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特色产业，革命老区换新颜

浑厚的大山，连绵的沟壑。

高山依然还是那座高山， 当年
的石板房， 如今已被白墙灰瓦
的二层小洋楼代替； 挂在房檐
下那一串串金黄的玉米， 诉说
着丰收的喜悦； 山坡上挂满果
实的板栗树，压弯了枝头。

过去， 袁家沟口村由于区

位优势不明显，交通不畅，经济
一直比较落后。 “近年来，中央
十分重视革命老区建设。 我们
抓住历史机遇， 在袁家沟口村
大力发展核桃、 板栗等林果产
业，另外，养殖业已初具规模。 ”

小河口镇党委书记申俊峰说，

通过产业带动， 袁家沟口村基

础设施得到了明显改善。 通过
新农村建设、移民搬迁等，村民
也都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现
在，我们将继续发扬长征精神，

向脱贫攻坚做最后冲刺。 未来，

我们将把袁家沟口村打造为红
色旅游和红色教育基地， 早日
建成陕南的‘小延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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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家沟口大捷 载入史册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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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家沟口伏击战， 俘虏敌人
1400

余人， 这场被载入史册的战
斗， 在红二十五军战史上留下了浓
墨重彩的一章。连绵起伏的大山，阻
挡不住红军追求信仰的脚步， 他们
在这里建立鄂陕根据地， 播下了希
望的种子，燃起了革命的烈火。

9

月
9

日，“重走红二十五军长征路”联
合采访组来到商洛市山阳县小河口
镇的袁家沟口村。

天时地利人和，伏击敌军获大捷

河南境内，敌人屡设包围圈，妄图歼灭红军。

踏入秦岭深山，红军也给敌人摆下了布袋阵。在奇
袭荆紫关镇后， 红二十五军经过了五六百里路的
艰苦行军，赶到山阳县袁家沟口村，然后埋伏在四
周山上，静静等待身后紧追不舍的敌人。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袁家沟口两山
夹一沟的有利地形， 为红二十五军创造了绝佳的
地理环境； 加上红二十五军初到此地严格执行纪
律， 镇压土豪劣绅， 很快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支
持，创建了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又创造了人和优
势。最终，红二十五军在袁家沟口创造了战史上经
典一战。

奇袭荆紫关后， 当红二十五军路过漫川关附
近的时候， 正巧遇上向荆紫关前进的陕军警备一
旅， 红军故意派出部队暴露一下， 便又急行军几
天，在小河口、袁家沟口一带停下，等待敌人上钩。

敌人合围扑了空，又被抄了荆紫关，正憋着一
肚子气，发现红军后，便跟踪而来。 敌人接受了以
往几次失败的教训，行动很慎重，行军、宿营和经
过山区，都要先派出部队进行搜索，怕中埋伏，并
且沿途还向群众打听红军是主力还是游击队。 但
红军早已赢得了民心，群众哪有实话告诉他们，都
说是游击队。 这样，敌人就渐渐地麻痹起来。

1935

年
7

月
1

日，陕军警备第一旅追到袁家
沟口。红二十五军军首长查明这一情况后，即率部
队连夜轻装返回桃园岭及其以东地区设伏。

7

月
2

日拂晓，在晨雾弥漫中，红军发现敌人正在袁家沟
口村西集合，尖兵已出发向西前进。军首长当机立
断， 发出总攻击命令。 红军向敌密集队形突然开
火。猝不及防的枪炮声，让敌人立即乱作一团。在
红二十五军的猛烈打击下，经激烈的白刃战，敌一
部被歼，其余敌人仓皇向西南山上逃窜。在红军多
次猛攻下，到午后，终于将敌全歼。

袁家沟口战斗，毙敌
300

余人，俘获包括旅长
唐嗣桐在内的

1400

余人；缴获轻重机枪
40

挺、长短
枪

1600

余支。 红军打了一场极为出色的歼灭战。

军民鱼水情深，红军队伍渐壮大

在袁家沟口村采访时，

84

岁的老人何长学给我们讲述了
一段感人肺腑的红军故事。

一次战斗中， 红二十五军
著名的“猴子营长”李学先左腿
受伤，后来严重感染，首长安排
他就地养伤， 隐蔽在深山老林
里，他先是在最偏僻、地形最复
杂的张家养伤。 张家婶子将李
学先安置在一个洞穴里， 把坡
地上收获的一点粮食全部给李
学先吃， 每天由女儿张秀英负
责送饭， 而张家婶子和

3

个女
儿依靠野菜野果过日子。 这期
间， 李学先和张秀英结下了深
厚的兄妹之情。 后来，李学先着
急归队， 在

3

个月后离开了这
里。 让李学先没想到的是，这一
别就是

60

多年。

1997

年， 李学先跟随中央
电视台《北上先锋》拍摄组再次
踏上这片结下深厚友谊的土

地， 当年懂事乖巧的小妹子也
已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两
位七八十岁的老人相拥而泣。

那感人的场面被记录在电视
里，也被记录在《红军哥哥回来
啦》的文章里。

在袁家沟口村， 红军的故
事还有很多。 在位于村子中央
的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遗址上，

展厅中央上方高悬着“工农专
政”的红色牌匾，那是山阳县瓦
沟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张智仁代
表瓦沟群众专为边区政府献的。

而张智仁一家，因为父子四人为
革命捐躯，在当地被人们称为满
门忠烈。 袁家沟口战斗结束当
天，全村老少都上了山，帮红军
抬弹匣、运伤员，战斗结束后还
在村里建了一个医院，专给伤员
疗养。 后来红军离开袁家沟口，

敌人疯狂搜寻，查到谁家有人参
加了红军，就全家杀光。 有许多

村民藏进了深山……“当时受了
大难了， 可我们的父母不后悔，

为咱穷人的队伍做出牺牲，值！ ”

在袁家沟口村，许多村民谈起红
军，仍感慨万千。

良好的群众基础， 为红二
十五军提供了兵员和后勤保
障。 袁家沟口村的曾兆文、曾兆
祥兄弟二人带着

3

个儿子一起
参加了红军， 仅袁家沟口村就
先后有

300

多人参加红军。 当
年， 整个鄂陕边区参加红军的
人数超过了

2000

人。 “红二十
五军创建了根据地， 根据地则
补充和发展了红军队伍。 主力
离开根据地前整编时， 已经发
展到

4000

人，而开始长征时仅
2900

多人。 ”陪同我们采访的商
洛日报副总编辑赵有良说。 长
征中，其他红军部队都有减员，

唯独红二十五军得以发展壮
大，这绝对是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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