，先后参加了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

李梯云首先吸收肖大椿(黄埔军校第三期
毕业)、林成一、陈绍康、夏登阶为中国共产党党
员，然后在滕家堡建立了罗田县第一个党支
部——— 中共罗田支部，李梯云任书记，肖大椿任
组织委员，林成一任宣传委员。7月底，李梯云在
滕家堡金凤楼大庙召开支部大会，改中共罗田
支部为中共滕家堡支部，还要求每个支部成员
都要发展几名党员和共青团员，建立和发展农
民协会。9月，罗田县农民协会成立，并建立罗田
县农民自卫军。接着，滕家堡支部在附近地区建
立了肖家坳分支部、屈家咀分支部、陈家畈分支
部、松子关支部、铜锣关支部，麻城边境的南庄
支部、孤灯坳支部、余家冲支部，商城边境的穿
石庙支部、沙堰支部。这个地区的党员发展到
200余人。10月底，李梯云在陈家畈东岳庙主持
召开党员大会，成立了中共商 (城 )罗(田 )麻
(城)特别支部，肖大椿任特支书记。隶属中共湖
北区委，下辖21个支部。会上分工由党员骨干金
中精、余济中、李方元到麻东开展革命活动，漆
禹源、罗泽南、罗泽恒到河南商南开展革命活
动，阎浚卿、叶绳裘、夏登阶留在滕家堡领导特
支开展工作。从此，滕家堡一带边境地区的党组
织统一由特支领导。

1926年11月2日，李梯云与肖大椿带领农民
自卫军进城，找当时的罗田县长张佩文谈判，达
成了扶助农工的协议。第二天在城内武圣官万
年台前召开了群众大会，李梯云上台演讲，揭露
了帝国主义、军阀和土豪劣绅的罪恶，号召工、
农、商、学、兵团结起来闹革命。万人大会以后，
李梯云与萧大椿、徐继达、何宝善、何笃栽、金翰
高、郑立民等人积极筹划，为建立中国国民党罗
田县党部和中国共产党罗田县委会作准备。12

月底，国民党左派罗田县党部正式成立，李梯云
任书记长。1927年5月正式建立中共罗田县委，
李梯云被选为县委书记，县委下辖24个支部。

1927年4月和7月，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集
团先后背叛革命，反动势力日益嚣张。6月，夏斗
寅叛军进驻罗田，大肆迫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
众，革命转入低潮，李梯云和萧大椿等同志只得
转入地下斗争。7月，他离开罗田，辗转到汉口找
中共湖北省委联系。9月，省委安排他到黄安麻
城地区工作了一段时间。也就在这时，李梯云到
黄麻地区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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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梯云与鄂豫皖边区的三大起义(一)
蒋二明

今年春末夏初的一天，风和日丽，女儿大清
早就跑来家说：棠树乡有个三拐井的美丽乡村，
有几百亩水面的荷花和睡莲，目前盛开，非常好
看；还有几百亩稻田养了小龙虾，小虾子时而潜
入水底，时而游出水面，招来成百只白鹭飞天盖
日，十分壮观。我开车陪你和老妈去玩玩好吗？

提起三拐井，我顿然产生了一种心理和情绪
上的亢奋反应。我为什么有这样反应呢？唯一能
想到的原因，大约在我的潜意识里，那是我第一
次走进党政机关的大门，第一次真正接触农村、
农业和农民，第一次感受到朴实农民对我的关
怀、爱护和教育。

1953年8月，县供销社调我到秦家桥供销社
任组导员；1955年3月，张母桥区委调我到峰西
乡任财粮。与我同一张介绍信去的党支部书记
刘继纯，原是秦家桥乡团支部书记，我和他同一
天在柏林乡党支部入党。他是农民半年后
补期；我是学生一年后补期，去
时还未转正。乡长胡翠萍
(女)，共产党员，是
位 精 明 强 干

的女青年；不脱产的副乡长李根长，非党同志。
他俩都是本乡人，听说我们要去，早就将我们住
食安排好了。

峰西乡沿丰乐河南岸，离县城不到13公里，

有丰西、三拐、丰河三个行政村，上起郭庄船形
地，离西塘乡山嘴不远；下至尤老庄，和柏林乡
曹圩毗邻。乡政府坐落在三拐村，从地形上看位
于乡偏北，在舒城至六安州那条能行人、跑马、
推独轮车的官道上。离乡政府不到一华里，就是
丰乐河上的凌家渡。凌家渡下游的界河渡口以
上属六安县，以下属肥西县，所以峰西乡既与六

安交界，又与肥西接壤。三拐村有条骑官道
而建的30多米长的小街，五十多岁

的苏守群老中医说，他祖祖辈
辈就在小街上开药店。小

街上除苏家药铺外，还
有陈登应裁缝店、
凌克 斌 理发室
等。

三拐井就在小街北头
大路中间，井口直径不到 1

米，深约数丈，地下水不动
声响流入井中，常年丰盈，
清亮甘美，久旱不涸，小街
和周围村庄居民，都将此井
水作为饮用水。与我见过的
无数井不同,那是花岗岩井
圈。常见的井圈，不是内圆外圆，就是内圆外方；
而它却是内圆外三角形。我看井联想：设计井圈
的先辈，可能考虑这里是三县交界的地方，提示
龙舒乡人离了这口井,过了凌家渡，就是异乡了！
这与《阳关雪》一文中的王维“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口古井，
建于何年？谁也说不清楚。但县志和历次地名普
查档案中都有记载 。无论行政 区划怎 样 变
更——— 叫乡、叫保、叫村、叫大队，但三拐井的地
名始终没有变。可见，古井的历史悠久和带有里
程碑式的地理位置。

解放初期，国家百废俱兴、百业待理，提出
勤俭建国的方针。县以下党政机关和部门，用房
普遍利用祠堂、寺庙和没收地主、资本家分给穷
人后的多余房屋。非新建不可的，也是因陋就
简。峰西乡政府只有3间稻草房子，坐落在小
街西边背后的土丘上。走出屋外，可眺望大
片丘陵和圩畈，俯览小街各户的房顶。3间
房子，有1间是我的卧室、办公和放文书档
案，另2间是开会用房。白天，我大部分时
间在田间、地头、水利工地和农户家中，
参加劳动和催交、结算农业税，讲清灾
减社减的对象等事。夜晚，除我以外，
没有别人。寂静如酒，命人微醺。晴
天，我习惯出门走走：夏天黑絮般的
大地像被特大的“天锅”笼罩着，使
离我越近的星星好像离地面越高，
离我越远的星星反而离地面越低。
秋天夜的天空，奇怪而高，仿佛要
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仰面不再看
见。然而却非常蓝，闪闪地映着星
星冷冷的眼睛，好像口角上还出现
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
繁霜洒在我脚下的野花野草上。在
冬日雪后初晴的夜晚，茫茫太空越
发显出它的莫测高深。云层背后，
月亮露出灰白色的脸庞，把冷冷的
光洒向人间，我顿觉寒气更加袭
人。我经常在孤灯下读书看报到深
更半夜，宁静使我开始领悟到农村、
旷野的深刻含意。

1955年12月，县委组织部调我到
张母桥区政府任文书；1956年3月，又
将我调到县委宣传部搞文秘工作。我在
峰西乡只工作9个月。但与同事、村组干

部和群众接触的情景，一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
海里。这块贫瘠的土地，养育了我9个月。这里的
干群使我印象很深。他们顾大局、识大体、做事
情雷厉风行。他们讲话三言两语，但深刻、生动、
形象，尤其是根据24节令积累的农业生产知识。
他们对农谚、歇后语运用自如，恰到好处地融入
到语言之中。我觉得他们像一棵棵的参天大树，
树上长出的全是茂密语言的叶子，使我从中吸
取了不少营养。

我在峰西乡的270多个日日夜夜里，除积极
做好财粮本职工作外，乡成立党支部，先后发展
办社指导员(后提拔)李根长、副乡长谢申礼、治
保主任邬增应为共产党员，并培养了3个村的村
长为建党对象。根据各个村的不同情况，每村选
办1个初级农业合作社。对村民小组办的互助组，
经过排队分类巩固提高。冬春季节动员群众挑
塘修堰，结合挑塘泥积肥。开展群众性的扫除文
盲活动，乡里办了扫盲夜校，村里办了识字班。
此外，就是春催种、夏催管、秋催收、冬催藏的周
而复始年年如此的机械般的工作。

在大雪纷飞的一天午后，乡村同志自发地集
中到乡政府，热情地为我送行。他们为我调区里
工作而高兴，我红了眼睛留下依依惜别深情。头
天晚上，我好长时间没有入睡，躺在床上默默地
想：解放后老百姓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土地改
革改变了穷苦人生存条件，互助合作提高了新
的劳动生产力，农业生产和农村面貌开始发生
变化，欣欣向荣的景象随时可见。由于历史原
因，峰西乡群众生存环境还很差：丘陵易旱、圩
畈易涝；住房多是毛竹桁条土坯墙、泥糠灰巴稻
草房，经不起雪压风吹雨打；土地瘠薄，单产很
低，总产不高；交通、水利建设还没有起动；缺衣
缺粮多数人都较贫困。与宣传中所讲的“吃得
饱，穿得暖；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犁田不用牛，
点灯不用油；出门坐汽车，不用两脚颠(走)”还相
差甚远。(上)

三三拐拐村村的的““前前世世今今生生””
朱忠礼

五月的一个周末，清晨，天空下着蒙蒙细
雨，我们同学相约，自驾来到霍山，陪发小再看
一眼曾经工作和生活过 1 7年的地方——— 落儿
岭。

落儿岭位于霍山县城西15公里，地处大别
山腹地。一路上，浮想联翩，思绪万千，那熟悉的
厂房，熟悉的学校，熟悉的小路，熟悉的山峦和
峡谷，过往的经历如同车窗外的风景，一幕幕展
现在眼前。

雨过天晴，车轮在宽敞平坦的公路上疾驶，
不知不觉我们来到落儿岭。这是一个典型的山
区小镇，蜿蜒起伏的道路两旁群山环抱，青翠欲
滴，一个个农家小院错落有致，放眼望去，半山
腰、山角下零星散落着几户人家，好一幅山间画
卷，令人赏心悦目，美不胜收。谁能想到在这大
山角下，峡谷深处，曾经坐落着一家大名鼎鼎三
线军工企业“东风机械厂”。

沿着通往厂区的竹林坡道慢步而上，首先
印入眼帘是一车间。走进已废弃的车间，一股机
械油味扑面而来，墙上“精心作业，铸就辉煌”八
个红色大字清晰可见，所有的机械设备不见踪
影，地上大小不一的机床水泥底座仍然完好无
损。再往前走就是二车间，透过破旧的窗户，凑
近一瞧，车间里空空如也，布满岁月的痕迹，在

斑驳的阳光下呈
现出一幅老态龙钟的
模样，像是在诉说时代变迁
的历史。

当年，这里灯火辉煌、机器轰鸣，
人来人往、热火朝天。厂里，医院、幼儿
园、学校、电影院等服务设施，应有尽有，一
应俱全。犹如世外桃源，人间仙境，纯粹是一个
小“社会”。

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曾经已经不在，往日的热闹
场景荡然无存，眼前的一切，令人惊叹诧异，难以想象。

徜徉在五桂峡的溪水滩涂，清澈见底的溪水缓缓流淌，
溪边的沙滩布满鹅卵石，由于常年受到溪水的冲刷，有的圆
润如玉，有的五彩斑斓，令人爱不释手。这片沙滩再熟悉不过，
每逢春天到来和儿童节，都会带着学生来这边踏青赏花，闲看溪
边，游鱼卧虾，这里的一景一物，一草一木至今乃记忆犹新。抬头仰
望，山峦叠障，郁郁葱葱的树木，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好似一幅漂
亮的风景画！峡谷间，雾气蒙蒙，婉如神化般的仙境。

虽然巳是初夏时节，但是山区的气温凉爽怡人，同学们纷纷拿出手
机争相合影拍照，留住这美丽的风景，留下这难忘的瞬间。茂密的植被，
怡人的风景，清新的空气，好一处天然氧吧。

60年代国家对军工企业提出：要大分散、小集中，少数国防尖端项目
要“靠山、分散、隐蔽”。于是，一大批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知识分子、复退伍
军人，扛起背包，携家带眷，跋山涉水，来到深山密林，无怨无悔地开始披荆
斩棘的拓荒之路。

三生三世来陪伴，生死相伴共情怀。高永敏就是带着对爱情的坚贞，对
事业的追求家国情怀，告别了繁华的都市生活，远离亲人朋友，依然决然跟随
爱人来到这山沟沟，从此走向教书育人的人生之路。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文化知识的传承者，为了这份衷爱的事业，
一干就是17年。17年，6200多个日日夜夜；17年的风风雨雨，17年的峥嵘岁月；
17年，她将自己的青春年华毫无保留献给了教育事业，献给了三线军工人，献
给了军工事业。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责任与担当，诠释了初心与使命，
谱写了一曲爱情、家庭、事业的人生华丽乐章。

故地重游，触景生情，心中充满了无尽的遐想。山还是那座山，溪还是那
条溪，只不过是更绿了、更清了。令人遗憾的是当年那些朝夕相之的同事、天
真活泼的学生难觅踪影。他们不在眼前，却在心里；不在现实里，却在回忆
里；有道是：隔窗如闻漫天雪，近在咫尺若天涯。

青山一道同风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时隔近30年，今天有幸再次来
到第二故乡，不仅实现了多年的愿望，也放飞了自我，陶冶了情操，心
情格外舒畅。

每个人都有一段难忘经历，每当提及曾经学习、工作或生活过的地
方时，总会勾起我们的回忆。所有的情感记忆都在岁月里沉淀，这是一
种怀旧，一种依恋，更是一种情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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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老老区区精精神神在在传传承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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