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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大别山精神 把老区建设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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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基因库——

让红色文化“活起来”
本报记者 游 仪

横亘江淮之间，雄踞鄂、豫、皖三省交
界处，东瞰南京，西扼武汉，绵延八百里，
山川壮美，气势雄浑——这里就是大别山。

大别山区的河南省信阳市新县，是鄂豫
皖苏区首府所在地。鄂豫皖苏区是中国共产
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创建的根据地之
一，诞生了多支红军主力部队。从1921年中
国共产党诞生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这里

“28年红旗不倒”；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是刘
邓大军千里挺进的落脚地……无数英雄儿女
胸怀理想信念，投身革命洪流，前仆后继、
英勇斗争、不怕牺牲，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
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伟大功勋，用鲜血和生
命铸就了光辉灿烂的大别山精神。

2019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
时强调，鄂豫皖苏区根据地是我们党的重要
建党基地，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
山精神等都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如今，大别山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中华儿女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创造了“28年红旗不倒”
的奇迹

在安徽省六安市大别山革命历史纪念馆
的展墙上，一张黑白照片透过斑驳岁月，展
现中共小甸集特别支部旧址——小甸集小学
的历史原貌。

1922年春，中共小甸集小组在安徽寿县
成立，次年冬扩建为小甸集特别支部。党的
地方组织的建立，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大
别山革命斗争的历程。

1927年11月13日晚，在中共黄麻特委领
导下，自卫军、义勇队和成千上万拿着土
枪、刀矛和扁担的农民，从四面八方涌向黄
安城，发动黄麻起义。次日，起义军攻占县
城，红旗第一次插上了古老的黄安城头。随
后，黄安县农民政府和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
军宣告成立。这是大别山地区的第一个工农
政权和第一支人民武装，是鄂豫皖苏区根据
地发展和红四方面军建军的起点。

从黄麻起义到六霍起义，经过两年多的
艰苦斗争，我们党在鄂豫皖边先后建立起 3
块根据地和 3 支红军。土地革命从星星之
火，形成燎原之势。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
来！”红色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在鄂豫皖
苏区根据地广为传唱，成为当时革命形势快
速发展的生动写照。

鄂豫皖苏区根据地，曾发展到东起淠
河、西迄平汉路、北濒淮河、南至黄梅和广
济的广大地区，总面积 4 万余平方公里，人
口 350 余万，拥有 6 座县城，并建立起 26 个
县的革命政权。在这里，红军主力部队发展
到4.5万余人，各县独立师、游击队和赤卫军
等也发展到20余万人。

鄂豫皖苏区根据地建立不久，国民党军
的大规模“围剿”就开始了。1930年到1932
年，鄂豫皖红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的 3 次

“围剿”。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第四次
反“围剿”失败，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
主力被迫离开艰辛创建并为之奋斗牺牲的根
据地，开始了漫漫西征。

但是，大别山军民的革命斗争并没有停
止。在敌人的疯狂进攻破坏下，到 1934 年
冬，鄂豫皖苏区根据地仅剩下4块残缺不全的
小根据地，群众不足千户，干部战士加伤员仅
余千人。他们露宿深山，不但衣食无着，还长
期吃不到盐，几乎全靠野菜、树根果腹，过着
难以想象的艰苦生活。“树也砍不完，山也烧
不尽，只要青山在，到处有红军……”久经
革命烈火考验的鄂豫皖军民，没有被敌人暴

行吓倒，没有被眼前困难征服，展现出革命
到底的坚定信念。

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
四军第四支队，东进抗日，奔赴民族解放的新
战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李先念同志率
领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在大别山西部建立了
鄂豫边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刘邓
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实现了解放战争由战略
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伟大历史转折……直到新
中国成立，大别山一直是党和人民军队重要的
活动区域，创造了“28年红旗不倒”的奇迹。

革命战争年代，大别山人民付出了巨大代
价，作出了重大牺牲，共有20万英雄儿女献出
了宝贵生命，仅在册的烈士就有13万多人。

宝贵的精神财富，奋进的
强大动力

党领导人民在鄂豫皖苏区根据地英勇斗
争的英雄事迹，犹如一座巍峨的丰碑，永远
镌刻在中国革命的历史画卷上。大别山精神
成为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大别山革命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
和革命群众始终坚守共产主义理想，不惜抛
头颅、洒热血，在白色恐怖和极其困难的环
境条件下百折不挠，涌现出无数的革命英雄
和革命志士。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
究 员 王 树 林 指 出 ， 大 别 山 “28 年 红 旗 不
倒”，凝结的是大别山军民对党忠诚、威武不
屈、坚忍不拔的精神。为了砸碎旧世界、建
立新社会，大别山区英雄儿女们矢志不渝、
革命到底，屡败屡战、愈挫愈勇，以悲壮牺
牲造就苦难辉煌，让中国革命的红旗始终在
大别山上空高高飘扬。

“在革命紧要关头，为了革命需要和全局
利益，大别山军民总是从全局出发，用自己
的牺牲为全局的胜利创造条件，展现出胸怀
大局、甘于奉献的精神。”大别山红色资源与
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田青刚说。1946 年 10
月，毛泽东同志在为党内起草的 《三个月总
结》中高度评价说：“过去三个月内，我中原
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已
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
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此外，在鄂东和鄂
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这些都极大地援
助了和正在继续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并
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这正是对大
别山军民胸怀大局、甘于奉献精神的褒奖。

“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
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鄂豫皖苏
区根据地的革命斗争能够长期坚持下来，就
是紧紧地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
起来斗争。大别山的人民群众积极给革命军
队送粮送衣、送医送药、抬送伤员、传递情
报，“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的
感人故事流传至今。王树林说，党为民、民
爱党，军爱民、民拥军，党政军民心相连、
德相同、力相向，汇聚起推动大别山革命可
持续发展的磅礴力量。在血与火的洗礼中，
党政军民万众一心、团结奋进，构筑起党领
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铜墙铁壁。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险象环生，南
征途中强渡汝河面临严峻考验……最终，刘
邓大军以勇往直前的胆气和魄力成功强渡汝
河，挺进大别山，胜利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伟
大战略任务。田青刚说，大别山根据地不仅
是我党创建的最早的根据地之一是我党创建的最早的根据地之一，，而且在革而且在革
命的紧要关头命的紧要关头，，大别山军民都发挥着重要而大别山军民都发挥着重要而
特殊的作用特殊的作用，，凝结着听党指挥凝结着听党指挥、、英勇善战英勇善战、、
勇字当头勇字当头、、积极进取的精神积极进取的精神。。

““大别山精神不但在革命战争年代发挥了大别山精神不但在革命战争年代发挥了
重要作用重要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依然具有重要依然具有重要

的时代价值。”田青刚表示，形成于大别山地
区的大别山精神是老区人民引以为傲的精神
财富，也是老区振兴发展的强大动力。

革命的山、英雄的山、奋
进的山

群山巍峨，江淮浩荡。革命先烈用鲜血
和生命铸就的大别山精神，激励后来者前行。

红二十五军用过的撇把枪、老红军刘名
榜用过的铜水壶、中共鄂东北道委印发的捷
报……位于新县的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
馆里，1000多件红色文物向人诉说着那段永
垂不朽的历史。

“我的爷爷从 1928 年参加革命到全国解
放，21 年里带领大别山群众坚持斗争……”
刘小妹是老红军刘名榜的孙女，每当提起爷
爷，她都倍感自豪，“我经常带孩子来博物
馆，给孩子讲太爷爷那一辈的红色故事。”

在新县，共有国家级重点革命文物保护
单位 15处、省级 14处，革命历史纪念地 365
处。2020年，由新县烈士家属、红军后代党
员组成的新县英雄山党支部揭牌成立。

六安市大别山革命历史纪念馆内，皖西
革命史、皖西籍著名烈士事迹和皖西籍108位
开国将军事迹通过图文展板和声光电科技手段
立体展现，革命战士们当年的生活用品、作战
工具、信件书函等物品一一陈列……纪念馆
里展示着大别山的革命历史，以及皖西著名
烈士、六安籍开国将军的光辉事迹。参观完
纪念馆，六安市金安区施桥镇旗杆村第一书
记、驻村工作队队长姜海波深受触动：“这次
红色教育，让我进一步增强了责任感使命
感，在未来工作中，我将认真弘扬大别山精
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贡献力量。”

在湖北省红安县，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
区纪念园里，革命烈士纪念碑、英烈广场、
将军墓园、红军墓园、红安革命烈士纪念墙
默默讲述着革命先烈的故事，让人仿佛走进
那段峥嵘岁月。

大别山的红色资源，已成为党史教育的
生动课堂，给人们带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
量。大别山，是革命的山、英雄的山，更是
奋进的山。今天，历史的光芒烛照现实，大
别山这片红土地上发展新潮涌动。

2015 年 6 月，国务院批复 《大别山革命
老区振兴发展规划》；今年2月，国务院印发

《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
见》，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支持革命老区在新发展阶段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征程，让革命老区人民逐步过上更加富裕
幸福的生活。

近年来，鄂豫皖以红色资源为依托，充
分发掘大别山革命故事，不断发展乡村旅游，
助力乡村振兴。在新县，2020年共接待游客
926.5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69.3 亿元；
在安庆市，曾经的集中连片特困区成了全域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用实践诠释着“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大别山南麓，湖北省
浠水县十月村，近年来加快转型，建设了一批
商贸市场，跻身全省经济百强村，家家户户住
进小洋楼，开上小汽车……

巍巍大别山，红旗永飘扬。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大别山精神不仅大别山精神不仅

是革命年代的精神支柱是革命年代的精神支柱，，更是奋斗新时代更是奋斗新时代、、奋奋
进新征程的精神动力进新征程的精神动力。。烽火岁月烽火岁月，，大别山人民大别山人民
坚定不移跟党走坚定不移跟党走，，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
功勋功勋；；如今如今，，亿万中华儿女赓续红色血脉亿万中华儿女赓续红色血脉，，奋奋
力逐梦前行力逐梦前行，，不断书写新时代的精彩画卷不断书写新时代的精彩画卷！！

“这枚勋章，是洪学智将军1955年获
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八一勋章……”
在安徽金寨县革命博物馆里的勋章展品
陈列柜前，金寨县第二中学小学部五年
级学生詹柯怡向参观者讲述红色故事，
这名仅有 10岁的红色宣讲员，一下吸引
了大家的注意力。

詹柯怡讲解的内容，是她在“将星
璀璨”红色教育课堂上学习到的。今年7
月 3日，“大别山精神红色教育课程”进
校园活动启动，“将星璀璨”是开讲第一
课。红色文化入课程、进课堂，让大别
山区的红色教育变得更加鲜活生动。

2020 年 7 月，金寨县革命烈士陵园
入选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库 （一期） 红色
基因库试点。作为大别山区烈士纪念设
施试点单位，金寨数字化采集了 84件革
命文物及文献资料、7500 平方米建筑
物、2 平方千米纪念设施，拍摄了 10 个
金寨红色故事，县域红色文化大数据体
系逐步建立。据介绍，红色资源与现代
科技相融合，目的是让革命文物“动起
来”、红色文化“活起来”。

红色教育从娃娃抓起，让大别山精
神代代相传。红色基因库作为传承大别
山精神的一个载体，首先的应用场景就
是校园。“目前，利用红色基因库我们已
经开发了 5门红色精品课。”金寨县委党
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胡遵远介绍，除
了进校园外，接下来，红色基因库还要
进社区、进企业，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相结合。

“以前革命文物只能隔着玻璃展柜
瞧，现在通过数字化技术采集，不去现
场，在课堂上就能学习和体验，还能360
度旋转，看得非常清楚。”詹柯怡说，

“课堂上学习完，我就到博物馆去作讲
解。我希望向更多的人讲述发生在这里
的革命故事，弘扬好大别山精神。”

英雄山党支部——

讲好红色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记者 毕京津

鄂豫皖苏区根据地是

我们党的重要建党基地，

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

神、大别山精神等都是我

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

2019 年 9月在河南考察时

的重要讲话

“这里的‘红军洞’群长期承载着掩
护革命军队和救护红军伤员的任务……”
在革命老区河南新县郭家河乡湾店村，
80 岁的张爱华老人在“红军洞”前为参
观者讲述革命故事。

张爱华是一名红军后代，也是新县
郭家河乡“红军洞”群的义务守护者。
来这里的参观者，被张爱华质朴的语
言、动情的讲述所感染。

讲 好 红 色 故 事 ， 传 承 红 色 基 因 。
2020 年 5 月 29 日，新县将红军后代和革
命烈士家属组织起来，成立英雄山党支
部，包括张爱华在内的 12名党员主动承
担起研究和弘扬大别山精神的重任。自
党支部成立起，他们就奔走各地宣讲红
色故事。今年前 10个月，张爱华已义务
讲解160多场。

在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陈列室
里，两代人同讲红色故事的场景吸引了
大量听众。“入党后，吴焕先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将家里的佃户、债农请到家
中，当面把租地契约和债务借据烧个一
干二净，坚定走上了革命道路……”在
鄂豫陕苏区创建人吴焕先的浮雕墙边，
革命烈士亲属吴世友带着女儿吴阳春向
参观者讲述吴焕先的事迹，令听者动容。

无论是耄耋之年的张爱华，还是风
华正茂的吴阳春，英雄山党支部 12名不
同年龄段的成员正以不同的方式讲述红
色故事，传承和弘扬大别山精神。

不仅有英雄山党支部成员的生动讲
述，近年来，新县红色旅游不断发展，
鄂豫皖苏区首府旧址、鄂豫皖苏区首府
革命博物馆等许多地方成为红色“打
卡”地，许多人专程来到这里，接受思
想洗礼。

图①图①：：位于河南省信阳市新县的鄂豫位于河南省信阳市新县的鄂豫
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②图②：：安徽省六安市爱心妈妈公益协安徽省六安市爱心妈妈公益协
会的爱心妈妈在为裕安区狮子岗乡杨店小会的爱心妈妈在为裕安区狮子岗乡杨店小
学的留守儿童讲述革命故事学的留守儿童讲述革命故事。。

田凯平田凯平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③图③：：地处大别山区的安徽省金寨县地处大别山区的安徽省金寨县

花石乡大湾村风景如画花石乡大湾村风景如画。。
陈陈 力力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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