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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城·故事

“宝丰县的红色革命文化挖掘得好，保护得好，利

用得好，为我们学习党史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场所……”

3月29日，一位参观者在商酒务镇皂角树村北张庄自然

村中原军区暨中原野战军司令部旧址前深有感慨。

北张庄村位于县城西北18公里处，是中原军区及

中原野战军司令部 1948 年 4 月至 11 月的驻扎地。刘

伯承、邓小平、陈毅等革命先辈曾在这里运筹帷幄，会

合三军，逐鹿中原，并先后在宝丰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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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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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丰作为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原红色首府’,域内

拥有的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部旧址、宝丰会议

会址、中原大学旧址、豫西行政干部学校旧址等红色文

化遗存，这些都是中原局、中原军区驻宝时留给我们的

宝贵财富。”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郜现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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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缮了中原军区及中

原野战军司令部旧址、宝丰会议会址和豫西行政干部

学校旧址；建设了中原解放纪念馆、宝丰革命纪念馆、

八一公园、解放广场等；对烈士陵园进行了升级改造，

对烈士纪念碑进行了重修，擦亮了红色文化的底色，

使这些红色场馆成为了广大群众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我县2013年和2017年

两次被命名为省“双拥模范县”，中原解放纪念馆、宝

丰烈士陵园也先后被省市有关部门命名为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

红色文化是一种基因，是一种传承，是一种力量。

红色文化在滋养人民、教育干部、服务发展方面焕发出

了强大的动力。近年来，我县创新干部作风建设理念，

通过开展“党建引领 比拼四季”擂台赛、“争第一、比

贡献、树正气”评星树典活动等载体，干部作风不断好

转，干事创业热情高涨。

在创新考核形式方面，我县把重

点工作目标和经济社会发展评价指

标纳入综合考评机制，创新举办“党

建引领、比拼四季”工作大比拼擂台

赛，每季度组织一次，电视直播晒实

绩，擂台比拼找差距，激励广大党员

干部的责任担当意识。自2017 年以

来，我县已连续成功举办擂台赛 14

次，每年拿出1000多万元重奖优胜单

位，多名获金奖的“选手”走上了县级

干部岗位或重要岗位。

在深化干部作风整顿方面，我县

进一步深化化干部作风整顿暨“争第

一、比贡献、树正气”工作要求，抓住干

部作风整顿的“牛鼻子”，把“评星树

典”作为转变干部作风、增强服务意识

的重要载体，通过比创新、比正气、比奉献，把勇于创新、

勤奋钻研的典型选出来，把严守纪律、坚守规距的典型

选出来，把爱岗敬业、埋头苦干的典型选出来。截止目

前，全县已选树奉献之星、创新之星、正气之星687名，让

党员干部明白向谁学，跟谁比，达到以身边事，教育身边

人的目的。

正是得益于红色优良传统的传承，我县广大干群始

终保持着积极进取精神状态，推动了全县经济高质量发

展，先后荣获全国文明城市县级提名城市、中国领军智

慧城区奖等国家级荣誉60余项，相继获得国家级可持续

发展实验区、说唱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国家资源型城

市转型发展示范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先试支撑体

系建设试点县等称号。2020年，我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338.42亿元，增长3.8%，增速位居六个县（市）第一，增速

高于省、市平均水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20亿元，增

长13.03%，增速位居全市第一、全省前列。

在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县在充分发挥好党

校主阵营地，融媒体宣传阵地，远程教育等网络平台，

采取集中学和分散学的形式，邀请专家教授专题辅导

讲党课的同时，充分利用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原红色首

府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优势，创新教育方式，活用红色

资源。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走进红色首府纪念馆，瞻仰

老一辈革命家留下足迹的珍贵文物，聆听战火年代的

红色故事，感受老一辈革命家为人民赴汤蹈火，无私无

畏革命精神气概，进一步增强大家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干事创业的劲头。

“宝丰红色革命文化，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我们既要开拓创新，超前

谋划，筹措资金，全力做好革命遗迹保护提升，统筹做

好展示利用，让文物‘活起来’，发挥旧址保护的综合

效益，还要结合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进一步讲

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铭记党的光辉历史，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并把党史学习教育激发出来

的热情转化为拼搏奋进的动力，为我县‘四强县’建

设、迈入全国‘一百强’，平顶山市建设全国转型发展

示范市，争当中原更加出彩样板区贡献力量，以优异

成绩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县委书记许红兵说。

（李修乐 郭明远）

红色革命文化传承发展“两相宜”

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

总部在宝丰驻扎期间，诸位首长在北张庄、柳

林、商酒务等村居住，还在大白庄办起中原大

学，这些都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

演了一幕幕军爱民、民拥军、军民水乳交融的

动人情景，军队与百姓结下的深厚情谊说不完，道不

尽，一时传为美谈。

董上士舍己救人
1948年，在中原军区司令部驻地北张庄村，部队有

一位炊事班班长大家很熟悉，叫他董上士，年纪在21岁

左右，是河北人。有一天，天气闷热，而部队伙房急需烧

火燃煤，村里派村民王闯、李新志和徐小勇三人，在董上

士的带领下，跟着三辆牛车，去大营娘娘山一带拉煤。

当天上午，在拉煤归来的途中，牛车顺宝丰至大营的大

路行至段寨村东的石河滩里时，突然间，干涸的河道爆

发了山洪，水势很猛。有人劝董上士等河水下下再过

河，董上士说中午伙房急着用煤，需要尽快把煤拉回

去。于是，三辆牛车依次过河，前两辆并没费事就过去

了。当最后一辆牛车车尾还在河中心时，上游忽地打过

一个浪头，有一人多高，患有轻微偏瘫的徐小勇，本来走

路速度不快，遇到障碍行走更艰难，他在车尾推车时，大

浪一下子就把他冲向下游。已到岸边的董上士见状，连

衣服都没来得及脱纵身跳进激流中。他凫水向徐小勇

冲去，就在他伸手拉徐小勇的那一刻，又一个浪滔滚来，

两个人被卷入旋涡，站岸边的人大喊大叫，附近群众顺

河寻找，试图救人，但走了很远也没能发现两人。

当天下午，部队派出多路人骑马沿河寻找，最后在

5千米外的土桥铺村河道岔口处发现了董上士的尸体，

在姚店铺村更宽些的河道里发现了徐小勇的尸体。部

队将董上士的尸体运回皂角树村，举行了隆重的追悼

大会，并将其埋葬在当地。此后，村党支部和村民每年

清明节都要组织学生给英雄扫墓，王闯、李新志还多次

被邀请到中小学，给孩子们讲述董上士救人的事迹。

多年后，在村党支部和村民们的帮助下，董上士的父亲

和哥哥将英雄的尸骨运回河北老家，进行了安葬。

刘伯承司令员的茶壶
1948 年，中原军区司令部驻扎在北张庄村和柳

林村，刘伯承司令员住在北张庄村杨济武老宅的中

排(三进房子)的北屋里，首长为解放事业日夜操劳，

有时早起晚睡甚至昼夜不眠，常以烟、茶为伴，刘伯

承司令员身边有件宝物，就是一只口杯壶，代替茶杯

使用。

说它是宝壶，名不虚传，这只壶是棕红

色异型转色壶，做工精湛，小巧玲珑，壶上边

雕琢有三条栩栩如生的龙，壶盖上雕刻的是

一条盘龙，另两条龙分布在壶嘴两边，倒茶

的壶嘴为二龙戏珠，壶水满时，壶盖上的盘龙嘴含水

珠，晶莹欲滴。壶内有一茶山，茶山需要经常培养，待

茶喝淡后，倒出壶中的茶和茶叶，涮洗干净，抓些茶叶

放入壶中，起到保养茶山的作用。茶山有鉴别有毒物

质的功能。村民黄某不知得了什么病，刘伯承司令员

让勤务员倒些壶中的水，竟然病就好了。

刘伯承、邓小平等首长离开北张庄村时，整理行装

的勤务员把这只壶忘在了村民李玉花家，也就是刘伯

承经常喝茶的小桌上。部队离去后，李玉花看到小桌

上有个茶壶，造型奇特，知道是部队留下的，但部队已

开走，去了哪里，她也不知道，就暂时收藏起来了。

一个多月后，部队派几位连、排干部到村上召开群

众会，讲一些军爱民、民拥军的事儿，却没说明为了啥。

正巧李玉花没有在家，茶壶就没能上缴上去。1958年，

国家军事博物馆派人到村里了解茶壶下落，李玉花听说

后，才知道那是首长用过的茶壶，赶紧取出茶壶，交给博

物馆的人员，悬了多年的心才放下来。

来源：《宝丰县革命老区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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