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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村庄来了“大队伍”

1948年4月底的一天，皂角树村的宁静被阵阵急

促的脚步声打破。

“部队的战士们踏着整齐的步伐进了村，乡亲们从

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今年84岁的杨玉民回忆说，安

置妥当后，战士们忙着给村里打扫街道，还热情地帮助

乡亲们挑水，“那股亲热劲儿就像是一家人”。

当时，乡亲们并不知道，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

司令部即将在这里驻扎半年之久，也并不知道他们即

将同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首长“亲密”接触。

“1947年11月宝丰解放，人民政权迅速建立和巩

固，曾是中共豫陕鄂五地委驻地，战略位置十分重

要。”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郜现松介绍，经过慎重选

址，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移驻宝丰，其中中原

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部驻扎在皂角树村北张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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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以上干部政治工作会议”“团以上干部会

议”“宝丰会议”等重要会议。创办中原大学，责成豫

西行署创办豫西行政干部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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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指挥了宛西、宛东、开封睢

杞、襄樊、郑州、桐柏江汉等战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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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民共建“鱼水情”

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部

在宝丰北张庄村驻扎期间，上演了一幕幕军爱民、民

拥军的动人故事，军民间建立起鱼水深情。

“五更天，战士们就把街上扫干净了，村里各户的

水缸里也挑满了水。村里谁家缺乏劳力，解放军还搭

把手收割麦子……来了净做好事啊，群众都欢迎得

很。”3月25日上午，坐在司令部旧址前晒暖儿的村民

张群、黄进善等老人，热心地向游客讲述解放军战士

们在村里留下的故事。

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驻宝丰期间，宝丰作为重点试

验县，发布了推行土改和减租减息一系列新区政策，

发展教育文化事业，恢复和发展了工商业，群众的生

活越来越有奔头。全民支前、倾力支前。宝丰人民踊

跃参军参战，用极为有限的资源，组织担架队、民工小

分队冒着枪林弹雨，为军队送物资、送情报、运送伤

员。解放战争时期，宝丰人民有14700余人参军参战，

260余人为革命捐躯。

传承发展“两相宜”

如今的皂角树村和北张庄村早已旧貌换新颜，但

英雄故事，代代相传；革命信仰，生生不息。优美的自

然环境、丰富的文化内涵，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到皂角树

村红色教育基地拜访学习、观光游览。红色旅游推动

了皂角树村的发展。

近年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红色革命文化保

护利用工作，先后投入3亿多元，用于红色革命文化

的抢救、发掘、保护、开发和利用，进一步擦亮了红色

文化的底色。 （石少华 刘淑改 文/图）

解放中原的号令在宝丰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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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山 是 一 个 木 匠 ，1948

年，22 岁的他常在附近村庄

做些木工活。中原军区司令

部在村里驻扎后，邓小平首

长住的屋子窗户是老式的格

子窗，屋里很暗，魏司务长找

到他，说首长屋里太暗，能不

能改一改窗户，把花格窗帘

棂间隔一根锯一根。按照魏

司务长的要求，他带着木匠家什把窗户格子

改了改，还顺便做了几个大板凳，放在东山墙

头。同时在首长的房间里界了个木隔山（屏

风），修修补补做了一个多月的活儿。

门口都有卫兵站着岗，因做活发有红布

条，每天进出，只要把红布条挂在胸前，尽管门

口有警卫站岗，但却没有问，常山能直出直入。

司令部房子不足，需要建三间新房，常山还

背着大锯去到村北，锯几棵楸树，解成四棱丁的

椽子，盖房使用。有一天，常山

正在做活，一个个头不高，瘦脸

庞，操四川口音的首长（后来才

知道是邓小平）问他，能不能建

个凉亭，在里边喝茶、歇凉，他

答应下来。此后，他和老泥水

匠龚虎，按照首长画的一张草

图，连干三天，建起一个四根木

柱，檐往上翘，上面苫着草的八

角木亭子，亭子上苫着黄稗草，天气闷热时，首

长们在亭子里喝茶、纳凉、讨论。

那时部队每天两顿饭，常山也跟着在伙

上吃，魏司务长问他们需要啥，做活儿缺啥，

跑前跑后安排。部队驻扎时间长了，在离开

时，常山和村民们去送别，当时拉着魏司务长

的手落泪了，此后多年提起来，他都说那是他

一生中过得最美好的时光。

来源：《宝丰县革命老区发展史》

常山给首长建八角木亭

灰瓦青砖，巍然高耸的瞭望塔……在商

酒务镇皂角树村北张庄自然村，这处看似不

起眼的院落，却极不平凡：1948年4—11月，

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部曾驻扎于此。

“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刘伯承、邓小平、

陈毅等革命先辈在这里统一指挥中原和华

东两大野战军，逐鹿中原，驰骋于江淮河汉

之间，摧毁了国民党在中原的防御体系，为

淮海战役的胜利打下了基础……”3月 25

日，随着讲解员的生动讲述，那段波澜壮阔

的历史再次浮现在人们面前……

1948 年刚收罢麦，一天

半夜部队开到村里，村民们

也不知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的部队，连东西也顾不得收

拾，就向村北逃去。解放军

在后面追着喊道：“老乡们，

我们是解放军，不打穷人，都

快回去吧!”龚山就和村民们

又回到了家里。

部队需要房子住，龚山一家人都搬了出去。那年他 23

岁，由于在家做过豆腐生意，部队伙上用豆腐时，有人找到了

懂磨豆腐技术的龚山，让他帮助点豆腐，他就用自家的石磨，

让两个战士推磨，他收拾豆浆，烧成后再点豆腐。后来，部

队司务长给他一些“中州票”，让他和柳林村的孙长河一

道，去给部队买几头猪，他俩跑到鲁山县黑虎庙一带，为部

队买了五头大猪。可称过猪付钱时，他们拿出了“中州

票”，养猪户不要，他俩又奔回来，把“中州票”兑换成大洋，

才又去把猪赶回来。 来源：《宝丰县革命老区发展史》

龚山给部队伙上磨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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