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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大局 敢于担当

———大别山革命传统的历史考察
蒋文俊姬少华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 大别
山是与井冈山、 太行山齐名的三大
革命历史名山。大别山是“红军的摇
篮、将军的故乡”，在长期的革命斗
争中形成了“服务大局、敢于担当”

的优良传统，彰显了以“红旗不倒”

为显著特征的大别山革命精神。

“服务大局、敢于担当”是红色
大别山的革命传统， 具有深刻的历
史内涵。“服务大局” 是指在中国革
命的紧要关头， 大别山军民总是一
切从全国战略大局出发， 一切服从
于革命大局的需要， 用自己的牺牲
为全局的胜利创造条件， 凝结的是
大别山军民顾全大局、 甘于奉献的
精神，彰显的是“大别山革命传统”

的风格。“敢于担当” 是指在中国革
命的关键时刻， 大别山军民都处在
最前沿的位置， 发挥着重要和特殊
作用， 凝结的是大别山军民听党指
挥，勇挑重担，敢于担当关系全国战
略大局的艰巨任务，体现的是“大别
山革命传统”的品质。

一、 在党的创建和大
革命时期， 大别山孕育出
四位中共“一大”代表，是
全国最早有党员活动，建
立地方党组织和开展农民
运动最早、 最好的地区之
一。

1921

年
7

月，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宣告成立。从此，大别山人民找到了
自己的救星———中国共产党， 走上
了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的革命道路。

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边区是中
国共产党的重要建党基地， 从这里
走出了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
仁静

4

名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创
建了中共武汉党小组和中共武汉区
委。 陈潭秋于

1921

年秋回到家乡发
展党员， 随后建立了中共陈策楼党
小组， 这是党在中国农村创建的第
一个党小组。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
大钊等亲自指导了大别山区域的建
党活动，播下了革命火种，使之成为
建立中共党组织较早、 群众基础深
厚、 工农运动蓬勃兴起的革命发源
地之一。

大革命浪潮澎湃， 大别山人民
经受了第一次大革命运动的锻炼。

为了适应农民运动日益发展的需
要， 大别山区党组织选送了大批优
秀青年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武
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为农
民运动的兴起培养了骨干。

1927

年
5

月，大别山区各县的县、区、乡农民
协会组织普遍建立， 加入农民协会
的群众达

130

万人。特别是在支援北
伐战争、推翻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打
击土豪劣绅疯狂反扑的革命斗争
中， 大别山区各县普遍建立农民自
卫军，武装农民达几十万人，并在大
别山较早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农民武装， 开展了早期农民武装斗
争，成为党的群众基础最好的区域，

为进一步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二、在土地革命初期，

确立了大别山在全国革命
大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为了支援中央苏区的反
“围剿”斗争，大别山红军
在自身面临敌军“围剿”的
情况下， 多次南下策应中
央苏区。

1927

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
叛革命，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制造白
色恐怖，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
败。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大别山
区党组织坚决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
神，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适时把工
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 连续举行
了以黄麻起义、商城起义、六霍起义
为主的几十次工农武装起义， 创建
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一、三十二、

三十三师， 开辟了以大别山区为中
心的鄂豫边、 豫东南、 皖西苏区。

1930

年
2

月， 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军
委书记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会议，

富有远见卓识地作出一系列切合大
别山革命斗争发展实际的战略决
策———设立鄂豫皖特区、 建立鄂豫
皖特委、成立红一军，使鄂豫皖苏区
得以迅速形成和发展壮大， 确立了
大别山在全国革命大局中的重要战
略地位。

红一军和红四军的南下。 红一
军成立后， 抓住有利时机分东西两
线进攻作战，接连取得重大胜利，使

鄂豫皖苏区发展成为既可与中央苏
区隔江相望、 又可与湘鄂西苏区东
西呼应的三足鼎立之势。

1930

年
10

月， 蒋介石部署了以江西中央苏区
为重点的第一次“围剿”。

11

月，鄂豫
皖特委和红一军前委在罗山潘新店
召开会议，决定根据党中央的指示，

挥师南下， 执行威逼武汉、 牵制敌
军、 配合中央根据地第一次反“围
剿”的任务。会后，红一军即由罗山
县潘新店挥师南下宣化店， 伺机向
长江沿岸发展， 打通了与红十五军
的联系。

1931

年
7

月中旬
,

为了支援
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曾中生、

徐向前敢于担当，率领红四军的
5

个
团冒着酷暑由商城县挥师南下

,

连
续攻克英山、蕲水、罗田、广济四城
,

取得歼敌
7

个多团的重大胜利
,

共
计俘敌

5000

余人， 牵制了蒋介石原
拟派往江西的部分兵力

,

有效地配
合了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反“围剿”斗
争。

创造红色大别山首度辉煌。

11

月
7

日，红四方面军成立，随后连续
发动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
战役。

1932

年
6

月，以红四方面军“四
大战役”胜利为标志，鄂豫皖苏区的
发展达到鼎盛， 成为拥有主力红军
4.5

万余人，地方武装
30

万人，根据
地面积

4

万余平方公里、 人口
350

余
万， 建立了

30

个县市革命政权的全
国第二大苏区。

三、 在四支红军长征
部队中， 为了迎接党中央
和中央红军， 从大别山走
出的红二十五军主动挺进
陕甘，成为最早到达陕北、

迎接党中央的“北上先
锋”。

1932

年
10

月中旬， 红四方面军
战略转移后， 敌军仍以

20

万兵力继
续“清剿” 鄂豫皖苏区，“血洗大别
山”。 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危急情况
下， 挑起独立坚持大别山根据地斗
争的重担， 将分散的革命武装集中
起来，重建红二十五军，建立红二十
八军，先后取得郭家河大捷、潘家河
战斗、杨泗寨战斗、葛藤山反击战、

扶山寨战斗、 长岗岭大捷等一系列
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沈泽民的临终报告。 中共鄂豫
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在中央分局和红
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后， 带领省委一
班人面对严峻的形势，力挽狂澜，坚
持斗争。

1933

年
11

月
10

日，他在重病
之中以一个共产党员光明磊落、严
于律己和勇于承担责任的态度，写
完生前给党中央的最后一份报告。

11

月
20

日， 沈泽民病逝于天台山北
麓的卡房枣林村。

1934

年
11

月
16

日， 在中共鄂豫
皖省委的率领下， 红二十五军高举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
的旗帜， 在罗山县何家冲千年银杏
树下列队出发，开始长征。这是继

10

月中旬中央红军长征之后的又一伟
大壮举。

红二十五军是从大别山走出的
第二支红军部队。 在第一阶段的长
征中， 红二十五军以不足

3000

人的
兵力打破了敌人

30

多个团的围追堵
截，转战桐柏山、豫西平原、伏牛山，

进至陕南，经独树镇、庾家河两次生
死存亡的恶战， 在鄂豫陕边区开辟
了新的革命根据地； 在为迎接党中
央的第二阶段长征中， 红二十五军
出秦岭，过渭河，翻越六盘山，驰骋
陇东，切断西（安）兰（州）公路，钳制
敌军大量兵力， 进而又主动挺进甘
陕， 成为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长
征部队，并因此被誉为“北上先锋”，

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 把中国
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 作出了重
大贡献。

四、 在艰苦卓绝的三
年游击战争中， 高敬亭临
危受命、敢于担当，重建了
红二十八军， 使革命红旗
始终飘扬在大别山上。

红二十八军是南方八省坚持三
年游击战争中唯一成建制的红军主
力部队。 红二十五军奉命北上抗日
后， 为了集中力量坚持大别山革命
斗争， 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高敬亭
临危受命，以光山、罗山、商城等县
的地方武装为主， 于

1935

年
2

月
3

日
重建了红二十八军。全军

1400

余人，

高敬亭任政委。与此同时，独具特色
的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武装工作便衣

队， 也在鄂豫皖苏区遭敌严重摧残
的情况下蓬勃发展， 成为深深扎根
于苏区群众之中的坚强革命力量。

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红
二十八军在苏区人民的大力支援
下，英勇转战于鄂豫皖边区

45

个县，

牵制了国民党的大量正规军， 歼敌
18

个营、

15

个连和大量小股敌军，粉
碎了敌人的反复“清剿”，使革命红
旗始终飘扬在大别山上。

1937

年
7

月， 抗日战争全面爆
发。 根据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所达
成的协议， 红二十八军和豫鄂边红
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高
敬亭任支队司令员， 下辖

4

个团、

3100

余人。

1938

年
3

月
8

日，新四军四
支队举行东进抗日誓师大会， 随即
从七里坪和邢集出发奔赴皖中、皖
东， 成为首批到达华中抗日前线的
新四军部队。

5

月
12

日， 第四支队第
九团在巢湖东岸的蒋家河口歼灭日
军第六师团巢县守备队

20

余人，打
响了新四军在华中抗战的第一枪。

五、抗日战争爆发后，

李先念勇于担当， 重返大
别山， 开辟豫鄂边抗日根
据地，创建新四军五师，孤
悬敌后坚持抗战， 使之发
展成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
的六大战略区域之一。

李先念是从大别山走出的青年
英雄。 他青年时代投身革命， 参加
“黄麻起义”，驰骋大别山区，威名鄂
豫皖，红四方面军走出大别山时，李
先念已成长为红十一师政委。 在举
世闻名的万里长征中， 李先念率领
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迎接党中央，

随后经历了三过草地、 血战祁连山
的严峻考验。 尤其是当西路军悲壮
失败之际，李先念临危受命，以坚强
的毅力率领西路军余部， 九死一生
地越过戈壁滩到达新疆， 为党和红
军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 对于红军
将领李先念的卓越功绩和英勇奋斗
精神， 毛泽东曾给予高度评价：“李
先念是将军不下马的”，“李先念是
我们的青年英雄”。

1939

年
1

月
17

日，李先念南下四
望山， 使之成为豫鄂边抗日根据地
和新四军五师的发源地， 使之成为
江淮抗战的中流砥柱。 新四军第五
师长期孤悬敌后，独立作战，英勇抗
日，战胜了敌、伪、顽的夹击，巩固和
发展了豫鄂边抗日民主根据地。至
抗战胜利时， 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
部队已由南下信阳四望山时的

160

余人发展到
5

万余人。依靠豫鄂边区
人民的大力支援， 新四军五师先后
抗击了

15

万日军和
8

万伪军，对敌伪
战斗达

1260

余次，共歼灭日伪军
4.3

万余人； 对顽军的自卫作战
878

次，

毙伤俘顽军和顽军起义投诚的共
3.2

万余人。新四军五师在浴血奋战
中，伤亡

1.3

万余人，以鲜血和生命
谱写了辉煌的历史， 为夺取抗日战
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六、在解放战争初期，

位于中原解放区反内战前
线的大别山军民， 从全国
战略大局出发， 坚持大别
山战略要地， 用自己巨大
的牺牲， 为党在东北、华
北、 华东的战略部署赢得
了宝贵时间。

抗日战争胜利后， 以大别山为
中心的中原解放区是人民保卫抗日
战争胜利果实、 进行自卫战争的前
哨阵地。这里踞险地而扼要冲，既可
对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进行抗衡，

也可对其他解放区形成有力支持。

中原局势，维系全国。蒋介石欲控制
中原，必先夺取大别山。因此，日本
军国主义刚宣布投降， 蒋介石就调
集
20

多个师和
9

个游击纵队，抢占通
往华东、华北、东北的战略枢纽———

中原解放区。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犯，

1945

年
10

月， 集结在信阳四望山区
的新四军五师发起了桐柏自卫反击
战，历时两个阶段，歼敌

7000

余人。

11

月
28

日， 中共中央电示中原局：

“你们最近在豫南、鄂北的行动已取
得重要胜利， 吸引了刘五六个军对
着你们， 这就大大帮助了刘伯承在
平汉路北段作战。”

“即使是全军覆没，也要保障全
局的胜利”。

1946

年
1

月
10

日，国共双

方达成“停止国内军事冲突” 的协
议。李先念恪守停战协定，率中原军
区第一、二两个野战纵队，在豫东南
大别山区集结待命。 中共中央和毛
泽东估计到，停战协议签订后，其他
解放区可能会有一段和平时期，而
中原解放区则不可能， 蒋介石必然
首先力图消灭这里的革命武装。

3

月， 李先念派王震到延安请示工作
时，毛泽东明确指示：中原部队要继
续完成牵制国民党军队的战略任
务，并要准备作出重大的牺牲，即使
是全军覆没，也要保障全局的胜利。

他要王震记住这些话， 回去转告李
先念。果不出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
所料，从

1

月
10

日到
4

月底，围困中原
军区的国民党军队又增加到

26

个正
规师、

30

余万人， 向中原部队进攻
1170

余次，占领村镇
1072

处，修筑碉
堡
6000

余座，将中原军区部队
6

万余
人分割围困在方圆仅

200

余平方公
里的罗礼经光地区。同时，大搞经济
封锁，欲置中原解放区军民于死地。

李先念等率领中原军区部队坚决执
行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 在大别山
战略要地克服千难万险， 又进行了
长达

5

个多月的战略坚持。

1946

年
6

月
26

日，国民党军队以
宣化店为目标， 分四路围攻中原解
放区， 悍然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
攻。 李先念指挥中原军区部队于当
日晚主动作战略转移， 进行中原突
围战役。李先念率领北路军，共

1.5

万人，连夜撤离宣化店，朝西北方向
突围，

6

月
29

日夜， 在信阳柳林打响
了中原突围的第一场战斗， 突破了
敌人重兵把守的“钢铁防线”，胜利
越过平汉铁路。 中原突围， 震惊中
外，由此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中
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对中原突
围战略意义和作用给予很高评价：

“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
所得。你们这一行动，已调动程潜、

刘峙、胡宗南三部力量，给反动派以
极大震动与困难， 故你们的行动关
系全局甚大。”

七、 在中原突围的紧
要关头，为了牵制敌军、掩
护主力突围， 皮定均勇当
前锋， 率领一纵第一旅
6000

余人在光山白雀园顽
强吸引和阻击敌军， 圆满
完成掩护全军向西突围的
艰巨任务。

1946

年
6

月
24

日， 中原军区副
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王树声正
式向皮定均下达命令：“中原军区
党委决定，由皮定均指挥第一旅掩
护全军向西突围的任务。要不怕牺
牲，用一切办法拉住敌人，迷惑敌
人。只要三天之内敌人不能准确判
断我军主力突围方向，掩护任务就
算完成了。” 皮定均以服务大局的
精神，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这个光荣
而艰巨的任务。当天夜晚，皮定均
命令部队由光山白雀园向东、东南
和东北方向佯装出积极行动的姿
态，以迷惑吸引敌人，便于主力向
西突围。上了圈套的敌人以为中原
军区主力要向东突围，以两个整编
师分北、东两路扑来，轻重火力发
狂似的向皮旅阵地倾泻。英勇的皮
旅指战员抗击着数十倍于己的敌
人，迫使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
出惨重的代价。

经过连续三天的顽强阻击，中
原军区主力部队已越过平汉铁路
向西挺进。皮旅胜利地完成了掩护
任务后，决定向东突围。皮旅的指
挥员深知向东突围山高路险，有超
过自己十倍以上的敌人和无数道
封锁线，但以大局为重的他们更明
白只有向东和主力背道而驰，才能
最大限度地调动敌人，减轻对主力
的压力。为了给西线主力以更大支
持，皮定均决定摆开长龙，以强行
军速度， 在国民党军眼皮子底下，

插向其背后，显示中原军区主力向
南突围态势。 然后突然折东疾进，

进入鄂豫两省的交通要道小界岭，

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包围线，进一
步策应主力西进突围。这个旅全面
完成掩护中原局主力部队突围的
任务后， 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出敌不意，孤军东征，跨越岑峦叠
嶂的大别山，一路斩关夺隘，连续
突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克服了
无数艰难险阻， 大小战斗

23

次，辗
转

24

个昼夜， 行程
750

公里， 除掉
队、失散、伤亡外，以还是一个旅约
5000

人的完整建制，胜利到达苏皖
解放区。这就是“服务大局、敢于担
当”创造的奇迹。

八、 在解放战争的关
键时刻，刘伯承、邓小平率
领从大别山走出的三批子
弟兵，以“服务大局、敢于
担当”的革命传统，义无反
顾地千里跃进大别山，实
现了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
防御到战略进攻的伟大历
史性转折。

1947

年
5

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主席根据解放战争形势的重大变
化， 作出了实行战略反攻的重大战
略决策， 并选择地处中原的大别山
区作为战略进攻的主要突击方向，

指定由刘伯承、 邓小平率领冀鲁豫
野战军主力（史称刘邓大军）承担这
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5

月
16

日，中
共中央决定，邓小平任中原局书记，

统一领导南征行动。 当解放战争转
入战略反攻的关键时刻， 从大别山
走出的三批子弟兵（红四方面军、红
二十五军、新四军第五师），在刘邓
首长的率领下，肩负起重返大别山、

实施战略反攻的历史重任。

1947

年
6

月
30

日，刘邓大军
12

万
余人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
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
幕。到

7

月
28

日，刘邓大军经过
28

天
激烈的连续战斗，歼灭了敌人

9

个半
旅、

4

个师部
6

万余人，取得了的重大
胜利。

毛泽东认为实施战略反攻的关
键是： 刘邓大军只有迅速直插大别
山地区，直逼南京、武汉，才能全面
打乱蒋介石的战略部署。

7

月
23

日，

毛泽东致电刘邓：“下决心不要后
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然
而这时， 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
经过近一个月的连续作战， 已经极
度疲劳而且伤亡较重， 亟须休整。

7

月
28

日，刘邓给中央军委回电，如实
陈述了部队目前存在的困难， 希望
能在内线继续作战一个时期， 等时
机更为有利时再向大别山挺进。刘
伯承、 邓小平原以为中央会批准他
们的计划，没想到

7

月
29

日就接到中
央军委发来的一份标有

3

“

A

”字的
加急绝密电报。 这份由毛泽东亲自
起草的电报中说：“现陕北情况甚为
困难，如陈赓、谢富治及刘伯承、邓
小平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
动调动胡宗南军一部”，“陕北不能
支持”。刘伯承、邓小平深深感受到
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他们寄予的
厚望。于是，为了解放战争的战略大
局，刘伯承、邓小平敢于担当重任，

决心不顾鲁西南战役连续作战的疲
劳，克服一切困难，尽快“直出大别
山”。

8

月
1

日，邓小平在部署跃进大
别山的会议上强调：“我们好似一根
扁担，挑着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我
们要责无旁贷地打出去， 把陕北和
山东的敌人拖出来。 我们打出去挑
的担子愈重， 对全局愈有利。”

8

月
7

日，刘邓大军分三路向大别山挺进：

刘邓率二、六纵为中路，一纵和中原
独立旅为西路，三纵为东路，开始了
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伟大壮举。

8

月
27

日， 刘邓大军主力越过最后一道天
险———淮河， 胜利到达千里跃进的
目的地———大别山。

刘邓大军刚刚进入大别山战
略要地，敌军就以

23

个旅的兵力从
东、西、北三面合击而来。刘邓首长
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作出了“北
线牵制、南线展开”的战略部署，并
具体指定了各纵队展开的区域。即
一纵在豫东南，二纵在鄂皖，三纵
在皖西， 六纵在鄂东。

9

月
5

日至
26

日， 刘邓大军一、 二纵主力在商
（城）光（山）边区连续发起河凤桥、

钟铺、斛山寨战斗，三战三捷，歼敌
数千人，取得了进入大别山首战的
胜利。

在实施战略展开的关键时刻，

刘伯承司令员、 邓小平政委于
9

月
27

日在光山县砖桥文氏祠堂召开
旅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史称“王大
湾会议”）， 主题是坚持大别山斗
争，增强部队纪律和斗志，明确扎
根大别山的基本任务。这次会议极
大地提高了全军将士克服困难的
信心、 勇气和战胜敌人的斗志。

10

月
8

日至
27

日， 刘邓大军连续发起
张家店战役和高山铺战役，一举歼
灭敌

2

个师、

4

个旅， 取得了刘邓大
军挺进大别山以来外线作战的空
前大捷。

10

月
29

日， 鄂豫皖前线司
令部发言人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
话，宣布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两个
月以来，胜利实施了战略，共计歼
敌

3

万余人，攻克了
23

座县城，建立

了以大别山为中心、 方圆数百公
里， 下辖

8

个地区
33

个县、 人口达
1200

余万的根据地。

九、 在坚持大别山内
线斗争的艰难时刻， 邓小
平以“我们在大别山背重
些”的伟大风格，亲自带领
大别山军民艰苦奋斗，终
于在大别山站稳了脚，实
现了毛泽东关于挺进大别
山三种前途估计中最好的
前途，生动地诠释了“服务
大局、敢于担当”的革命传
统。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恰
似一把利剑插进蒋介石反动统治的
心脏。

1947

年
12

月
1

日， 蒋介石为解
除心腹之患， 遂集中

14

个整编师
33

个旅的兵力， 对刘邓大军展开全面
围攻，企图彻底摧毁大别山根据地。

为了打破敌军对大别山的“总体
战”，刘邓首长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内
外线粉碎敌人围攻、 坚持大别山的
指示，决定组成前、后两个指挥所，

分兵作战，实施战略再展开。

邓小平留在大别山坚持内线斗
争的两个多月， 是刘邓大军挺进大
别山全过程中最困难的时期， 也是
最能体现邓小平伟大风格的时期。

能否在大别山站住脚， 事关解放战
争转入战略的大局。 在这个关键时
刻，邓小平早已做好了“我们在大别
山背重些”的思想准备。他向部队干
部动员道：“我们在大别山困难很
多，是在‘啃骨头’，但是，在其他战
场上， 我们的兄弟部队已经开始吃
肉了，我们背上的敌人越多，我们啃
的骨头越硬， 兄弟部队在各大战场
上消灭的敌人就越多， 胜利也就越
大。”邓小平这种一切为全局着想的
伟大胸怀， 为了全局敢于“啃硬骨
头”的崇高精神，激励着坚持大别山
内线斗争的指战员， 更加英勇地与
强敌展开殊死斗争。

毛主席和中央军委非常重视大
别山的反围攻斗争，指示陈粟、陈谢
两军要沿平汉路直迫武汉， 以策应
刘邓主力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邓
小平得知这一情况后， 立即于

12

月
22

日电告中央军委：“我们认为陈
粟、 陈谢对大别山的支援， 不宜急
躁，而作较长期的打算。”邓小平始
终是从战略全局出发思考问题，分
析形势， 把是否对全局有利作为取
舍的首要标准。正因为如此，邓小平
在这个电报中以顾全大局的伟大风
格， 向中央军委明确提出：“我们在
大别山背重些，在三个月内，陈粟、

陈谢能大量歼敌，江汉、桐柏、豫陕
鄂和淮河以北地区能深入工作，对
全局则极有利。”

邓小平在大别山常说：“我们挑
的担子愈重， 对全局就愈有利。”这
就是邓小平所一贯思之、行之、倡之
的服务大局精神和身体力行的品
质。 在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的两个
多月时间里， 邓小平率领前方指挥
所， 仅以

500

多人的警卫部队作掩
护，历经艰难困苦，与敌人日夜周旋
于深山峻岭之中。 他指挥各个纵队
和鄂豫、皖西两区地方武装，灵活机
动地实施了分遣与集中相结合的战
略战术，不断粉碎敌人的围攻和“清
剿”。 在大别山反围攻的第一个月
里， 刘邓大军就歼灭敌正规军及土
顽

1.5

万余人， 先后收复县城
10

余
座， 取得了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的
重大胜利。 邓小平实事求是地评论
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苦难与辉煌：

“中原吸引了蒋介石南线的一半以
上的兵力， 保证了其他地区的胜利
展开，虽在全国范围吃苦头最多，付
出了代价，但换取了战略上的主动，

取得了全局的胜利。”

敢于担当成就了中国革命历
史的大转折。

1948

年
1

月
15

日，邓小
平致电毛泽东：“现在看来，我们业
已站住（脚），不管情况如何严重，

敌人是撵不走我们的。” 刘邓大军
终于在大别山站稳了脚， 扎下了
根，胜利地实现了毛泽东关于刘邓
大军挺进大别山三种前途估计中
最好的前途。毛泽东对此给予高度
评价：“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
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
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
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
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
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
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
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内，

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

走向全国的胜利。”

十、 在解放战争的战
略决战中， 大别山革命老
区人民群众像当年爱戴红
军一样的热烈欢迎人民子
弟兵， 竭尽全力地支援淮
海战役和解放军渡江南
下，使大别山成为“人民解
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
基地”。

支援淮海战役。淮海战役期间，

大别山解放区一方面“抽调适当兵
力，集结固始地区，以防敌邱清泉、

李弥、孙元良兵团南窜”；另一方面
则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前
线。 据不完全统计， 大别山区和江
淮、 豫皖苏人民共支援粮食

1.05

亿
公斤、 柴草

2.65

亿公斤， 出动担架
12.5

万副、民工
160

万人，为淮海战
役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9

年
1

月
3

日，邓小平、张际春在总结淮海
战役胜利经验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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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架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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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的供应， 前线部队极感满
意。”

大别山是解放军渡江南下的
前进基地。 淮海战役刚刚结束，鄂
豫、皖西两区支前司令部又发起了
声势更为浩大的支前运动，动员一
切力量筹粮备款、修桥开路、运送
物资，支援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

1949

年
2

月至
5

月，鄂豫、皖西区支
前司令部在大别山各地，到处都建
立了支前站、供应站，沿途贴满标
语，红旗招展，群众在彩门前捧着
慰问品热情迎送子弟兵。为了支援
解放军南下渡江作战、 解放全中
国，大别山老区人民表示：“要人给
人，要粮给粮，要钱给钱”、“解放军
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英
雄的大别山老区人民为解放全中
国又作出了巨大奉献。据不完全统
计，仅信阳革命老区就支援南下大
军粮食

1828.5

万公斤、食盐
1.5

万公
斤、食用油

2500

公斤、柴草
2963.5

万
公斤，修筑公路

672.5

公里，修建大
中型桥梁

222

座， 出动民工
8

万余
人、各种车辆

1000

多辆，动员民工
达
48.6

万余人次。 皖西革命老区支
援南下大军粮食

2779.5

万公斤、食
盐
10

万公斤、 食用油
3.1

万公斤、军
鞋

5

万双、 毛竹
50

万根， 出动民工
1.27

万人，动员民工
91

万余人次，修
筑公路

230

公里，修建桥梁
37

座，组
织民船

300

多只。 各路南下大军顺
利通过大别山时，都为受到革命老
区人民像当年爱戴红军一样的热
烈欢迎而感动至深，增添了打过长
江、 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力
量。

综上所述，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每个历史时期， 大别山英雄儿女
总是为了中国革命的大局， 挺身而
出； 在革命历史进程的每个关键时
刻， 大别山英雄儿女总是为了全国
革命的战略需要，敢于担当，铸就了
大别山红旗不倒的历史丰碑。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

大别山人民在党的领导下， 服务大
局，敢于担当，浴血奋战，百折不挠，

前仆后继，先后有
200

多万人参军参
战，近百万人英勇牺牲，以鲜血和生
命赢得了“红旗不倒”的崇高荣誉。

大别山是红军的摇篮、将军的故乡，

从这里走出的三支红军部队历尽苦
难，百死一生，百炼成钢，成就一个
又一个辉煌，由此诞生了董必武、李
先念两位共和国主席和徐海东、王
树声、许世友、洪学智、李德生、尤太
忠等

469

位叱咤风云的开国将领，大
别山区的红安、金寨、大悟、新县、六
安是全国著名的将军县， 占全国十
大将军县的二分之一。

正因为英雄的大别山儿女在长
期的革命斗争中树立和传承着“服
务大局、敢于担当”的革命传统，才
能保持大别山

28

年红旗不倒、

22

年
武装斗争不断的奇迹， 才能使红色
大别山在中国革命进程的每个关键
时刻都发挥重要的战略作用。以“服
务大局、 敢于担当” 为主要历史内
涵、以“红旗不倒”为显著特征的“大
别山革命精神”，为后人留下了宝贵
的精神财富。 这种精神永远铭刻在
中国革命历史的丰碑上， 飘扬在党
的旗帜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