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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酒务镇皂角树村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原

军区司令部、中原野战军司令部旧址，刘伯

承、邓小平、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

这里居住长达半年之久，他们艰苦朴素的作

风、不怕牺牲的精神深深地激励着皂角树村

干部群众。多年来，皂角树人秉承红色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坚持把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与

脱贫攻坚、环境保护、乡风文明、乡村振兴等工

作紧密结合，努力把皂角树村打造成为“环境

美、田园美、村庄美、庭院美”的“四美”新村。

皂角树村位于商酒务镇区东2 公里，下

辖皂角树、北张庄、邢庄3个自然村,7个村民

小组,520户2100人，耕地面积2340亩。有党

员85人。

皂角树村是中原革命圣地。史料记载，

早在1948年2月，刘邓大军根据中共中央、中

央军委指示，转出大别山，挺进豫西，与陈谢

集团和华野陈（士榘）唐（亮）兵团会合，由刘

邓统一指挥，开展宽大机动作战。5月9日，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决定：以邓小平为

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

记，李雪峰为副书记，重建中原军区，将刘邓

大军和陈谢集团所属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中

原野战军，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以刘伯承

为司令员，陈毅为第一副司令员,李先念为副

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根据中央关于对稳

定指挥机关驻地，以利统一指挥中野和华野

在中原协同作战的意图，刘邓率中原军区首

脑机关移驻宝丰，中原军区司令部、中原野战

军司令部驻扎在皂角树村北张庄自然村。

中原军区领导机关在这里驻扎达半年之

久，刘、邓、陈诸首长运筹帷幄，会合三军，逐

鹿中原,先后在宝丰召开“旅以上干部政工会

议”、“团以上干部会议”，“团以上军政干部会

议”（宝丰会议）。筹办中原大学，培养大批军

地两用人才，给解放区输送大批干部对解放

区迅速开展各项工作起到关键作用。部署指

挥了宛东、开封、睢杞、襄樊、郑州、桐柏江汉

六大战役，消灭国民党正规军20多万人，地

方武装 10 多万人，建立并巩固了中原根据

地，筹划并拉开了淮海战役的序幕，为全国解

放战争的历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军爱民、民拥军，勤劳善良的皂角树人民

与驻地解放军官兵结下了鱼水深情，自发行

动起来支援前线。

出生在皂角树村，聆听着刘邓大军革命故

事长大的王海水痴迷红色文化，很早就开始研

究该村的红色村史并成为村志编纂发起人。

王海水介绍，皂角树村从明朝的洪武年

间从山西洪洞县迁入王姓、韩姓等几个大家

族。迁来之后，几个家族联合制定了乡规民

约和家规家训，一直延续到今。1947 年，陈

谢集团解放宝丰后住在皂角树村。1948年5

月，刘邓大军转出大别山来到皂角树村，村里

开明地主杨聚武老先生主动把杨家宅院让给

部队首长居住和使用，以陈香老前辈、老党

员、老劳动模范为代表的全村近百名妇女成

立了支前队。“乡亲们为部队提供了很多的方

便，给战士们做鞋、洗衣服、洗菜等等的后勤

工作都是我们村这些老前辈踊跃去工作的。”

王海水回忆说。

今年 59 岁、有 37 年党龄、5 年当兵经历

的皂角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朝臣

正是在红色精神的感召下走进军营，接受革

命大熔炉的洗礼，从原县粮食局内退后又回

到村里挑起了领头人的重担。

过去的皂角树村，由于地处偏僻，缺资源、

没企业，集体经济弱、基础设施差，村内外道路

坑洼不平，晴天扬灰荡土、雨天水深泥大；贯穿

村内东西的浣河干涸，河道垃圾成堆……

军人出身的王朝臣以身作则带领全村党

员和干部，聘请专家编制了新型农村社区建

设和农村经济发展规划，积极争取上级项目

投资，建学校、修道路、治理浣河、植树绿化、

发展特色农业……村容村貌有了很大改观。

过去因村南的泥河没有桥，村民进城要

绕道3公里。现在，这里投资150万元建成了

柳林中桥，并修通了贯穿柳林、何庄、古城、水

牛里等 5 个行政村近 10 公里的红色旅游线

路，旅游线路西至商酒务，北至古城，东至赵

宝公路，南至石碑洼，形成以皂角树村为中心

的十字路；在村西南修成了通往洛叶公路的

5 公里村村通道路；在村西北修成了通往邢

庄的2公里村村通道路；同时硬化了村内5公

里长的大街小巷，解决了群众行路难。

贯穿村内的浣河以前淤泥深、河道脏，成

为村民厌恶的“龙须沟”。2011年，村里筹措

百余万元，清理淤泥、硬化河道，使昔日的臭

水沟变成了“幸福渠”。

近年来，该村在旅游线路两侧栽14公里

8000余棵辛夷树等；在7公里村村通道路两

侧栽5000棵杨柳树；在村内浣河两岸种植皂

角树500余棵，在大街小巷栽种杨柳、香樟、

女贞、玉兰、百日红等树木5000多棵；在村外

生产路两侧栽种生态林木1.5万余棵。

尤其是2018年以来，皂角树村将人居环

境改善工作与村容村貌整治相结合，新种植

果树1000多棵，整修浣河河道2000多米，建

成游园6个、文化活动广场1个、文化戏曲小

院1个、建设凉亭1个，拓宽道路7.8公里、硬

化道路1200米，挖下水道1200米、铺设管子

40米，竖起村标7个，使皂角树村人居环境得

到进一步改善。该村被评为市级生态文明

村、县级林业生态村。

“皂角树村是我的家乡，我是吃这一方水

长大的，回村任职，我还是要秉承军人的作

风，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敢于担当，为党旗增

辉，为宝丰添彩。”王朝臣说。

人居环境整治使皂角树村面貌焕然一

新，现在的皂角树村呈现出村在绿中、家在林

中、人在画中的美丽景象。

优美的自然环境、丰富的文化内涵，吸引

越来越多的人们到皂角树村红色教育基地拜

访学习、观光游览。红色旅游成为该村经济

发展的重要引擎。农家乐、超市应运而生，位

于该村的宝丰县金泉农业生态开发有限公司

生产的“金浣源”牌辣豆丁，牛肉丁，香菇酱，

石礳小礳油等产品受到游客青睐。外出务工

的有识之士在县乡村优惠政策感召下回归故

里，造福乡邻。

红色精神早已融入皂角树人的血脉，传

承红色基因也从无形变作有形。该村成立了

皂角树革命老区剧团，建成了戏曲小院，使剧

团演出、文化传承有了阵地。

村里还成立了腰鼓队、秧歌队、铜器队。

村民们有了闲暇，便会聚在一起打起锣鼓，扭

起秧歌，尽享幸福的快乐时光。

皂角树村坚持把乡风文明建设贯穿到全

过程，该村通过优秀共产党员、优秀退伍军

人、人居环境贡献、好婆子、好媳妇等评选活

动，汇聚起向上、向善的良好风尚。

岁月更迭，改变的是容颜，不变的是精

神。英雄故事，代代相传。革命信仰，生生不

息。

（杨国栋 李红果/文 李岳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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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酒务镇皂角树村，位于商酒
务镇东2公里，下辖皂角树、北张
庄、邢庄3个自然村。该村历史文
化悠久，红色文化浓厚，是省级卫
生村、市级生态文明村、县级林业
生态村，乡村振兴先进村，其下辖
的北张庄村不仅是国家级传统村
落，也是中原军区暨中原野战军司
令部旧址所在地。

乡村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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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基因长精神红色旧址引客来 绿色公交通进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