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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领导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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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山寨会议大保卫

2

周洼村里开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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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中央声音

会议作出四项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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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有“花山寨
会议旧址”的石碑。

碑的另一面刻着
“

1934

年
11

月
11

日， 鄂豫皖省委在
花山寨召开省委常
委会议， 传达党中
央指示， 决定红二
十五军长征” 等文
字。

(

资料图）

之

六“长征精神永不过时”系列

花山寨会议

� � � �

花山寨是光山县文殊乡花山村境内
的一个山寨， 位于光山县城南

13

公里
处。 花山寨是一个名扬军史、战史的红色
革命纪念地， 红军同国民党反动派多次
在此激战。

1934

年
11

月
11

日，中共鄂豫
皖省委在花山寨召开会议， 会议对红二
十五军的发展、 长征和大别山红旗不倒
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 � � � 1934

年
11

月
8

日， 斛山寨战斗的胜利打
破了敌人的追堵计划，为红二十五军战略行动
创造了有利条件，为花山寨会议的召开创造了
一个短期的安定环境。

1934

年
11

月
8

日傍晚， 斛山寨战斗胜利
结束后，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在光
山的赛山寨稍作休整，

9

日经砖桥、椿树店继续
西进，于

10

日傍晚来到光山县城西南部的花山
寨脚下。 早在此等候的程子华、郑位三（鄂东北

党委书记）和戴季英等人从村里迎了出来。

当晚，徐海东在向导的引导下，迅速登上花山
寨顶，察看了周围地形。 徐军长立即布置红军警戒、

宿营和搞粮草。花山寨周围
2

公里内的大小路口均
设哨卡，与花山寨遥相呼应的扇子、犁铧山、神磨石岭、

九龙山等高地均挖战壕、筑工事、架起了机枪……红军战
士全天候守卫在阵地上。新中国成立后，每当花
山寨人谈及此事时， 通常把这次红二十五军正
常的严密布防简称为“花山寨会议大保卫”。

� � � � 1934

年
11

月
11

日晚，中共鄂豫皖省委在
花山寨西南角名叫周洼的小村子召开了第十四
次常委会议，即著名的花山寨会议。会址在现在
的光山县文殊乡花山村周洼村民组。

参加花山寨会议人员有当时的省委、 省苏
维埃政府、红二十五军主要负责同志。 主要有：

徐宝珊（鄂豫皖省委委员、 常委、 代理省委书
记）、吴焕先（鄂豫皖省委委员、常委、红二十五
军政委）、徐海东（鄂豫皖省委委员、红二十五军
军长）、郑位三（省委委员、常委、代理省苏维埃

人民委员会主席兼鄂东北党委书记）、 戴季英
（鄂豫皖省委委员、常委、鄂东北游击司令）和程
子华（中共中央特派员，粤赣苏区红二十二师师
长兼粤赣军区代参谋长（花山寨会议前）。

如果把花山寨会议分为两个阶段， 那么第
一阶段的会议议程应是看中央文件、听郑位
三转达周恩来的口头指示

,

徐宝珊与程子华
会面，程子华参加了第一阶段的会议。 会议
第二阶段的议程主要是讨论和决策， 程子
华没有参加。

� � � �

根据史料记载， 中共鄂豫皖省委从皖西过
来后，开过两次会议。 第一次会议是由程子华传达
中央指示精神，决定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第二
次会议是研究人事安排问题，没叫程子华参加……

事实上， 第一阶段会议应是中共鄂豫皖省委成员看
中央文件，听郑位三的口头回报。郑位三向省委书记
徐宝珊转交了程子华带来的中央

7

月
25

日《中共上
海中央局关于开展武装自卫运动的指示信》、

7

月
26

日《中共中央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秘密通知》《关于
组织抗日先遣队的通知》和

7

月
29

日《中共中央书
记处关于反对敌人进攻的军事、 政治行动方针

给鄂豫皖省委的补充训令》等文件，还转达了程
子华带来的中革军委副主席、军事部长、红军总
政治委员周恩来同志对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的口
头指示， 希望鄂豫皖省委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具
体决定。

事实上，程子华到鄂东北道委后，除对郑位三、

戴季英等常委讲述周恩来的指示外， 还传达了朱德
总司令对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的具体意见。

当晚，徐宝珊、吴焕先等人了解中央文件及
周恩来的指示后， 每个人又开始思忖着下一步
红二十五军应如何行动。

� � � �

第二阶段会议于
11

月
11

日夜召开， 由徐
宝珊主持，参加人员有徐宝珊、吴焕先、徐海东、

郑位三、戴季英。 吴焕先手拿记录本，进一步讲
解、分析党中央文件和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总结
两年来的斗争经验。

省委成员进一步分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斗争形势， 认为虽然全体军民进行了极其英勇
艰苦的斗争，但是由于领导上犯了“左”的错误
和敌人的反复“围剿”，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被敌
人严重摧残，红军损失很大，干部奇缺，兵源枯
竭， 军民衣食极端困难， 加上敌我力量过分悬
殊，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局面短期内难以
根本改变；在老根据地边沿恢复、开辟根据地，

经过在罗陂孝和陶家河两地区的尝试， 成果都
不大； 虽然红二十五军还能继续坚持鄂豫皖革

命根据地的斗争， 但是本身已不易得到大的发
展，也不可能打出一个大的局面来；而根据了解
到的外面情况，转移出去，才能谋求更大发展，

发挥更大作用。会议统一了思想，入会者都赞成
“另找地区重整旗鼓。 ”

关于战略转移问题， 实际上已经过半年多
的酝酿了。 自从

1934

年
3

月中旬，中共鄂豫皖
省委收到中共中央批转的要红二十五军向
桐柏山区作战略转移的建议后， 省委成员
就曾考虑向外线发展问题，虽然酝酿很久，

但没下决心， 不敢走远……入会的同志都
对红军的前途有过考虑，经过坦诚讨论，达
成了共识， 一致认为应立即执行中央指示
精神。至于转移方向，会议认为，向西边方向进
行转移则比较容易发展。

� � � �

会上， 中共鄂豫皖省委一致拥护中共中
央及周恩来的指示，决定：（一）省委立即率领
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为发
展红军和创建新根据地而斗争；（二） 以平汉
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
山区为初步目标；（三）行动中，红二十五军对
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

（四）留一部分武装再组建红二十八军，由高
敬亭统一指挥， 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的武装斗争。

会议还讨论了省委成员的补充、红二
十五军整编及红军领导人职务变动等问
题。 决定了军事问题之后，会议又研究人
事安排问题。会前，徐海东了解到，程子华
是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生，又在中央苏区担
任师长，军事能力强；会上，他主动提出，

由中央派来鄂豫皖苏区工作的程子华同
志担任军长，自己改任副军长，郑位三和
省委书记徐宝珊经过再三考虑， 表示同
意；吴焕先、戴季英也表示赞成。

� � � �

会后，郑位三向程子华传达了会议精
神，并将省委对人事的决定告诉了他。 程
子华说，他在中央苏区任师长，中央派他
来是当参谋长的，请郑位三转告省委，他
不当军长。 郑位三把此事报告了徐宝珊，

徐不同意改动。 郑位三又回话给程子华：

“你是中央派来的，省委已经决定了，不再
改变了。 ”就这样，省委同意了徐海东的
请求，改任徐海东为副军长，同意程子华
任军长。 这充分体现了中共鄂豫皖省委
和红二十五军领导人对中央派来的干部
高度信任，体现了徐海东、程子华两位将
军不图名利，相互让贤的高尚情操。

在花山寨会议上，最终任命的红二十
五军领导人是：

军长：程子华
;

副军长：徐海东
;

政委：

吴焕先
;

参谋长：空缺。后来，

1934

年
12

月
11

日在陕南蔡川整编时， 戴季英改任军
参谋长，郑位三兼任政治部主任。

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会议决定：补
选程子华为省委委员、常委，郑位三调任省

委秘书长，省委（代替军党委）率领部队长征。

会议研究部队整编问题的结果是：撤
销师一级建制，军直辖二二三团、二二四
团、二二五团和手枪团，军部设军直机关。

会上还决定：鄂东北道委会由王福明
负责，皖西北道委会由高敬亭负责，会议
要求罗陂孝特委书记徐诚基和副书记何
耀榜组织一支小部队去皖西找高敬亭，传
达省委指示及讨论两个道委的组织领导
问题，留下的小部队及干部均由高敬亭统
一指挥。当时，高敬亭被隔在皖西，未能参
加花山寨会议，他不知道省委业已率领红
二十五军长征出发了。

1935

年
2

月
3

日，

高敬亭于太湖凉亭坳重新组建红二十八
军，他任军政委，未设军长，实行党政军一
元化领导。 鼎盛时期，全军

3100

余人。

会后，红二十五军积极进行了战略转
移准备，首先将进驻花山寨附近的鄂东北
道委西路军（光山游击队和独立第六师）

补入红二十五军， 鄂东北道委独立团、光
西独立团亦旋即补充编入红二十五军。

� � � �

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在
花山寨村住了

3

天，即
11

月
10

日傍晚到
达，

11

月
13

日凌晨部队向西边的罗山县
殷家湾、何家冲东一带出发。 会议旧址由
花山寨寨顶

(

军事防御制高点，驻扎有部
队，构筑掩体，设立岗哨）、花山湖和周洼
会址三部分组成。 开会时，部队驻扎在花
山寨顶及其周围的周洼、 梅洼、 潘湾、寨
店、兰湾等几个村庄内，近

3000

名红军担
当警卫，保卫会议会场，防御敌人突袭。

会址选择在树木茂盛、地形独特的周
洼小村子内。 这个村庄南北两面环山，易
守难攻，西有花山湖作天然屏障，东面是
平坦的农田，唯有一条田埂通入村子。 尤
其是村南面的“犁铧山”与净居寺的“牛头
山”相连，绵延起伏，攻能进，退能守，是个
不可多得的战略要地。

新中国成立后，当地百姓为纪念红二
十五军长征从这里出发，将村南红军驻守

的呈掎角之势的两座山“犁铧山”和“神磨
石岭”分别更名为“红军山”和“长征岭”。

1985

年夏， 花山村周洼村民组组长
王海涛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改名为‘红
军山’和‘长征岭’，就是纪念红二十五军
的伟大长征从这里开始，颂扬中共鄂豫皖
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人的历史功绩。 ”

有党史研究者认为，花山寨会议是红
二十五军走向战略胜利的新起点，是红二
十五军前途和命运的转折点，没有花山寨
会议，就没有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没有花
山寨会议， 就没有红二十五军的北上抗
日；没有花山寨会议，就没有红二十八军
的重建与壮大。

花山寨会议召开后，中共鄂豫皖省委
带领红二十五军继续西进。

1934

年
11

月
13

日，红军西行到达罗山县殷家湾、何家
冲东一带，为战略转移作进一步准备。

（据《河南法制报》）

4

决策“战略转移”

永远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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