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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年老银杏见证伟大启程

《信阳晚报》《南阳晚报》联合采访活动之三·罗山篇

总策划：赵恩烽赵锐
执行：信阳晚报记者黄慧周涛

南阳晚报记者蒋宁宇李萍张曦

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一
段悲壮的史诗， 这条用脚板和意志丈量出来
的长征路， 从出发地———信阳罗山县铁铺镇
何家冲村开始，每一步，都走得惊心动魄、荡
气回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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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7

日，本报与南阳晚报“重走红二
十五军长征路”采访组深入何家冲，循着先辈
的足迹，重温那段铭刻在岁月里的峥嵘记忆，

而这段追寻的过程， 也成为采访组每个成员
“心灵的出发地”。

八百年老银杏树见证红二十五军誓师出发

下山途中， 采访组循着路
边指示牌上的方向，走向“誓师
广场”。 广场上，一棵树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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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年的银杏树枝叶繁茂， 树上
挂着白果， 树下村民悠闲地坐
在那乘凉。讲解员介绍，它见证
了红二十五军的会合， 见证了
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出发。

采访组走近银杏树，仔细
环绕一周发现，树的身上有一
道深深的痕迹。 讲解员告诉记
者， 这还关联着一段故事。

1934

年
11

月
16

日，红二十五
军奉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
的命令，高举“中国工农红军
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 的旗
帜，在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
先、 副军长徐海东的带领下，

由何家冲出发，拉开长征的序

幕。 在银杏树下集结，当时天
降大雨， 似乎是为战士们送
别。 随后，一道惊雷直劈向银
杏树，树身被烧得焦黑，并留
下了很大的裂痕。 村里人当时
都以为这株银杏树活不成了，

可没想到第二年在红二十五
军长征接近胜利时，它又奇迹
般地复活了。

1935

年
9

月，红二十五军
成功到达陕北， 与红二十六
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十五军
团，胜利完成长征。

1935

年
10

月
19

日， 红十五军团与毛泽
东率领的中央红军会合。 毛泽
东赞扬红二十五军长征“为中
国革命立了大功”“徐海东是
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的人”，

邓小平同志也曾说“红二十五

军长征北上路线是正确的”，

李先念曾题词“红二十五军长
征是红军长征史上光辉的一
页”。 多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
徐向前、李先念、刘华清、程子
华、郭述申、刘震、江泽民等领
导同志先后为何家冲题词。

如今的何家冲， 时过境
迁，模样有所改变，但这里每
一寸土地都有当年红军战斗
的痕迹，每一个角落都散落有
红色的记忆。 重走这一段长征
路，周围苍山无言，只用坚守
诉说着曾经风云激荡的故事，

采访组与流淌着“红色血液”

的何家冲人一道，追寻着那不
能忘却的红色记忆，这红色的
记忆就像那棵枝繁叶茂的银
杏树，源远流长。

何家冲一位普通妇女

救起 13 位红军战士

上午
9

时许，采访组到达何家冲时，细雨蒙蒙。据
说，当年红军从何家冲出发时，就是一个雨天。 “闪闪
红星门”是何家冲的标志性建筑，红星上方书有“革命
老区红军摇篮长征出发地”字样，仿佛在诉说着这
个小山村的与众不同。

距红星门不远， 一座徽派建筑默默伫立在那里，

门上写着“何氏祠”，这里就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
军部旧址。

据负责看护何氏祠的老人何银龙介绍，

1934

年
11

月
16

日， 红二十五军集结在村头的大银杏树下，

由此出发长征，北上抗日。

当年，红军与何家冲百姓鱼水情深。 何银龙听长
辈们言传最多的就是何大妈刺瞎眼救红军的故事。何
大妈是村里的一名普通妇女，她用微薄的收成，在家
后的山洞里先后救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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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红军伤员。有一次，一名
红军伤员被敌人清剿队抓获，她让自己的亲生儿子冒
充红军，换回这位伤员。 “还有一次，国民党要抓红军
战士余占海，何大妈为了证明他是自己亲人，当场起
了毒誓，并忍受剧痛刺瞎自己的右眼。解放之后，余占
海幸存，再次回到何家冲，想接何大妈走，把她当作自
己的亲生母亲尽孝，但最终还是被何大妈拒绝了。”何
银龙老人说。

曾由“童子军”组成的红二十五军创造了传奇

出了何家祠，东边房山的
小路向北拾级而上，采访组便
踏上了“长征”的路程。 道路顺
着山势用青石铺就，再向东走，

在层峦之中出现一座“英雄
桥”。 走过浮桥，是一座“勇士
崖”，纪坛出现在眼前。 纪坛由
军旗、基座和平卧式红星组成，

基座正面刻有“为中国革命立
了大功”九个红色毛体大字，是
毛泽东对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
五军的赞誉。

一小段时间的上山下山，

采访组的每个成员已是满头
大汗。 随行的讲解员微微一
笑，说道：“咱们刚才走的只是
模拟的长征路。 当年，红二十
五军里大多数可还都是孩子

啊，想想他们，多不易！ ”

当年，红二十五军是一支最
年轻的红军部队，军队指战员的
平均年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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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当时军长
程子华

29

岁， 军政委吴焕先
27

岁，年龄稍大一点的副军长徐海
东（后任军长），才

33

岁。 在队伍
中，更多的是十二三岁的少年儿
童，最小的战士年仅

8

岁，这支
部队当时曾被称为“童子军”。

这次长征历时
10

个月，

转战近万里。 途经的安徽、湖
北、河南、陕西、甘肃

5

个省，

均为国民党统治核心区，处于
敌人重重包围中。 在这样形势
下，这支“童子军”却创造了一
系列红军史上的传奇。

下山时，不远处一排古式

民居非常惹眼， 屋后的地里苦
瓜、豆角、花生长势喜人。 一位
老人在田里摘花生， 他告诉记
者，虽未经历过那段红色岁月，

但村里传下来的红军故事“徐
海东假扮和尚龙泉寺中救同
志”“长岭岗大捷”“独立团和便
衣队活捉民团团长丁应昆”等，

他却是从小听着长大的。

“正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我
们这有了红军，现在才能过上
这样的安生日子。 ”老人说，流
淌着红色血液的何家冲人已
经开始积极发展红色旅游致
富。 这里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
综合性旅游配套体系，每年前
来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旅游
观光的游客达

90

多万人次。

模拟长征路的起始段

讲解员向采访组介绍何家冲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