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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时 空

红色乡镇———箭厂河

（之五）

箭厂河防务委员会旧址
箭厂河防务委员会旧址位于

黄谷畈村红显边附近。 原是一座
坐西向东的庙宇，叫普济寺，有房
十间，前后两排各为五间，中间夹
一个长条院。 系砖木结构，占地面
积约

300

平方米。民国初年，箭厂
河农民反抗压迫和剥削的自发
组织哥老会曾在这里集会活动。

大革命时期，原箭河地区党组织
为了打击反革命武装的进攻，在
这里建立了防务委员会，其主要
任务是训练和指挥农民武装。负
责人是曹学楷、吴焕先等。 大革
命失败后，曾停止过活动。

1927

年
8

月，党的“八·七”会议后，防
务委员会又在这里恢复，并发展
和扩大农民武装， 组织农民参加
了黄麻暴动，故亦称“紫云区农民
暴动指挥部”。 新中国成立后，原
竹林乡红显边村（现黄谷畈村红
显边）在此设立小学。

1970

年房
子破朽，原红显边村拆毁此房，将
其中有用材料搬走另建了学校，

原址已变成耕地。

肖国清烈士（女）就义纪念地
肖国清烈士就义纪念地在

箭厂河村王边村民组附近的一
块地里，

1979

年已公布为新县
重点革命文物保护单位，并在烈
士生前参加革命活动的油榨小
学旁边竖立了纪念碑。

肖国清同志生前曾任原箭
厂河区一乡团支部书记兼童子
团中队长，是新县一位杰出的青
年妇女干部。她在反围剿期间征
集军粮、支援前线、扩大红军、维
护社会治安、帮助总医院安置护
理伤病员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
作。

1933

年秋于杨李岗被敌人
包围，在激烈突围的战斗中不幸
被捕。敌人妄图从这个年轻的女
党员的嘴里得到党组织情况，对
她施行了各种残酷的肉体折磨，

上扎杆、火香烧、火钳烙、拔头

发、钉竹签等，但肖国清同志宁
死不屈，一直怒骂敌人，敌人遭
到可耻失败后，就狠毒地把年仅
16

岁的肖国清同志活埋在这块
地附近的沟里。她堪称是一位宁
死不屈的青年女英雄。

程儒香烈士纪念碑
程儒香烈士就义纪念地在

箭厂河乡印墩北坡上的一棵木
梓树下（现箭厂河中学院内）。因
这里地势突起如墩， 方形似印，

故名“印墩”，周围稻田环绕，阡
陌纵横。

1927

年， 工农革命军鄂东
军转移黄陂木兰山后，留在箭厂
河一带坚持斗争的农民赤卫队
长共产党员程儒香不幸被捕，民
团团总方晓亭伙同敌任应岐部，

对他严刑审讯，于数九寒天脱光
上衣将他四肢钉在墙上，他大义
凛然痛骂敌人， 敌人恼羞成怒，

又将他移钉在一棵木梓树下，并
残暴地割掉他的眼皮、耳朵和舌
头， 程儒香坚贞不屈英勇牺牲。

新中国成立后，当地人民把烈士
殉难的地方作为就义纪念地，矗
立了一座纪念碑。

1979

年公布
为新县重点革命纪念地。

红军洞
红军洞是一天然石洞，位于

箭厂河乡东北马岗山东坡山，海
拔

600

余米。 洞周围大树参天，

灌木丛生。 洞前一块巨石，藤蔓
树枝把洞口遮得非常严密，洞内
可容十余人。

1933

年， 鄂豫皖根据地处
于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县区武
装转入游击战争。 中共红安县
委，县苏维埃和紫云区委，常在
洞内开会研究工作。 因此，当地
群众称它“县府洞”。 同年，鄂豫
游击总指挥部成立，游击区域扩
大，鄂东北道委指派苏维埃主席
占以锦等人在箭厂河设立联络
站，他们就住在这个洞里负责通

讯联络，并领导当地群众坚持游
击战争。

1934

年农历十月的一
天，由于叛徒出卖，山洞被敌人
发现，县苏维埃财经委员占道松
等被捕后，惨遭杀害。 现在洞内
仍保持原貌，其中一块长方形石
板就是当年的办公桌。 此洞，

1979

年被公布为新县重点革命
纪念地。

《中华苏维埃土地法》

《中华苏维埃土地法》是土
地革命时期留下来的一块书写
有“土地法”的墙壁。这块墙壁在
箭厂河乡东南

8

公里的方湾村
方明周的住房的砖墙上，用石灰
泥抹成，壁面洁白光滑，高

1.42

米，宽
2.86

米，《土地法》正文用
毛笔坚写楷书， 字体规范清晰，

四周有图案花边。

1929

年冬鄂豫
边区部分乡村已根据《鄂豫边土
地政纲实施细则》 进行了土改。

1931

年，张国焘推行“左倾”错误
路线时，硬要这些乡村重新再土
改一次。 当时就遭到边区人民的
反对。正好在

1931

年
12

月
1

日，

中央颁发了《中国苏维埃第一次
代表大会土地法令草案》，共十四
条，鄂豫边的土改基本符合“土地
法草案”精神。 因此，方湾村苏维
埃主席方忠克就叫人把“土地法
草案”书写在墙壁上，进行广泛宣
传。 它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人民
抵制张国焘“左倾”错误路线的
历史见证。

1932

年，红军主力转移后，

敌人进窜骚扰，群众用乱泥将土
地法覆盖，保护起来。

1966

年始
将乱泥揭开， 保存基本完好，

1978

年县文管会在这块墙壁外
用砖木做成了一个半边木框式
的保护罩， 并镶嵌了一块

40

厘
米见方的大理石保护标志，

1979

年公布为新县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现保存在新县鄂豫皖苏区首
府革命博物馆。 （完）

（据新县档案信息网）

叶泰青

叶泰青
1913

年生， 原信阳
县（今河区）河港乡人。

1935

年
4

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7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
革命时期，任中共鄂东北道委交
通班长、红二十八军鄂东北独立
团手枪队班长。曾参加鄂豫皖边
区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

期，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手枪连政
治指导员，第

7

团
3

营政治教导
员、

1

营营长，新四军第
2

师
4

旅
7

团
3

营营长，

10

团参谋长、副
团长。 参加了反“扫荡”、反顽斗
争。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华中
野战军第

2

纵队
4

旅
10

团团
长，华东野战军第

2

纵队
4

旅参

谋长，第三野战军
21

军
61

师副
师长、第

63

师师长，参加过孟良
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和
渡江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

21

军副参谋
长、

25

军参谋长、空
4

军参谋长、

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副参谋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第一副
军长兼参谋长、 空

5

军副军长、

南京军区空军顾问。

1955

年荣获
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
章、二级解放勋章。

1961

年晋升
少将军衔。 （据平桥区情网）

商城“德”字粉

“德”字粉又称汤粉、板粉，是一种特制的食用粉
丝。商城生产粉条的历史悠久，明朝就有人生产。清朝
末年，汤泉池、余集一带就有数百家产户。 首创“德”字
粉的是吴河乡汤泉池村的黄广顺家粉坊，他家于

1908

年以豌豆、绿豆为原粉，使用本地的泉水洗粉，生产的
粉丝不仅产品质量好，且出粉率高，销路、效益都很好。

在他的带动下，相近的曹广兴、陈宏昌、刘福志等户粉
坊也都相继仿制，生产经营起这种食用粉丝。

“德”字粉丝洁白似玉，粉丝细亮，韧性好，食用时
用温水浸泡，晶莹剔透，可凉拌、热炒、煨汤炖肉、包饺
子、炸丸子，味道醇美，爽滑可口，久煮不烂，堪称席中
佳品。同时，“德”字粉包装精细，五斤散乱的粉丝，经过
工匠梳理榨制，做成长

34

厘米、宽
30

厘米、厚
5

厘米
的精制粉块，四面光滑如板，层次有致，配以桃红色的
“德”字商标和黑色的丝，不仅美观大方，而且便于运
输，远销两广、港澳及东南亚各国，市场供不应求，享有
很高的信誉。 （晓宇）

老 照 片

老中心医院的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