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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年 11 月 11 日，红 25 军到达河

南省光山县西南部的花山寨。当晚，中

共鄂豫皖省委在花山寨举行常委会议，

根据党中央指示，商讨今后行动计划。

根据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和

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会议决定省委率

红 25 军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

一

红 25 军在转移前进行了整编，撤销

师一级建制。整编后，程子华任军长、

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

下辖第 223、第 224、第 225 团和手枪团，

共 2900 余人。

16 日，红 25 军在中共鄂豫皖省委

率领下，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

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告别大别山，从河

南 省 罗 山 县 何 家 冲 出 发 ，踏 上 漫 漫 征

途。17 日，越过平汉铁路后，经过青石

桥 、金 桥 等 地 ，进 入 鄂 豫 边 的 桐 柏 山

区。蒋介石得悉红 25 军突围后，急令

“鄂豫皖三省追剿队”5 个支队和东北军

第 115 师跟踪追击；令驻河南南阳、方城

一带的国民党军第 40 军和驻湖北老河

口一带的国民党军第 44 师迎头堵击；令

驻开封的国民党军第 60 师进到卢氏县

朱阳关控制入陕大道。国民党军妄图

以绝对优势兵力阻我西进，将远离苏区

的红 25 军一举包围。

红 25 军行至桐柏山区后，中共鄂豫

皖省委鉴于该地区靠近平汉铁路，回旋

余地小，难以建立苏区，果断决定立即

北上，向河南省方城县独树镇东部的七

里岗一带转移，计划经澧河进入伏牛山

腹地。为隐匿意图，红 25 军故作继续西

进姿态，以一部佯攻枣阳，调敌西援。

当各路敌人向枣阳地区进逼时，我军突

然掉头向东。25 日，红 25 军到达泌阳

县象河关西北的王店、土风园、小张庄

一带。当晚，敌“追剿队”第 2 支队跟踪

而至，并向土风园发动进攻。驻土风园

的红 25 军直属队和第 225 团予敌以打

击后，沿小道赶到王店，与军主力会合。

26 日 拂 晓 ，敌“追 剿 队 ”又 尾 追 而

来。这时，红 25 军距许（昌）南（阳）公路

只有 20 多公里，过了公路，就是伏牛山

东麓。

为了防止被敌人围堵，保有回旋余

地，争取时间迅速穿过公路，军领导决定

以第 224、第 225 团和军直属机关分队为

前梯队，先行出发；第 223团为后梯队，在

象河关西北的王店、赵庄一带阻击背后

追敌，掩护全军通过公路。这天寒风刺

骨，气温骤降，雨雪交加。红 25军官兵身

着单衣，无处躲避寒风的袭击，冻得浑身

颤抖，饥寒交迫，十分疲惫。许多官兵的

草鞋被烂泥粘掉，只好赤脚行军。但是，

全军上下不畏艰难困苦，奋勇前进。

二

26 日中午，红 25 军前梯队在七里

岗东南五六里处的焦庄进行短暂动员，

决定以第 224 团为先头部队，手枪团紧

随其后，第 225 团在最后保护省委和军

部机关，依次行军，直奔七里岗。

七里岗地势险要，南北长约 15 里，

南 接 大 别 山 ，北 衔 伏 牛 山 ，东 沿 是 砚

河。许（昌）南（阳）公路穿岗越岭，将七

里岗拦腰截断，交叉处落差十几米，形

成人工地堑，易守难攻。

13 时许，前梯队到达七里岗一带，

先头部队第 224 团进至独树镇附近，准

备由七里岗通过公路时，突然遭到国民

党军猛烈射击。原来，此前南下桐柏山

合围扑空的国民党军第 40 军第 115 旅

和 骑 兵 团 掉 头 北 返 ，已 于 两 小 时 前 到

达，抢先占领段庄、马庄、七里岗、砚山

铺等一线阵地，并利用地势构筑了临时

工事，与由叶县县城南下保安寨的国民

党 军 一 起 封 锁 公 路 ，企 图 阻 止 红 军 西

进。因当天天气阴沉，能见度差，红军

先头部队第 224 团发现敌人较迟，一时

陷入被动。加之我官兵的手被冻僵，一

下拉不开枪栓，手榴弹也很难扔出去，

零星的火力不足以有效阻止敌人的进

攻，被迫撤退。

敌人见有机可乘，立即发起冲锋，

沿河道从两翼包围过来。此时，敌人兵

力多我数倍，敌骑兵团居高临下，进攻

速度非常快，我军形势十分险恶。

为了分散敌人火力，红 25 军军部

命 令 手 枪 团 越 过 公 路 ，夺 取 砚 山 铺 以

打 开 通 道 。 手 枪 团 英 勇 善 战 ，冒 着 敌

人密集的火力猛打猛冲，踏上许（昌）

南（阳）公路，对敌第 40 军骑兵团以近

距 离 的 打 击 ，掩 护 处 于 被 动 境 地 的 第

224 团。手枪团冲击敌人之后，缓解了

我 军 被 敌 包 围 的 凶 险 局 面 ，但 面 对 优

势 兵 力 ，先 头 部 队 仍 然 无 法 摆 脱 总 体

的被动局面。

程子华得知七里岗的战况后，决定

除保留一个连的兵力保卫省委领导和

军部机关外，第 225 团和直属部队全部

出动，驰援七里岗。紧要关头，吴焕先

迅速赶到阵前，一边指挥部队就地进行

抵抗，一边高声呼喊：同志们，就地卧

倒，坚决顶住敌人，决不能后退！吴焕

先的到来，马上稳定了部队。官兵趴在

泥泞地上，利用地形顽强抗击敌人。很

快，敌人的骑兵被打退。然而，敌人略

作休整，再次气势汹汹猛扑过来。吴焕

先当即从交通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大

声高呼：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

头，坚决顶住敌人，绝不后退！共产党

员跟我来！他边喊边带领部队冒着弹

雨冲上前去，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

激战中，吴焕先腿部中弹，鲜血直

流。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第 224 团第 2

营第 4 连副连长王诚汉率部冲过来，与

敌人拼命厮杀，救出吴焕先。吴焕先顾

不上腿上的伤，继续指挥作战。敌人强

攻势头很顽强，程子华带领第 225 团也

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伤亡很大。就在

这时，徐海东带领第 223 团赶到，立即投

入战斗。经过激战，终于打退了敌人的

进攻。接着，第 223 团又向七里岗发起

冲击，试图打开一个缺口，冲过公路。

但敌人凭借有利地形和工事疯狂阻击，

我 3 次冲击均未奏效，突围受阻。于是，

红 25 军转而固守七里岗、砚山铺以南的

赵庄、焦庄、袁五岗、上曹屯等村庄，并

组织反击，打退敌人多次进攻。

三

此时，红 25 军被牵制在独树镇，敌

军 除 了 第 40 军 的 第 115 旅 、骑 兵 团 以

外，“追剿队”、东北军第 115 师和第 40

军的骑 5 师、第 116 旅、补充团也正在赶

来支援。我军所处位置地势平坦开阔，

无险可守。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召

开紧急会议，一致认为，为避免陷入敌

人的重重包围，被迫与数万敌军作战，

决 定 先 坚 守 数 小 时 ，待 天 黑 后 连 夜 突

围。

程子华、刘华清在《艰苦转战，长征

入陕》中回忆道：“天黑以后，风雪大作，

接着转为大雨。我军乘机后撤到十里

外 的 村 子 里 躲 避 风 雨 ，并 准 备 吃 饭 休

息。进村后，军部立即召开会议，研究

下一步行动方案。会上一致认为敌军

前堵后追，我们腹背受敌，而且又是孤

军奋战，如果不脱离这个危险区，我们

就会在这地形平坦、人地生疏的敌占区

里被迫与数万敌军进行决战，其后果是

不堪设想的。大家还认为，当前就是有

天大的困难，也要争分夺秒，把部队拉

走。于是，紧急集合部队，准备出发。”

突 围 前 ，军 领 导 对 部 队 进 行 了 紧

急动员，在全军调集轻机枪，由军首长

亲自带队组成突击队，走在最前面，避

实 就 虚 、向 北 猛 进 。 敌 人 万 万 没 有 想

到，红 25 军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迅速

收 拢 部 队 ，在 如 此 恶 劣 的 天 气 里 迅 速

组 织 突 击 ，因 此 未 能 进 行 有 效 阻 击 。

当晚，部队开始突围。天黑夜暗，大雪

不 止 ，全 军 指 战 员 不 顾 极 度 的 饥 饿 劳

累，穿过敌人防守空隙，沿着弯弯曲曲

的田埂小道急速行进。许多伤员也忍

着极大的伤痛，坚持随军突围。当晚，

部 队 由 叶 县 保 安 寨 以 北 的 沈 庄 附 近 ，

穿过许（昌）南（阳）公路。敌骑兵团反

应过来后，赶紧向北截击。27 日拂晓，

红 25 军进入伏牛山东麓，突破了敌军

的 合 围 。 可 是 ，国 民 党 军 很 快 追 了 上

来，红军边打边走。28 日，当我军前锋

通过澧河之时，尾追到拐河的敌第 115

旅、骑兵团和骑兵第 5 师向着我军渡河

地 段 南 北 对 进 ，形 成 两 面 夹 击 之 势 。

我前卫第 223 团当即按军部命令强渡

澧河，占领高地，击退了敌骑兵第 5 师

的进攻，控制了入山要道。与此同时，

我第 225 团也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击退

了敌第 115 旅和骑兵团的进攻后，我军

进入伏牛山区。

独树镇战斗是红 25 军战略转移途

中一次关系生死存亡的战斗。红 25 军

以不足 3000 人的兵力，在敌强我弱、敌

锐我疲、地形与天气都不利的情况下，

以顽强的战斗作风和大无畏的革命精

神，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围歼计划，保存

了红军的有生力量，使得红 25 军先期

到达陕北，为迎接中共中央和红军陕甘

支队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图片制作：黄池敬

红 25 军战略转移中的关键之战—

血 战 独 树 镇
■王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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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收藏有

一张 1934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票，

为毛边纸质，双色双面石印版，横 9.8 厘

米、纵 7.5厘米，保存基本完整。正面花边

框内印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票干谷

五十斤”的文字，“工农群众挑谷支援红

军”的漫画图案，“此票专为一九三四年向

群众借谷充足红军给养之用”的借谷说

明，“粮食人民委员陈潭秋”的落款，并加

盖陈潭秋方印。背面双线框分为两部分，

分别印有“凭票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向苏维

埃仓库取还干谷二十五斤正”“凭票于一

九三六年九月向苏维埃仓库取还干谷二

十五斤正”字样。该文字表明：此 50斤借

谷票分两年还清，每年 25 斤。借谷票背

面两部分同样有“粮食人民委员陈潭秋”

的落款，并加盖陈潭秋方印。

一

苏区是红军的战略基地，是红军兵

员补充和物资供给的主要来源地。国民

党军为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在不断发

动军事“围剿”的同时，还从经济上对苏

区实行严密封锁，妄图困死红军和苏区

人民。

为了加强对粮食工作的领导，切实

做好粮食工作的征收和管理工作，1934

年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时，中央

政府人民委员会决定单独设立中央粮食

部，任命陈潭秋为中央粮食人民委员（粮

食部部长）。

为了保证红军的粮食供应，1934 年

6 月 2 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府人

民委员会发出《为紧急动员 24 万担粮食

供给红军致各级党部及苏维埃的信》，接

着 7 月 22 日又发布了《关于在今年秋收

中借谷 60 万担及征收土地税的决定》，

中央苏区迅速开展了大规模的借谷运

动。

二

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宣

传动员下，借谷运动很快得到了广大人

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各地争先恐后、互

相竞赛，涌现出一大批先进模范。杨世

瑶是瑞金县合龙区溪头乡的红军家属，

他从家中仅余的 3 担谷子中提出两担半

借给红军。在他的影响下，溪头乡 5天内

就完成并超过了原定借谷计划。瑞金县

九堡区山下乡王立娇借谷子 65 担、钟祥

云借谷子 10担、钟同君借谷子 35担……

同时，苏区很多群众借谷不要苏区政

府还，自动交回借谷票，把借谷称为节

省。吕冬秀当时已经 80余岁，在一次群众

大会上说：我首先节省谷子 50担，来充实

红军的给养。随后大家踊跃表态，李元秀

节省 10 担，曾林照节省 5 担，吕宜珍原先

节省 71担、现在又增加 25担，罗穆恒原先

节省70担、现在又增加20担……

三

粮食动员任务在先进模范的带领

下，瑞金县于 7 月 3 日完成和超过中央预

定的计划；兴国县于 6 月 29 日完成和超

过中央预定的计划。苏区政府为嘉奖两

个模范县的工农群众，赠送“粮食动员的

模范”红匾给瑞金县，赠送“布尔什维克

的粮食动员”红匾给兴国县。与此同时，

一些地方群众还主动将借给政府的谷子

改为向政府“捐谷”。

苏区群众的踊跃借谷捐粮，为红军

反“围剿”斗争和战略转移提供了坚实保

障。据统计，中央苏区时期，瑞金群众捐

粮借谷就达 25 万担。

1955年，瑞金县九堡区群众在房屋修

缮时，发现了这张借谷票，并将其捐赠给瑞

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这张借谷票就

是当年苏区群众倾其所有、捐谷献粮，把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的重要物证。

最
后
一
碗
米
，送
去
做
军
粮

■
罗

敏

战 例

1934年 11月 25日至 27日，独树镇地区战斗要图。 资料图片

军史撷珍

图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票（正面）。图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票（背面）。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供图

功勋荣誉战旗巡礼 ②②

①①

1942年 11月 7日，新四军第 3师在江

苏省阜宁县孙河庄举行军事检阅比赛大

会。然而此时，敌人获知这一情报后，闻

风而动。

日军第 17 师团达子万部和伪军第

36 师各一部共 800 余人，从响水口、小

尖子、百禄沟等据点出发，企图袭击大

会会场并“扫荡”我抗日根据地。获悉

敌情后，我第 3 师命第 8 旅第 22 团第 3

营及涟东独立团第 5、第 7 连于涟水县

境的佃湖镇阻击敌人。

佃湖镇位于涟水县城东北 40 余公

里处，东临黄河故道，与河堤相接，南、

西、北三面筑有两米多高的围墙。这里

不仅是苏北根据地边缘重镇，也是日伪

军进犯的必经之地，一旦失守，敌军兵

锋将直指第 3 师师部。受命阻敌的第 3

营成立于 1933 年，前身是红 25 军第 74

师第 3 营，先后参加过直罗镇、平型关

等战斗，战功累累。受领任务后，第 3

营与加强的涟东独立团两个连迅速构

筑工事，严阵以待。

9 日拂晓，日伪军兵分两路，一路直

插 佃 湖 ，另 一 路 沿 黄 河 故 道 抢 占 制 高

点。为查明敌情，第 3 营营长郑本炎带

通信员跃进到阵地前 500 米的坟地侦

察，但遭敌发现。回撤途中，郑本炎腿

部中弹负伤。敌军紧追不止，直至距我

军阵地数十米处时，遭我阻击部队迎头

痛 击 。 敌 军 见 势 不 妙 ，赶 紧 退 去 。 不

久，日伪军在重机枪掩护下又向我守军

扑来。第 3 营政治教导员韩明曾组织部

队奋勇反击，打退敌第二次进攻。

久 攻 不 下 的 敌 人 恼 羞 成 怒 ，集 中

全部兵力，在火炮、机枪、掷弹筒的掩

护 下 从 三 面 发 动 强 攻 ，企 图 一 举 突 破

我 军 防 区 。 弹 片 呼 啸 ，硝 烟 弥 漫 ，战

斗达到白热化程度。面对日伪军一波

又 一 波 的 攻 势 ，我 官 兵 以 大 无 畏 的 战

斗 精 神 守 住 了 阵 地 。 日 军 见 此 情 形 ，

下 令 施 放 毒 气 ，但 亦 无 助 于 战 局 ，佃

湖镇仍牢牢掌握在我军手中。

激 烈 的 战 斗 一 直 持 续 到 天 黑 ，我

第 22 团团长张天云判断敌人第二天可

能聚集兵力发起更大规模的攻势。为

确 保 阵 地 不 失 ，张 天 云 决 定 不 给 敌 人

调整之机，趁其疲惫予以反击，遂急调

援军前来。随后，我第 3 营与增援的部

队 合 力 实 施 突 击 。 敌 军 见 势 不 妙 ，仓

皇 撤 走 。 打 扫 战 场 时 ，我 军 在 敌 遗 尸

中发现日军军官一名，经核对，系敌酋

达子万。

是役，我军击毙日伪军 100 余人，圆

满完成阻击任务，并缴获敌“扫荡”苏北

抗日根据地的作战计划和地图，极大鼓

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战信心。战后,第

3 师授予第 3 营“百战百胜第三营”荣誉

战旗。

解 放 战 争 中 ，第 3 营 又 先 后 参 加

辽沈、平津等战役，并一路南下，把火

红的战旗插上了镇南关。昔日的铁血

厮 杀 声 虽 已 逐 渐 远 去 ，但 从 伟 大 抗 战

中 锻 造 出 的 精 神 ，早 已 融 入 这 支 功 勋

部 队 的 血 液 中 ，为 一 代 代 官 兵 传 承 和

发扬。

左上图：“百战百胜第三营”荣誉

战旗。 资料图片

“百战百胜第三营”战旗——

英勇抗敌 誓死阻击
■蒲 元 李 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