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特别报道］ 中国财政｜ 2016.20半月刊｜总第721期

血战湘江：不能忘却的纪念
本刊记者｜李烝

路迢迢，秋风凉。敌重重，军情忙。红军

夜渡于都河，跨过五岭抢湘江。三十昼夜飞行

军，突破四道封锁墙。——《长征组歌·突破

封锁线》

奔腾在广西东北部的湘江，宛如一条绿色的

绸带，与群山相伴，流入湖南……宽阔的江面在兴

安、全州这里却似打了一个结。站在江畔，望着这

条碧绿美丽的河流，既不汹涌澎湃，也无急流险滩，

很难与残酷的战争联系起来。然而在82年前，国民

党军布下号称“铁三角”的第四道封锁线，妄图将

中央红军扼杀在湘江以东地区，就是在这里发生了

红军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湘江战役，这是一场血与

火的大厮杀、一场惊天动地的生死决战。

青山巍巍，难忘红军长征路，湘水潇潇，处处

皆有红军情。八十余载时光荏苒，当年的战火硝烟

早已散去，但红军留下的印迹却镌刻在这片红色的

土地上，不曾磨灭。

最惨烈的战役

在桂北，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三年不饮

湘江水，十年莫吃湘江鱼。”说的正是中央红军长

征突围以来这场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湘江

战役。

湘江战役，主要战事发生在广西全州。1934年

10月，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连续突破三道封锁线

后，一路西进。此时，蒋介石调动40万兵力，分五

路布成前堵后追、左右侧击的态势，企图在湘江东

岸与红军决一死战。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红

一军团第二、四师各一部渡过湘江，迅速控制全州

脚山铺至界首间30公里的湘江两岸渡口，并与红

三军团在左右两翼掩护中央纵队渡江。11月28日，

国民党军分别由全州、恭城向红军猛扑，中央红军

则在新圩、古岭头、界首、脚山铺等地与之展开激

战，阻止敌军的轮番攻击。红军勇士用血肉之躯硬

是在狭窄的地域中堵住了数倍国民党军的围攻，至

12月1日中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各军团大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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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渡过湘江。湘江一战，中央红军付出了空前惨

痛的代价，由从江西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

多人(后据准确考证，中央红军过前三道封锁线损

失2万人，整个湘江战役损失3万人)。担任后卫的

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

被隔断在湘江东岸，全军尽没。时任红三军团第四

师政委的黄克诚曾回忆：“自开始长征以来，中央

红军以通过广西境内时的损失为最大，伤亡不下两

万人。而界首一战，则是在广西境内作战中损失最

重大的一次……”兴安县华江瑶族乡高田村102岁

的老人支义青也曾在采访中回忆说，当年20岁的

他在凤凰嘴渡口为红军渡过湘江搭浮桥撑船，协助

红军渡过湘江。敌军的飞机不时盘旋俯冲，用机关

枪对正在过江的红军扫射，湘江上遍布着红军官兵

的尸体，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湘江水。

空前惨烈的湘江战役可谓关系中央红军生死

存亡的转折之战，经过此役，一方面使蒋介石企图

全歼红军于湘江东岸的阴谋破产，另一方面惨重的

损失使红军意识到“左”倾路线的错误，为遵义会

议让毛泽东重新回到军事指挥岗位打下了基础。建

国后，聂荣臻元帅向国务院提议修建湘江战役烈士

纪念碑园，以缅怀这场战役牺牲的红军官兵。

记者一行来到位于广西兴安县的红军长征突

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碑园坐落在离县城不远的狮

子山。走进碑园，迎面就能看到一组气势恢宏悲壮

的雕塑，这是目前全国最大的红军长征烈士纪念雕

塑，艺术地再现了红军烈士的高大形象和中央红军

经过广西、突破湘江的历史画面。群雕之后，陡峭

的石阶直通山顶，拾阶而上，雄伟的“红军长征突

破湘江烈士纪念碑”挺立山巅，主碑底座上镌刻着

聂荣臻手书的“纪念突破湘江”六个大字。碑园之

中的湘江战役纪念馆造型酷似一个八角帽，这已成

为兴安的地标性建筑。里面存放了许多有关湘江战

役的文物和图片，走进馆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几

个大字“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这是当年

中革军委发给全军电报中的一句话，一方面说明

在强敌环伺，重兵围堵的情况下，红军已到了生死

存亡的关头，另一方面也表现了红军指战员破釜沉

舟，与敌决战的英勇精神。随着纪念馆馆长的娓娓

道来，将我们带回到了82年前那个战火纷飞的年

代……

最惨烈的阻击战——新圩阻击战。为掩护中

央红军纵队渡过湘江，1934年11月26日，红三军

团命令红五师星夜赶到新圩，阻击来自灌阳方向的

桂军第十五军的两个师、第七军的一个团，以保证

中央红军左翼的安全。当时的红五师师长李天佑指

挥了湘江战役中最先打响、也是最惨烈的新圩阻击

战。在这次阻击战中，红五师付出惨重代价，过江

后缩编为一个团，但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完

成了堵击任务。红五师撤离后，接防的红十八团战

斗至全军覆没，红军损失惨重。

规模最大的阻击战——觉山阻击战。1934年

11月29日，在觉山铺两侧的山头上，红一军团第

二师的四、五团与湘军的三个师又一个团展开激

战。最终，二师前沿阵地先锋岭失守，觉山阻击战

以五团政委易荡平和两千余名红军战士的鲜血和

生命为中央红军渡江赢得了宝贵时间。离觉山铺几

公里远的大坪渡口，曾是红军突破湘江的第一渡

口。在觉山阻击战期间，林彪、聂荣臻率领的先头

部队在此涉水渡江，为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创造了有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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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条件。在全州县觉山铺阻击战旧址，县文化局文

物管理所所长王辉向记者讲述了村民唐功文当年

发现并掩埋了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政委易荡平的

遗体，并抬着担架走了一夜的路，将负伤的四团政

委杨成武送到资源县与大部队会合的故事。王辉所

长介绍说，这场战役被认为是湘江战役中最大、最

悲壮的阻击战，聂荣臻元帅后来题词“觉山阻击战

牺牲的红军先烈永垂不朽”。“原来这里是叫‘脚山

铺’，但聂荣臻元帅故意将‘脚’字写成谐音‘觉’字，

是指红军经过这一战，觉醒了。”

事关中央红军安危的阻击战——光华铺阻击

战。从规模上说，光华铺阻击战在湘江战役三大阻

击战中规模最小，但该战场离中央红军的渡江地

点界首最近，因此意义重大。光华铺北距界首镇7

公里，南离兴安县城11公里，既可控界首，亦可制

县城，位于桂林、兴安北上的咽喉要害，自古就是

兵家必争之地。红三军团红四师在这里背水一战，

保证军委一、二纵队全部渡过湘江。12月1日，红

四师和从新圩撤出的红五师在界首西岸阻击光华

铺之敌，战斗到中午，中央红军主力大部分渡过了

湘江。

我们的车一路驶过光华铺，看到零星散布的

几个村子，其间夹杂着几座并不很高却异常陡峭的

小山。从公路上望去，两边是熟透了的稻子，远远

可以看到山脚下冒起袅袅青烟。往北2公里多的地

方有一个小山坡，叫碗塘岭，桂黄公路从此穿过，

这里就是当年红军在光华铺狙击战中临时构筑的

第二道防线，山两边分别建有一座红军烈士墓和

一座纪念墙壁。其中，“长征湘江之战光华铺阻击

战红军烈士之墓”格外引人注目，周围几个石碑上

分别镌刻着“在血战湘江中牺牲的红军烈士永垂不

朽”、“湘江战役烈士永垂不朽”等，这些题词分别

由杨成武、张宗逊、张震、张爱萍、王平、陈靖等将

军题写。

离开光华铺阻击战旧址，我们来到了地处湘

桂要道的界首镇。湘江边上有一座原来当地老百

姓用来供奉天官、地官和水官的庙堂，叫“三官

堂”，这个砖木结构的小楼临江而立，当年红军抢

渡湘江时曾把这里作为临时指挥所，彭德怀曾在

这里亲自指挥光华铺阻击战，在战斗最激烈的时

候，朱德和周恩来也都赶到这里指挥作战。解放

后，为了纪念当年的这段历史，当地群众改称“三

官堂”为“红军堂”。

界首老街有一段“红军证明”的故事传为佳话。

老街102号住着的刘发祥老人在当年湘江战役中

为红军做了四件好事，并保留下红军写给他的一张

“红军证明”：“刘发祥青年给我们红军做了巳（四）

件大事证明。第一帮我们红军在界首架了二路木

桥；第二带我们红军在光华铺打了一胜仗，感谢刘

发祥同志；第三带我们红军上长征大道过五福关

胜利到落江；第四同我们红军一路宣传，在关顶庙

开大会宣传群众干革命。红军证明。朱排长写。请

发祥同志放好。民国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条”。

据刘发祥老人的后人讲，当年朱排长和战士们准备

在“三官堂”前边的湘江上架一座桥，叫刘发祥带

他们去各家各户借木头和木板，于是刘发祥带着朱

排长四处跑，朱排长拿个记录本跟在后面，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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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山铺阻击战遗址

家的说个“借”字，等主人同意了才借走，没人在

家的，就在门板上写个名字再拿走，还要记下各家

主人的姓名，分别编号，以免搞混弄错。

行走在界首镇老街之上，由于接近中午，街道

上并没有多少行人，十分安静。老街的商铺大都用

青砖、木材和夯土修筑，街上的数百间铺面，家家

相连，形成长廊达1公里多。老街上的古骑楼大都

保存完好，许多传统风格的药店、杂货铺、旅社、

裁缝铺、榨油坊、酿酒厂等随处可见，一些店铺前

廊柱上还留有“志源祥”“裕昌隆”等老字号铺名。

待走出老街立马变了风景，街上挤满了人，原来这

天正逢赶圩，也就是赶集，据说全州、资源、灌阳、

兴安县的村民都会过来，新鲜的蔬菜、水果、大大

小小的家居用品……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吆喝声叫

卖声不绝于耳，男女老少都兴致勃勃，场面十分热

闹红火。一瞬间，眼前的场景和脑海中当年红军英

勇阻击、奋力前行的画面交织在一起，恍如隔世，

不禁让人感慨——“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

新天。”

桂北大地换新颜

从南宁到兴安、全州，现在最方便的交通就是

高铁，过去红军长征走过的路，如今早已天堑变通

衢。兴安和全州均已融入“桂林高铁圈”，从桂林乘

坐高铁抵达兴安县只需30分钟，抵达全州县仅1

个小时。如今的桂北大地，高速路网、铁路网交织，

村镇密布，旅游业和特色农业发展迅速，昔日红军

血战之地，已是一派繁华。

作为桂北的明珠，兴安、全州、灌阳等地多数

乡镇留下了红军的足迹，有着光荣的红色传统，拥

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红军突破湘江的主要渡口

大多在当时的全州县境内，红军在兴安待了12天，

也留下了很多故事和遗迹。他们在界首渡口旁的

三官堂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给老百姓分粮

食；渡过湘江后在华江瑶族乡的祠堂墙壁上写标

语，鼓励民族团结，共同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当地

百姓给红军打草鞋、送南瓜……

“这些年，兴安县政府对三官堂、红军街、红

军标语楼、红军墓等红色遗址进了保护和修缮，并

以这些遗址为点，以红军长征过兴安走过的线路为

轴，由点串成线，打造出兴安红色旅游精品路线。

我们已经设计了几条线路，希望通过一些景点的

连接、整合，形成一个红色文化集散地。”兴安县财

政局局长周华介绍说。据了解，2015年兴安全县接

待游客670多万人次，其中红色旅游景点接待游客

200多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63亿元。

记者了解到，靠着桂林这张靓丽的旅游名片，

未来桂北地区将整合五县红色旅游资源，加强灌

阳、全州、兴安、资源、龙胜等县红色旅游产业规

划，推动红色旅游与自然生态、历史文化、民族风

情、乡村休闲、森林旅游、自驾旅游等旅游资源的

融合发展，推动景区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打造灌

阳县新圩阻击战红色旅游开发区、全州县觉山铺

阻击战实战体验纪念园、兴安县光华铺阻击战红

色旅游开发区，建设龙胜县“长征驿站”和“长征

宿营地”等。

全州不仅是桂林市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县，

也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县、生猪调出大县和

广西水果主产县之一。一块块标准农田、一处处现

代农业设施、一个个食用菌大棚、一片片飘香的果

园……站在全州广袤的田野上，农业现代化的气

息扑面而来。作为全区乃至全国的产粮大县，这些

年，全州曾五次荣获“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和“广

西粮食生产先进县”，粮食生产稳步发展。

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全州财政支持建立“吨

粮万元田”、高效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示范点各1000

亩，测土配方施肥100万亩，狠抓“多播一斤种增

收百斤粮”增产工程，通过加大宣传，为示范点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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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山渡口红军涉渡点

一购种、集中育秧；连续四年成功举办“广西看禾

选种助农增收活动”，投入280多万元建成助农增

收示范基地304亩，四年来共展示水稻、玉米新品

种1839个。同时，大力推广新技术、新品种，发展

高效特色优势农业，如“全州三辣”（生姜、辣椒大

蒜）、槟榔芋、淮山药等特色蔬菜种植，建立蔬菜

示范基地4个。此外，按照“循环化、立体化、无

害化”要求，大力推广生态立体种养模式，创新生

态循环高效农作制度，发展以节地、节水、节肥为

重点的节约型农业。全州县创造出“稻-灯-鱼-

菇”的生态高效循环农业模式：农民在水田种植

水稻，田间装上诱虫灯杀灭害虫，稻田下放养禾花

鱼，害虫扑灯掉落水里成为鱼食，水稻收割后稻草

作为基料种菇，收菇后菌渣还田培肥土壤。这一模

式使这里出产的禾花鱼远近闻名，成为农民致富

增收的亮点。

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决胜脱贫攻坚，翻天覆

地的变化也在兴安上演。“祖辈的灵渠，流过昨天，

流在今天，流往明天……”千百年来，流淌的灵渠

哺育着兴安各族儿女，使这片土地得以休生养息，

粮丰林茂。过去，由于农业投入不足，基础设施薄

弱，有些地方农田靠着灵渠却“近水楼台不得月”。

近年来，兴安县坚持把改造中低产田、建设高标

准农田作为投入重点，健全灌排系统，完善道路交

通，为现代农业奠定了良好基础，围绕粮食、玉米、

葡萄、柑桔等主导产业，建成了一批专业生产基

地，成为全县发展现代农业的新亮点。

兴安县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引种巨峰葡

萄，经过二十多年的摸索、实践、总结，打造出了

一个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经营的葡萄产业。目前，

全县葡萄种植面积达10万亩，总产量11.2万吨，

年产值6.62亿元，被誉为我国的“南方吐鲁番”。为

推动葡萄作为农业主导产业做大做强，近年来兴

安县集中产业化项目资金，并通过与土地治理相结

合，对葡萄种植基地和科技示范园区、葡萄专业合

作社及种植大户等给予重点扶持。2011年以来，先

后支持灵渠葡萄产业（核心）示范园、牧川生态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等园区建设及企业发展，扶持了鑫

鑫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丰源葡萄种植专业合作

社、巨峰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等合作社发展，打造

了一个又一个的示范样板，使全县葡萄产业化程度

不断提高，产业链条不断拉长，带动了农民增收。 

“我种了十来亩巨峰葡萄，亩产值约有1.4万元，除

去成本，今年应该有10万元的纯利润。”村民王海

平看着挂满枝头的葡萄，心里美滋滋地说。

湘江之水，润物无声。当年两军厮杀的硝烟，

如今已弥漫成安详的炊烟；当年湘江一带的战场，

如今成了青青稻田。鱼游碧水留余韵，果缀新枝播

远香。这片曾经被烈士们血染过的土地，已迎来了

历史发展的新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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