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丰，位于河南省中西部，

北依汝水，南濒沙河，龙山东峙，药峰西耸，为

宛洛交通要冲，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抗日战争

时期，刘少奇从延安经宝丰到竹沟主持中原局

工作；王震、王首道率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

队从延安经宝丰奔赴湘鄂赣粤建立抗日革命

根据地；新四军五师参谋长刘少卿受李先念委

派，从嵖岈山豫中游击兵团经宝丰到登封联络

河南军区王树声部，打通了新四军五师与豫西

八路军的联系；河南军区陈先瑞部经宝丰县境

南下与新四军五师豫中游击兵团会师，沟通了

豫鄂边区与华北、陕北联系的通道，初步实现

了党赋予的“绾毂中原”的战略目的；刘少卿随

王树声、戴季英部从豫西抗日根据地撤出，经

宝丰县境内南下桐柏山与新四军五师和八路

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会师，成立了中共中央中

原局及中原军区。

刘少奇经宝丰到竹沟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确立

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会议决

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以加强

党对华中工作的领导，由刘少奇担任书记，领

导中原地区的抗日战争。

11月23日，刘少奇化名胡服，带秘书栗在

山和警卫人员等17人，告别延安，前往河南省

确山县竹沟组建中原局。11月28日到达豫西

渑池，在八路军兵站停留了将近两个月。后到

洛阳，于1939年1月下旬乘车离开，经汝州、宝

丰、方城、南阳等地一路到达确山县竹沟镇。

据栗在山回忆：“大约在一月二十四五号，

彭总离开了洛阳，我们同少奇同志在八路军战

士一个排的护送下，向豫南挺进，一路经过临

汝、宝丰、方城到达了豫西南重镇南阳。”

据刘少奇在渑池时的译电员吴玉阶回

忆：“我们在洛阳住的时间不长，就坐一辆卡

车前往竹沟。在洛阳到竹沟的路上，汽车坏

过几次。”

据曾在刘少奇身边工作过的熊景钊回忆：

“我们和少奇同志一起到了洛阳，是卫立煌派

专车送我们的。在洛阳停了三四天，又坐卡车

经南阳到竹沟。”

刘少奇一行于一月二十八日下午四五点

钟胜利到达了人们称之为‘小延安’的豫南战

略要地——确山县竹沟镇。刘少奇根据中央

指示组建了中原局领导机关，主持召开了中原

局和鄂豫边区党委会议，部署安排了中原各地

的工作，还安排了湖北和安徽的工作。为了解

决干部缺乏和党组织建设问题，他在竹沟举办

各种类型的干部训练班和党员训练班，并亲自

讲课，帮助大家提高能力水平。经过一段时间

工作，中原地区呈现出一片生气勃勃的景象。

鄂中、鄂西北、鄂东组织起大小不等的数十支

游击队，开展了灵活机动的抗日游击战争。

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经宝丰奔赴湘

鄂赣粤

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为了迎接抗日战争

第三阶段——战略反攻阶段的到来，八路军三

五九旅改为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由王震

任支队司令员、王首道任政治委员，奔赴湘鄂

赣粤准备建立新的抗日革命根据地。

1944 年 11 月 1 日，南下支队誓师出征，11

月 10 日告别了延安开始南征，12 月 27 日部队

越过黄河冰桥进入河南境内。经伊阳（现为汝

阳）、汝州进入宝丰。因日伪军的袭击和骚扰，

在途经宝丰时又向西绕行，从与汝州、宝丰、鲁

山三县交界的观音堂西部山区穿过。1945年1

月5日晚，一大队驻宝丰观音堂的欧家、观音堂

一带，二大队驻黑虎庙，三大队驻小木厂，四大

队驻上、下屯，五大队驻郜沟、铁山、黄楝树一

带，六大队驻琉璃堂、石板河一带，支直驻宝丰

观音堂罗顶。1 月 6 日，经琉璃堂、石板河、郜

沟、煤窑嘴进入鲁山境。

据 1999 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王震

传》记载：“部队到达河南境内，已进入日伪顽

军的纵深区域，敌情一天比一天严重，部队徒

涉伊河、汝河，继续向南挺进，每到一地都遭到

伪军的袭击和骚扰。”

据王首道回忆：“根据部队进入河南后行

军、打仗的实际感受，我们又分析了伊洛办事

处同志们提供的情况，初步认为，部队现已进

入日伪顽纵深区域，敌情将一天比一天严重。

今后对于行进前方和周围的情况，远不能像在

根据地或游击区那样了如指掌，只能一边前

进，一边逐段向前了解一定范围内的敌情、地

形和居民等项情况，同时确定今后前进的行军

路线是：从汝阳到临汝、宝丰之间穿插而过，旋

经鲁山、叶县、舞阳、遂平、确山南进。”

“次日行经上店西南三里之前”坪越过汝

河到达沙坪一带。第三天又经过临汝县的圪

垯街到达宝丰县的观音堂、黑虎庙和上下屯一

线。在这三天中，部队每

到一地，几乎都遭到伪军

的袭击和骚扰。如在徒涉

伊河后，部队原定在南庄、

芦家塅宿营，因伪军向我

射击只得临时变更宿营地

点。在前坪跨过汝河到达

西庄时，遇上店伪军向我

开枪。绕道进至三屯、东

堡后，又遭两地伪军猛烈

射击。过圪垯街，伪自卫

团开枪阻我前进。进至芦

沟，又差一点和伪自卫团

发生遭遇战。五日这一

天，我们原计划只走四十

里即到宿营地，由于沿途

不断遭到伪军骚扰、袭击，不仅多绕道三十余

里，而且走的尽是山间崎岖小路，行程艰难，使

人疲惫不堪。”

“从十二月二十七日进入河南境内，至今

十一天来……我军每前进一步，都遭到这些伪

军阻拦、截击和伏击……一月六日，部队经煤

窑嘴、李窑、朱庄到达黄沟，进入鲁山境。据多

方侦悉：早在我军越过同蒲铁路进入太岳军

区、抵近黄河北岸以后，日军即得知我将南下，

于是加紧在公路沿线构筑工事，重兵防守，企

图阻止我军南进。我南渡黄河进入河南以后，

更引起了日军的注意和防备。据从平汉铁路

沿线过来的商旅传称：最近许昌、漯河两市都

已增调日军，两市之敌坦克装甲部队也在集

结、调动。豫中的郏县、宝丰、鲁山、叶县等地，

都驻有从铁路沿线向西开来的日伪军。种种

迹象表明，日军很可能计划在平汉铁路从许昌

到漯河段以西地区，利用其占据的铁路、公路

等便利条件，机动调遣兵力，严密布防，层层堵

截，妄图将我军歼灭在这个地区。”

据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副政委王恩

茂日记记载：1945年1月5日，经刘店、油房店

到圪垯街，遇伪自卫团阻挠我们前进，发生战

斗，绕道哑巴沟到芦沟，又遇伪自卫团阻挠，后

经宣传交涉，让路给我们通过，比之战斗又胜

一着……到甘草凹，差点又打起来了，临汝县

（今汝州市）武装不准我们过路，打了几枪，我

们没有理睬，派人交涉，亦让我们通过，后经黑

虎庙到罗顶一带宿营。今天本来行程仅四十

几里，但因圪垯街自卫团的捣乱，绕了二十来

里，故行程增加到七十几里，而且走的地方，山

岭重叠，道路崎岖，很不好走，部队相当疲劳。

一大队驻欧家、观音堂（今宝丰境），二大队驻

黑虎庙，三大队驻小木厂，四大队驻上、下屯。

此一带地区属宝丰县，都是山地，群众穷苦，有

什么国民党中央游击队谭司令，放火烧掉房子

很多，群众痛恨很深。鲁山县城、大营、黑龙庙

等地有敌据点，余均为地方自卫团，受敌编制。

“1月6日出发没有走到多远，二大队在我

们行军的右侧煤窑嘴与伪自卫团打起来了，枪

声不停，妨碍我们行动，感到极大的讨厌。黄

楝树有昨天从仓头调来的伪自卫团100多人，

我侦察部队经过时，开始不准过路，后经交涉，

准我们通过，故没有打枪，再经过李窑、朱庄，

到黄沟宿营，行程四十五里。我们昨天驻的罗

顶属宝丰，但走几里到浑春沟（今红椿沟，紧邻

宝丰观音堂郜沟），属鲁山县了。沿途村庄居

民多数逃走，问其原因，说是吓惊了，有‘老

日’，有中央游击队，来了逢啥要啥，故不得不

逃走，不知道你们是八路军。经我宣传后，群

众都相继回家，并称八路军‘老好’‘老好’!”

2010年全国革命遗址普查时，通过实地调

访，发现“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途经宝丰

时路过观音堂林业工作站西南的宋沟、庵上、

杨庄、观音堂和琉璃堂村，这几个村都属山区，

地势较为险要……1945年

1月5日，路经宝丰县的宋

沟、庵上、杨庄、观音堂和

琉璃堂等地，并在杨庄和

观音堂住宿一晚。南下支

队每到一地，喝茶吃饭、请

向导一律付钱，并帮助百

姓担水、扫地。百姓说：

“从来没见过这样好的军

队。”1月6日晚，南下支队

经过煤窑嘴、黄沟等地向

鲁山方向进发。同年 2 月

中旬渡过长江，3月下旬进

入湖南。

南下支队自1944年11

月从延安出发，挺进华南，

1945年北返中原，至1946年10月重返延安，历

时两年。全体指战员以无比惊人的毅力和顽

强的革命意志，战胜了敌人的种种围追堵截，

冲破了重重艰难险阻，推动了所经地区人民的

抗日斗争，扩大了共产党及八路军的影响，增

强了中原抗战的力量。

刘少卿经宝丰北上打通了新四军五师与

豫西八路军的联系

1944年4月，日军发动河南战役。国民党

军由于执行消极抗战政策，短短 37 天连失 38

座县城，豫西大部沦陷。在此危急关头，中共

中央、中央军委作出“绾毂中原”的伟大战略

决策，命令新四军北上、八路军南下，挺进中

原，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指

示，八路军太行、太岳军区部队及第三八五

旅、警备第一旅等部多路先后南下合力开辟

豫西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五师黄霖兵团也在

开辟了豫南抗日根据地后，开始了开辟包括

平顶山地区南部和东部区域的豫中抗日根据

地的战斗，以实现与豫西八路军联手‘绾毂中

原’的战略意图。

1945年7月，新四军五师参谋长刘少卿受师

长李先念委派，从嵖岈山豫中游击兵团经宝丰

县境东部北上登封联络河南军区王树声部，以

打通新四军五师与豫西八路军联系，由黄霖、栗

在山带队伍护送。刘少卿还让当地有名的会道

门首领余芝龙带路。余芝龙是宝丰人、“建国豫

军”总司令樊钟秀的表妹，对当地三教九流十分

熟悉。经过宝丰时在平顶山下，刘少卿一行人

进了一个湾子（今宝丰县李庄乡贺窑村），但老百

姓看见来了队伍，不明就里，年轻人都跑了个光，

还是余芝龙去做群众工作才把饭吃上，当然吃

罢饭还是老规矩，把现大洋奉上，没人在家的，也

要把钱放在人家的灶门口……

王树声、戴季英对刘少卿很是热情，那里

还有老战友熊伯涛，还有曾经见过面的曾传

六、刘子久。刘少卿向他们介绍了豫鄂边区的

发展，特别说到了去年汤恩伯丧师失地，我们

却老在争论，错失了发展河南的大好时机。你

们来了可以扩大豫西，往南边的嵖岈山发展，

这样中原地区可以迅速发展起来，中原的战略

地位十分重要，这肯定是毋庸置疑的……

戴季英说，“老弟呀，你可是说得太好啦。

我们是初来乍到，情况不了解，正要派豫西军

区第三支队陈先瑞部去和五师联系。他是长

征到陕南创造游击区的英雄，后来到了陕北编

成警备第四团，干部都很老，队伍有千把人，我

们想请你给部队作个报告，介绍一下豫鄂边区

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情况。”

刘少卿给陈先瑞部作了报告，随即仍由余

芝龙带路开始南下，黄霖、粟在山完成了护送

任务，也和陈先瑞部一起走。临前，刘少卿把

余芝龙交代给了黄霖、粟在山，两人都同意继

续让余芝龙担任‘招抚司令’在嵖岈山开展工

作。

“李先念交代的‘打通与嵩山八路军的联

系’的任务，算是完成了。”

刘少卿由余芝龙带路、黄霖护送，从嵖岈

山驻地出发，穿过宝丰县境顺利到达登封，打

通了新四军五师与豫西八路军的联系，完成了

李先念委派的任务，在战略上初步改变了新四

军五师长期孤悬敌后的处境。

陈先瑞部经宝丰南下豫中与新四军五师

豫中游击兵团会师

1945年7月，河南军区陈先瑞部在听取了

刘少卿作的报告后，同完成了护送任务的黄

霖、栗在山一起，仍由余芝龙带路南下与新四

军五师豫中游击兵团会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八路军与新四军两支抗日武装的结合,

沟通了豫鄂边区与华北、陕北联系的通道，初

步实现了党赋予的‘绾毂中原’的战略目的。

2017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

党宝丰县历史大事记》记载：1945年6月至7月

间，新四军五师河南挺进兵团黄（霖）司令员率

队伍由北向南，经过翟集，驻翟集西南角窑湾

村。黄司令员派人到翟集与宝丰县日伪自卫

队大队长王保义联络（王保义与地下党员葛伯

元认识）。王保义送给黄司令员一百多发步枪

子弹。当时，王保义派马楼人邢世忠去窑湾给

黄司令员联络。

刘少卿同河南军区王树声、戴季英部经宝

丰南下桐柏

1945 年日本投降后，王树声、戴季英又向

刘少卿通报了中央的指示和他们对刘少卿去

向的意见，要刘少卿同皮定均一支队、张才千

四支队、刘昌毅六支队的 1.5 万余人南下豫中

与新四军五师会合，成立中原军区。刘少卿同

王树声、戴季英二人带领部队顺利地过了焦

村，接着过汝河，经宝丰、鲁山到南召。10月18

日，刘少卿同王树声、戴季英等人在西平县赵

家寨与前来迎接的李先念等人会合。

据河南军区第六支队司令员刘昌毅回忆：

“1945年10月初，根据国共两党重庆谈判协定，

我军奉命撤出豫西根据地。此时，六支队已发

展到七千余人。我们由禹县、临汝、登封交界

处的小南海寺(今大峪镇观音堂)转移南下，我

支队涉汝水，经宝丰、鲁山、叶县、舞阳、西平、

遂平、泌阳，行军二十余天，到达桐柏山区。在

这里，河南军区及所属各部队与李先念同志领

导的新四军五师和王震同志领导的八路军三

五九旅南下支队胜利会师。”

1945年10月，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

的指示，王震、王首道等率领的八路军三五九

旅南下支队，王树声、戴季英等率领的河南（嵩

岳）军区部队及王定烈等率领的冀鲁豫军区水

东第八团，先后同李先念、郑位三率领的新四

军第五师在河南桐柏地区胜利会师。为了集

中力量，统一领导，加强中原地区斗争的战略

部署，中共中央决定将在8月建立的鄂豫皖中

央局改建为中共中央中原局。10月30日，中共

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和中原行署在桐柏县城

南叶家大庄正式成立。李先念任中原军区司

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王树声任副司令员，

王震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首道任副政治委

员兼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时期，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八路

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新四军五师参谋长刘少

卿、河南军区陈先瑞部以及刘少卿同河南军区

王树声、戴季英部先后南下北上多次从宝丰经

过，宝丰成为当时中原的交通要道。现在，随

着我县境内高速、高铁的开通，构筑起了四通

八达、高效快捷的交通网络，宝丰在中原地区

的交通区位优势更加突出。

宝丰：中原抗战之交通要道
□ 郜现松 王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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