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别山，横跨鄂豫皖的中原屏障，扼江汉、江淮之
要冲，历来兵家必争。

当车辆驶入大别山区，群山连绵，满目尽苍翠，通
往金寨县沙河乡的水泥盘山公路一路曲折向前，从山
脚下蜿蜒至山顶，一排排大棚整齐排列，充满生机。

沿着曲曲折折的盘山公路，终于到达沙河乡楼房
村，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前方指挥部旧址就位于这
里。74年前，刘邓大军12万人一路艰辛以锐不可挡之
势抵达这里，直插国民党统治区心脏，一个个作战命
令从这里发出，在中国革命解放战争史上创造了一个
个军事奇迹。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前方指挥部旧址是一处川派
风格的质朴院落，青砖铺地，共五进三幢，配以厢房，并
有箭楼，如今，“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前方指挥部”的牌
匾仍高挂门楣。据沙河乡文化站主任漆箐介绍，这是一
处始建于清朝乾隆三十年间的老宅，当年刘邓大军到
这后，周姓人家主动把这五进祖宅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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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
反攻的序幕。8月7日，刘邓大军向南实行无后方的千
里跃进大别山。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刘邓大
军司令部组成两个指挥所，刘伯承、张际春率后方指
挥所、一纵队转到外线，邓小平、李先念、李达率前方
指挥所及二、三、六纵队留在大别山坚持内线作战，于
1947年12月30日进驻金寨县沙河乡楼房村下楼房，坚
持以金寨县沙河乡楼房村下楼房周氏老宅为前方指
挥所，运筹帷幄56天，度过了元旦、春节，制定了许多

战略路线、方针与政策，对指挥刘邓大军内
线作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74年前，从这间指挥部里发出的战斗指
令，指挥刘邓大军解放了23座县城，歼敌正
规军7000余人、反动地主武装800余人，建
立了17个县的民主政权，初步完成了刘邓大
军在大别山地区的战略展开。在这里指挥
战斗的间隙，邓小平走遍附近的村落，调查
当地生产和土改情况，1948年 1月30日，邓
小平在这里倚着马鞍，点着油灯，给毛主席
写下《关于大别山阶级情况与几个政策问
题》的报告，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时土改

“过左”的状况，并提出保护中农利益缩小
打击面，有效团结一切社会力量等建议，被
毛主席称之为“大别山经验”，并要求“各地
各军采纳使用”。

“据回忆，这间房曾是邓小平住的房
间。”在漆箐的指引下，记者看到，房间里按
照后人回忆的样子进行布局，木床、桌椅、
衣柜、油灯，墙面上挂着一张邓小平身着戎
装的照片，照片上方是“坚持土地革命”六
个红字。本着“复旧如旧”的原则，金寨县从
2016年以来投入资金对刘邓大军挺进大别
山前方指挥部旧址进行一期、二期维修并
进行布局。

刘邓大军依靠人民千里挺近大别山，是
中外战争史上的伟大壮举，在大别山期间，
军爱民，民拥军，军队对群众财产秋毫无
犯，在当地百姓中有口皆碑。在指挥部旧址

“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红故事”展区中，一
篮鸡蛋的画面、“红嫂”傅家荣的故事，留下
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话。其中，一头耕牛和
一口井的故事再现了刘邓大军当年和老区
群众军民鱼水情深的史实。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前线指挥部驻扎
在楼房村时，一天，村民漆大爷找到邓小平
告状，问道：“解放军是不是人民的队伍？怎
么把我的耕牛抢走了？”邓小平说：“老人
家，您可能有点误会，解放军不会抢人民的
东西的。这样，我来查一下。”邓小平找到时
任漆店区的区委书记江川，让其调查此
事。最终查明是二纵十二团在剿
匪过程中，偶遇国民党部队，
将 其 击 溃 ，夺 回 百 姓 财
物，正准备开会让百
姓认领。邓小平确
认后，对十二团
进行表扬，将

耕牛归还给漆大爷。漆大爷知悉原委，深
感惭愧。第二天一早，漆大爷提一篮糍粑
和一篮山芋送到前线指挥部，感谢解放军
替他夺回耕牛。邓小平说：“你来我这里告
状，证明你相信我们解放军，而我们解放
军替你把耕牛夺回来，是人民解放军应该
做 的 事 情 ，不 需 要 感 谢 ，把 东 西 拿 回 去
吧。”漆大爷坚持道：“您要是不收下这糍
粑、山芋，说明您没有原谅我。”邓小平见
拗不过，只好收下，让警卫给漆大爷一块
银元，漆大爷说：“这一篮糍粑、山芋哪里
值一块银元啊！我是来赔礼的，银元我不
能要。”邓小平说：“解放军有‘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不能收老百姓的东西，军纪不
能破坏，若是你不收银元，我也不能收你
的东西。”漆大爷听后，既感动又羞愧，只
好收下银元。

当时，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前线指挥
部所在的周家老宅驻有近一个团的兵力。
村里只有一口水井，突然增加这么多人，
水井里的水就不够用。有一天早晨，邓小
平出来散步，碰到一个村民，这位村民对
他说，井里的水都让部队打完了，村民打
不到水。邓小平听后，立即召集部队官兵，
寻找水源挖掘一口新井，要求部队绝不能
用村民水井里的水。部队新挖的水井距周
家老宅 1 00米，井口宽 1 . 5米，水深 1米，坑
边砌有石块，水平如镜。至2018年，附近居
民仍在饮用这口水井的水。

1948年2月25日，根据中央军委指示，
邓小平率前线指挥部警卫团离开金寨县沙
河乡下楼房，与刘伯承率领的后方指挥部
和陈毅、粟裕率领的中原局在阜阳临泉县
韦寨会师，胜利转出大别山，奔赴新战场。

刘邓大军转出大别山分别之际，很多
官兵依依不舍。“再看一眼大别山，万般情
思胸中收……”著名的红色歌曲《再见了，
大别山》反映了当年的离别场景，唱出了
人民军队对于这片红色土地的感恩之情。

刘刘邓邓大大军军挺挺进进大大别别山山前前方方指指挥挥部部：：

作作战战命命令令从从这这里里发发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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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前方指挥部旧址。

游客正在参观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前方指挥部旧址内的展厅。

依托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前线指挥部旧址建立的沙河乡新时代文明实践
红色基因传承基地。

历史的硝烟散去，军民团结、
浴血奋战的革命精神已成为沙河乡干部群众脱

贫攻坚、奋发图强的动力源泉。金寨县如今，沙河乡依托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前线指挥部旧址，建立新时代文明实践红基
因传承基地，吸收志愿者40人，通过传承红色基因，开展红色文化教
育、青少年研学旅行、学校国防和安全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培训
等，大力发展红色旅游，每年来自邻近省份及合肥等地的游客达3万多人。建党百
年之际，该乡将丰富的红色资源与扎实的农业基础相结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发展
农业特色产业，当年刘邓大军鏖战过的大地上，正吹响乡村振兴的新号角。
沙河乡以灵芝产业为主导，着力打造“全国灵芝第一乡”名片，金寨县力源食用菌种植

专业合作社带动全乡种植灵芝500余亩，在本县种植500余亩，沙河乡农户在外省外县种植1000
余亩，以沙河乡为中心形成了灵芝产业集散中心。同时，全乡还种植其它中药材3500亩，其中黄
精1500亩、天麻500亩、茯苓500亩、七叶一枝花500亩、元胡200亩、艾草300亩。

此外，在做强特色养殖方面，沙河乡大力发展土鸡、土猪、山羊、大别山黄牛、娃娃鱼养殖，新
发展祝畈扶贫猪场，当年养猪1200头，预计年养肉猪5000头、仔猪1000头、母猪200头；高牛猪场年出栏
肉猪500头、猪仔500头、存栏400头。与此同时，2020年，沙河乡新发展集中连片桑园基地450亩，年养蚕
1400张，产值近300万元；西河发展薇菜200亩；高牛、西河发展花椒200亩、石榴70亩；街道发展
有机水稻300亩；沙河发展大棚蔬菜50亩；碾湾发展黄金梨50亩。
在发展产业的基础上，沙河乡精心培育以农业观光、有机体验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旅游资
源，打造万株银杏、千亩油茶、灵芝基地等景点，努力成为周边县市游客观光休闲的重要
目的地。沙河乡银杏资源非常丰富，银杏文化浓厚，境内有银杏100余万株，号称安
徽银杏第一乡，百年以上古银杏树230多棵，最大的银杏王，树龄约有1200年之
久。银杏林遍地皆是，银杏树随处可见，房前屋后一到秋天遍地金黄，吸引
大量游客来观光。2018年11月，中国林学会授予沙河乡“中国最美银杏
文化小镇”称号，并颁发奖牌。每年的文化旅游节带动上万游客
前来观赏游玩，促进沙河乡农特产品销售，为当地人均
增收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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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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游客在这里寻访红色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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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近年年来来，，金金寨寨县县沙沙河河乡乡对对刘刘邓邓大大军军挺挺进进大大别别山山前前方方指指挥挥部部旧旧址址进进行行修修缮缮后后对对游游
客客开开放放。。与与此此同同时时还还举举办办了了银银杏杏文文化化旅旅游游节节，，游游客客每每年年可可以以达达到到上上万万人人次次，，为为当当地地
村村民民增增加加了了收收入入，，仅仅土土特特产产售售卖卖一一项项，，人人均均可可增增收收五五千千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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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邓大军前方指挥部旧址一隅。


	1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