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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豫公学”

1949

年
2

月，中共鄂
豫区委创办“鄂豫公学”和特科干部训
练班。校长由军区司令员王树声兼任，

教育长由薄怀奇担任。“鄂豫公学”从
2

月开学至同年
7

月结束，历时
6

个月，为
革命事业培养了

700

余名干部。

皖西全境解放
1949

年
1

月
21

日
,

皖西军区部队联合华东野战军先遣纵
队一部在安

(

庆
)

合
(

肥
)

公路上伏击难
逃之敌

,

歼敌
1200

余人
;

并连续解放岳
西、霍山、寿县、六安、合肥、舒城、霍邱
7

座县城和正阳关、 苏家埠等
20

个重
镇。至此，皖西全境解放。

1

月下旬，皖
西区党委、行署、军区领导机关进驻六
安县城。

豫南全境解放
1949

年
1

月，中共
桐柏区党委决定成立中共信阳市委和
信阳市人民政府，准备接管豫南重镇信阳市。

1

月
28

日，鄂豫军
区部队准备攻打光山县城时，敌人弃城逃跑。

1

月
30

日，解放军
胜利进入光山县城。

1

月
31

日，鄂豫二分区部队解放潢川县城。

这里成为鄂豫二地委、军分区领导机关所在地。

2

月
3

日，息县
城解放。

3

月
31

日，罗山县城解放。

4

月
1

日，第四野战军一部解
放信阳城。至此，豫南全境解放。

《豫南人民报》

1949

年
8

月
1

日，由中共信阳、潢川两地委
共同创办，社址在信阳市。该报为四开四版，文字竖排，初为二
日刊，同年

9

月
24

日改为日刊。该报主要行省报之责，较多地刊
载国内外重大新闻和上级指示，宣传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开
辟有国内外要闻集纳、国际一周、市场行情、学习生活、工作研
究、教育研究、社会服务、新闻通讯、生产救灾等栏目。

1950

年
7

月
1

日停刊，共发行
301

期。

支援淮海战役淮海战役期间，大别山军分区一方面“抽
调适当兵力，集结固始地区，以防敌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兵团
南蹿”；另一方面则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前线。拒不
完全统计：大别山区和江淮、豫皖苏人们共支援粮食

1.05

亿公
斤、柴草

2.65

亿公斤，出力担架
12.5

万副、民工
160

万人，为淮海
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后方勤务的保障做得极好。支
前司令部尽到了极大的努力，粮食、油盐、担架做到源源供给，

没有困难，所需弹药，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保障了迅速、准
确的给应，前线部队极感满意。”

（未完待续）

（本文由鄂豫皖革命纪念馆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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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旅游资源

打造旅游强市
信 阳 市 旅 游 局

固 始 县 旅 游 局

商 城 县 旅 游 局

联 办

打造中国国际山地旅游休闲度假目的地

我市强力推进旅游文化产业融合发展

本报讯（记者吴彦飞）

2

月
22

日，

2012

年
全市旅游工作座谈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全
国、全省旅游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了

2011

年全
市旅游工作，分析了当前信阳市旅游业发展形
势， 并对

2012

年全市旅游工作进行了部署。市
政府副秘书长、市旅游局局长童光亮做了工作
报告，各分管局长对口布置了

2012

年工作。

童光亮在报告中说，

2011

年， 全市旅游系
统紧紧围绕中原经济区建设大局， 认真落实
《国务院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意见》和《国务
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
导意见》，坚持“四个重在”实践要领，注重开拓
创新和务实发展， 大力推进旅游项目建设，积
极提升旅游品质，旅游业发展继续保持了好的

趋势、好的态势、好的气势。

2011

年全市累计接
待海内外游客达到

1160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43.2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5.8%

和
29.5%

。全年
旅游投诉率低于

0.5%

，没有发生重大旅游安全
责任事故，圆满完成了市委、市政府下达的各
项目标任务。

2011

年我市旅游工作成效明显：

一是深入贯彻国务院两个重要意见，加强政府
主导，产业发展形成新格局；二是坚持以“十二
五”规划为指导，加快推进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旅游产品形成新体系；三是坚持面向境内境外
两个市场，放大品牌效应，客源市场再拓新空
间；四是加强旅游标准化建设，大力整顿市场
秩序，游客满意度得到新提升；五是大兴调查
研究之风，创新工作方式，机关“三化”建设呈

现新面貌。

童光亮指出， 尽管目前旅游发展有困难、

有制约、有瓶颈，但我市旅游业发展也面临诸
多机遇。具体表现在：一是国家、省叠加政策的
支持将为旅游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二是文
化产业的大繁荣将进一步助推旅游业发展加
速；三是中原经济区的振兴将给旅游业发展带
来新的政策空间。四是全市旅游业发展的总体
向好将持续推进旅游业平稳发展；五是重大基
础设施的快速推进将进一步增强发展的信心。

童光亮强调，

2012

年，是实施“十二五”规
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也是全市深入推进中
原经济区建设、 旅游业全面发展提升的一年。

我们要紧紧围绕市委、 市政府的工作部署，以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两
个意见”和省、市党代会精神，立足生态、红色、

民俗、乡村等旅游资源优势，围绕推进旅游产
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积极打造“欢乐健康
游”的旅游主题，实施精品战略，加快推进项目
建设，加强民俗文化挖掘，强化对外宣传推介，

提高综合服务水平，努力打造中国国际山地旅
游休闲度假目的地，当好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排
头兵。

2012

年我市旅游产业发展总体目标是：全
市接待国内外游客达到

1300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

； 旅游综合收入超过
55

亿元， 同比增长
27%

，初步形成区域旅游集散中心和生态休闲
旅游胜地。

2012

年我市旅游工作重点是实施
“六个方面的突破：“一是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力争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上求突破；二是积极
拓宽发展思路， 力争在产业融合发展上求突
破；三是持续开展市场营销，力争在区域性旅
游目的地建设上求突破；四是着力突出旅游市
场监管，力争在提升行业素质上求突破；五是
继续推进人才队伍建设，力争在从业人员素质
提升上求突破；六是加快领导方式转变，力争
在提升各级执行力和工作效能上求突破。

新县老区人民在战争年代用臂膀托起的“生命之舟”———

箭厂河鄂豫皖苏区红军后方总医院

1931

年
5

月间，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事委员会
成立，决定在新县箭厂河扩编组建后方总医院。这
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根据地和人民军队最早建
立的一所收治规模最大、医疗设备相对齐全、技术
力量相对配套的后方医院。 当时箭厂河一带共有
几百户人家，在苏区各级政府组织下，几乎家家都
设有病房病床，老乡的灶台就是伤病员的伙房，男
人抬担架，妇女护理忙，新县人民为根据地的巩固
和建设、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巨大贡献。

如今，箭厂河河水依然奔流不息，仿佛还在向人们
述说着当年的红色故事。

一、箭厂河红军后方总医院的沿革及编制概况
箭厂河后方总医院的前身， 是红安县刘家园

红军医院，其规模还不如一个医务所，既没有整洁
的病房，又没有医疗设备，医生只有两名。林云翰
原先是在国民党部队从实践中钻研学的西医，另
一位戴淑先学的是中医。 看护员是从农村里动员
来的四个年轻姑娘，她们一边学习，一边诊治，制
作绷带材料，上山采集草药和护理伤病员工作。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根据地扩大，部队迅速扩
编，战线不断延长，伤病员逐渐增多，

1931

年
5

月，中央
分局决定将刘家园红军医院迁往新县箭厂河， 扩编为
军事委员会后方总医院，以便于在斗争形势趋缓、环境
相对稳定的地区，对大批重伤病员进行集中救治医疗。

总医院编制情况：设院长、政委、副院长；政治
处、经理处；内设外科、内科，开刀房（手术室）、药
房、担架队、运输队、洗衣队，没有化验室。另外还
有一个卫校，实际上就是业务培训班。大夫十几人
左右，当时每个大夫带一个看护班，约

10

至
15

人，

各管
3

至
5

个病房，看护班有看护长和班长。

后方总医院院长早期由孟�然担任，注重内科，

后逃跑叛变；副院长邵达夫接任院长，本行是外科。

孟、邵两人都毕业于上海医科专业学校，是后方总医
院仅有的业务权威。后方总医院政委是胡明正。

总院下设七个分院，配置分布在总院周围，距
前方部队较近的地方， 以便于接受前方部队的伤
病员。总医院是接收前方分院送来的重伤病员。战
斗激烈、伤员增多时，也不分前方后方，只要有伤
员，都无条件接收。除在红安、麻城、商城设立的四
个分院外，在新县境内的有八里畈二分院，院长不

详；新集镇为四分院，院长、政委由林之翰担任；光
山县南部虎湾为七分院，院长是张克彬。

二、箭厂河后方总医院伤病员的收治与康复
打仗就会有伤病员发生， 有了伤病员就要安

置和医治。鄂豫皖苏区逐步建立以后，红军后方卫
生勤务保障体系也得以完善和发展。 部队在外线
作战，远离根据地，便在作战区域设临时医院，待
部队回返时，一同将伤病员带回根据地；在内线作
战时距后方医院不太远， 部队便把重伤员由战时
设置的医疗后送站，逐级后送，后转输送，伤病救
治非常有序。其危险性、劳动强度大的伤员转送工
作， 一般由苏维埃政府组织的民工担架队运到总
医院驻地箭厂河。 伤员到后即行医疗， 将轻重分
开，再入病房（各村）。对轻伤员的入驻地安排远一
些，重伤员的驻地要近一些，便于后续治疗。

伤病员到各村后，在医护人员指导下，主要依靠
村长、妇女主任组织实施护理、生活，妇女和儿童团也
主动协助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伤员未到来前，

用稻草打地铺；伤员一到，就安置伤员，脱下脏衣血衣
去洗净晾干；平时给伤员做饭，有条件的到大伙房打
饭，给不能吃饭的伤员喂饭，还要端大小便。另外，把
脏敷料换下来后洗净，以便下次消毒后再用，每天给
伤员换药等。重伤员换药和打针，由医生负责。

被安置在群众家里的伤病员都得到无微不至的关
怀。天转凉后，群众主动把自己的衣裳拿去给伤员穿，他
们还将一些肉、蛋等营养品，送给病员食用，滋补身体。

根据地群众还运用当地传统疗伤的土办法为伤
员护理，操作简便，效果明显，被普遍推广使用。一是
新县山高林密，山沟溪水长流不断，洁净度高，舀到
壶里烧开后，再放一些食盐，就可以用来洗伤口；二
是实行日光疗法，招呼照顾能够走动的伤员和病员，

天天晒太阳，即可暖身，又能辅助疗伤。由于巧妙利
用自然条件，伤员的伤口很少有化脓现象，治疗康复
得很快。正因为群众待伤病员亲如兄弟，极大地激发
了他们的革命激情， 许多轻伤员不等治愈即要求出
院杀敌，以回报医护人员和根据地的乡亲。

三、 箭厂河红军后方总医院为我军后方勤务
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箭厂河红军后方总医院实施的卫生勤务保
障， 是党的群众路线运用于人民革命战争的具体
体现。人民战争，就是广大人民群众为了反抗阶级
压迫和民族压迫组织起来的战争， 它具有鲜明的
阶级性和群众性， 充分展示了战争的目的是为了
人民，参加战争的主要成员是人民群众，战争的胜
利果实属于人民。

1930

年冬到
1932

年
6

月， 鄂豫皖
根据地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根
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红色区域有

25000

多平方公
里，红四方面军多达

4.5

万余人，充分说明只有动员
群众，依靠群众，才能有巩固的后方；良好的休整
环境，使得伤病人员得以康复重返前线，有源源不
断的人力、物力的补充，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箭厂河红军后方总医院的初创和完善，是我党实
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实践。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

生产力水平和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决定着其相适应的
经济基础。鄂豫皖苏区的中心区域———新县，处在大
别山腹地，当年实乃穷乡僻壤，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封
锁、包围，加上连年战争的破坏，经费、物资十分匮乏。

因此红军的反“围剿”武装斗争只能从实际出发，打什
么样的仗开展什么样的后勤工作，什么样的环境条件
建立因地制宜的卫生勤务保障，不能脱离当时的生产
和生活水平。解决医务人员缺乏的问题，一靠自己培
养；二靠地方党组织动员进步的中西医人员到医院工
作；三靠教育和改造在战争中得到解放的医务人员来
充实。在平汉铁路东侧的双桥镇战斗中，俘虏了一个
叫岳维峻的国民党高级官员，经教育和谈判，许多稀
缺的西药和器材由他供应。 但多数还是自力更生，就
地采集加工制造，或采用代用品。

箭厂河红军后方总医院与地方群众的团结协作，

为确立新型的军政、军民关系提供了典范。在地方党
委、苏维埃各级政府地深入动员和教育下，箭厂河一
带的群众深知革命战争是解放自己的战争，于是忘我
地支援医院的医疗与救护工作。由于后方总医院具有

相对的稳定性， 地方政府在安排民工时非常有计划、

有秩序，每次大的战役战斗，都有上千人次的民工和
上百户的农家转运、 安置伤病员及输送各类物资。遇
有敌情，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安顿隐蔽，保证完成
任务，甚至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伤病员。他们说：“伤员
为咱们流血，咱们为伤员流汗。”“伤员受伤不能动，咱
们耐心来侍奉。” 后方总医院做到有计划地使用当地
民工，不浪费民工力量，能不用的就不用，能少用的就
少用。针对山区群众缺医少药的状况，总医院规定所
有医务科室和分院无条件地为群众医治疾病，不收任
何费用，并向群众宣传卫生防疫知识，帮助他们搞好
环境卫生，军民合作，共同预防疾病。

箭厂河红军后方总医院坚持一切为了前线、一
切为了胜利， 忠实地贯彻执行了我军后勤工作基本
指导思想。红军首要的任务就是打仗，因此坚强的卫
生保障对巩固与提高部队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为

做好战伤救护医疗工作， 除总医院驻地箭厂河距苏
区首府新集镇约

30

公里外， 所属七个分院均配置靠
近前线，组织精干、设备轻便，跟随部队行动。那时伤
病员的收治，不像现在的医院有一个床位限额，不分
前方后方，只要有伤员，有多少收多少，都是扩大收
容。在任何情况下，不丢弃一个负伤同志，迅速救护
治疗，最大限度减轻他们的痛苦，减少残废、死亡。

1932

年
10

月，第四次反“围剿”战役失利后，红
四方面军主力西进转移。 邵达夫院长奉命与林之
翰、杨翰等带领部分总医院医护人员留守根据地，

将不能随军行动的一万余名重伤病员， 分批安置
在较隐蔽的西大山至罗山县南部一带山区进行治
疗。有的分片负责，巡回治疗；有的给一些必需的
药品和生活费用，委托人民群众照护。

后来，这些治愈或基本治愈的伤病员，其中一
部分留在红二十八军， 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
击战争。还有一部分，由钱信忠、吴子南带领归建
红二十五军，参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成为最先到
达陕北的一支红军队伍。 他们怀着对总医院医护
人员的感激和对箭厂河地区人民群众的依恋，转
战南北，驰骋疆场，屡建奇功，为民族独立、人民解
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湖北荆门油菜花节抢先揽客

为提前抢占春季赏花踏青旅游
市场，中国油菜花之乡———湖北荆门
市日前在武汉举办第五届油菜花节
暨春季旅游产品推介会，发布

10

条精
品旅游产品， 邀请八方游客参加

3

月
举办的湖北荆门第五届油菜花节，观
赏美丽的油菜花海。

“世界油菜看中国， 中国油菜看
湖北，湖北油菜看荆门。”荆门是长江
流域核心的油菜种植区域，常年种植
面积达

200

万亩。 每到三月油菜花开

时节，漫山遍野的金黄色花朵，把荆
门山川河流田野装扮得分外妖娆。

荆门市旅游局局长朱秋娣表示，

希望通过武汉这个中部旅游中心城
市，辐射全国旅游市场，吸引更多游
客前往荆门休闲度假。通过举办油菜
花旅游节，荆门正在努力开掘这一极
具潜力的观光农业，以此带动乡村旅
游经济的发
展。

（程芙蓉）

金桥旅行社考察苏南“金三角”

中国金桥旅行社总公司近日组
织金桥系统的

40

多家全国组团社负
责人对苏南“金三角”进行实地考察。

据了解，苏南的江阴、张家港、常
熟三市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三地的
江南水乡游、文化游、红色游、乡村游
和购物游交相辉映的特色。 考察期

间，金桥旅行社与三地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根据协议，金桥旅行社将于

3

月
上旬推出“金三角”旅游首发团，并将
在全国

31

个大中城市的
81

家下属企
业宣传江南“金三角”，组织全国各地
的游客到江南“金三角”，实地感受和
深入了解美丽江南。 （周士更）

山东招远购物游带旺旅游市场

近日，笔者在山东招远看到，来自
省内外烟台、青岛、潍坊、淄博、威海、东
营以及河北、河南、吉林等地的旅游大
巴车及专线直通车络绎不绝， 来自全
国各地的自驾游也是车水马龙， 形成
了招远市冬季购物旅游的火爆场面。

据招远市旅游局局长王凤友表

示：“招远依托休闲购物、 黄金之旅、

温泉养生等冬季特色旅游资源，组织
开展了‘好客山东贺年会，金都温情
财富年’系列主题活动，购物旅游市
场异常火爆， 以购促游带动作用明
显，有效激活了景区冬季市场，招远
旅游淡季不淡。” （任叶）

福建将奖励星级乡村游经营单位

笔者日前从福建省财政厅、省旅
游局联合出台的《福建省乡村旅游专
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获悉，对首次
评定为三星、四星和五星级乡村旅游
经营单位的项目， 分别给予

10

万元、

15

万元和
2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为规范省级财政乡村旅游专项
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该《办

法》 明确了乡村旅游专项资金的用
途，主要用于省级评定的三星以上乡
村旅游经营单位奖励、乡村旅游基础
设施建设、乡村旅游公共服务平台完
善、 乡村旅游项目规划及资源保护、

乡村旅游人力资源培训及市场营销
等。

（肖长培）

旅游资讯

比5A级景区更重要的是“5A级”人本关怀

近日， 有媒体报道称汶川映
秀

5.12

震中纪念地争创国家
5A

级
景区的新闻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
表示质疑，汶川县相关负责人回应
称，“发展旅游是不得已而为之”，

创
5A

级景区的初衷是希望能够通
过发展旅游业，来为当地老百姓增
加收入。（

2

月
21

日《南方日报》）

地震遗址上建景区， 民众担
心会“给当地老百姓带来情感上
的伤害。”笔者以为，建景区之所
以会引起如此争议， 是因为“

5A

级”所暗示的商业卖点。我国将旅
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为五级，其
中“

5A

”级是全国旅游景区（景点）

的最高荣誉， 是中国旅游精品景
区的标杆， 一旦申请成功将会成
为吸引游客的金字招牌。 很多网
友认为，通过消费灾难实现创收，

于伦理道德不合。

网友的争议和汶川官方的回
应看似矛盾， 本质上都是出于人
本关怀的考虑。 网友关注的是灾
区人民的情感承受， 而汶川官方
则是为了更好地吸纳当地居民就
业，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

5A

级
景区当然可以建， 可是比申报

5A

景区更重要的问题是怎么建。是
粉饰遗址大搞政绩工程， 还是谨
慎地保留废墟原貌， 重点挖掘周
边旅游资源

?

是一味追求利益最
大化不顾当地承受水平， 还是深
刻从简， 保证当地居民正常生活
不受干扰，让他们真正获得实惠

?

其实， 因灾难而发展的旅游
业并非没有先例， 例如唐山大地
震纪念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甚
至是

1996

年的那场大地震让丽江
成为著名的旅游城市， 似乎都可
以成为汶川申报

5A

级景区的依

据。但是反观这些旅游纪念地，当
地政府更要思考的是， 如何使美
好的初衷在商业手段的指挥下能
长期不走样。因为过度开发，丽江
面临严重的生态破坏， 居民生活
受到干扰， 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也同样遭遇了商业化的困境，这
些问题都应该给汶川政府敲响警
钟。 不收门票固然能表明官方立
场， 但是景区建设与维修保护依
然有待一个长效机制的建立。

应当明确的是， 地震纪念地
纪念的是逝去同胞的生命， 传递
的是对生命的敬畏与珍爱。 当地
政府只有拿出

5A

级的人本关怀，

更加审慎地权衡和论证， 才可能
抵达预期设想，真正为民谋利。

旅游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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