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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红三代”、拥有 37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忠诚守护革命旧址近半个世纪，
先后投入 60余万元，辗转北京、湖北、江苏等地收集完善旧址资料，并多次对其修缮。
近日，他被评为全国“寻找红色基因传承者”先进个人———

一位老党员的红色情怀

信阳西北边陲， 淮河源头
之滨 ， 镶嵌着 一 颗 璀 璨 明
珠———天目山。 天目山脚下的
尖山一带， 有座干净整洁的院
落皎如日星，在此开启“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研学之
旅的人络绎不绝。

这， 是河南省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1936 年 1 月，7 人组成
的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在此诞

生，“二根半枪闹革命”，逐步壮
大为大别山区抗战堡垒。

这， 也是平桥区邢集镇高
堰村老村长汪泽先的祖宅。 曾
祖父为保守机密被反动派杀害

在这里， 爷爷的兄弟 3 人以及
外公都在这里为革命捐躯……

一段段峥嵘史事， 一缕缕
忠烈英魂， 深深烙印在宅子里
的一砖一瓦中。

半个世纪以来， 汪泽先铭
记父辈嘱托，修路除草、防火铲
雪，收集文物、宣讲历史，承担
守护旧址职责，传承红色基因，
耗尽积蓄不言悔。

大别山精神至淳赤诚，汪
泽先的红色情怀绵延不尽……

� 一段红史
讲述一门五忠魂的故事

小石岭山脚， 青砖黛瓦既
保留岁月痕迹，又焕着生机。门
庭外，伫立着“鄂豫边省委游击
队诞生地旧址”石碑，两个大磨
盘静卧两侧。 伸出院内的丹桂
初绽，已是处处飘香，周围鸟声
盈耳。

“这就是鄂豫边区红军游

击队诞生地……” 与汪泽先刚
聊上几句，便似翻开历史篇章，
峥嵘岁月恍然如昨。

1935 年 8 月，按照朱德的
指示，由张星江任省委书记、王
国华任宣传部长、 仝中玉任组
织部长的中共鄂豫边区省委，
要在确山、泌阳、桐柏 、信阳 4
县交界的尖山一带组织武装。

创立根据地， 了解群众基
础是关键。 一夜，细雨蒙蒙，从
湖北襄樊一带赶来的王国华刚

到小石岭便被土匪发现， 情急
之下躲进了汪心泰 （汪泽先的
爷爷）家中。

次日凌晨， 汪心泰为王国
华找来一件自己的衣服。 王国
华佯装放牛， 出得院落一侧的
后门， 一路沿小石岭山顺利撤
退。一个月后，担任建立党支部
和区委任务的周骏鸣， 以同村
吴家人亲戚的身份潜伏进来。
经吴家人介绍，他白天忙农活，
入夜便来汪心泰家了解情况。

一次初步考察， 一次长期
潜伏，成就了一个决定：尽快成
立红军游击队。

1936 年 1 月 4 日夜，张星
江、周骏鸣、王国富（王国华的
弟弟）、汪心泰等 7 人，一把借
来的“汉阳造”、一把借来的八
音手枪、 一把五块钱赊来的撅
枪把子， 加上两发不知打不打
得响的子弹， 鄂豫边区红军游
击队在老宅成立了。

那晚， 他们刺杀了一个联
保主任，缴了一支“三八大盖”
和 30 发子弹。 首战告捷，天目
山东边小仙顶庙内 ，7 人一夜
不眠，7 颗革命火苗愈发炽烈。
随着不断壮大， 游击队逐步发

展 400 余人， 成为一支纵横百
里的革命武装。

1938 年初，汪心泰随游击
队编入新四军四支队八团开赴

前线， 随部队转战淮南津浦铁
路两侧， 英勇抗击日军。 1942
年， 汪心泰被分配到江苏仪征
县县总队担任副总队长， 一年
后的一次战斗中， 因掩护他人
身中数弹英勇牺牲。

曾祖父汪树国作为游击队

联络员，因为拒不透露游击队行
踪惨遭杀害； 爷爷的兄弟汪心
卫、汪心保以及外公胡国璋分别
在冲破敌人防线时牺牲……

自记事起， 长辈们便经常
为汪泽先讲述鄂豫边区红军游

击队的故事， 讲述老宅里发生
的点点滴滴。 一家 5 位亲人为
革命牺牲， 这成为汪泽先儿时
便时常向人们提起的自豪事。

� 一处老宅
承载汪家几代人的情感

老宅院内， 最醒目的是一
块石刻，上面显示：1963 年，老
宅被河南省政府确定为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
“这里的每一件文物都有

故事。 ”站在“李先念军马饲养
处”，汪泽先讲述起了眼前石马
槽的故事：1939 年， 李先念带
领部队南下， 途径村庄时在此
落脚……

看似普通的马槽， 因服务
过李先念部队的军马， 被汪家
人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文革”期间，为防马槽遭
破坏， 汪泽先的奶奶将马槽埋

于地下， 再三叮嘱家人及邻居
不要泄密。 “就一个马槽，被发
现咋办……”亲友表示不解，奶
奶却以命相保。

改革开放以后，马槽“重见
天日”，一些人打起了主意。“你
们条件本就不好， 卖了吧”“卖
给茶馆当装饰吧” ……连续 3
次遇人劝说， 父亲汪文全义正
辞严：“就算穷死也不卖……”

20 世纪 80 年代初， 在父
亲的鼓动下， 汪泽先入伍来到
“渡海英雄红五连”。“奇袭腊子
口”“木船打军舰”等英雄故事，
始终激励着他。“红色精神代代
传， 像奶奶、 父亲那样护好老
宅，就是传承。 ”汪泽先的红色
情怀愈发浓烈。

1983 年，汪泽先返乡办了
间小型米面加工厂， 别人收 5
角钱，他只收两角。 之后，又买
了一辆拖拉机， 为村民建房子
提供便利， 遇到穷苦村民拿不
出钱，他免费帮着运输。

好口碑传遍方圆数十里，
在群众的推崇下 ， 汪泽先于
1996 年入选了村长。 已经搬出
老宅的一家人， 每年都会挤出
钱来补房顶的瓦、封墙上的洞。
而父亲住在宅子里负责着整体

看管养护……
2003 年，父亲临终时攥着

汪泽先手再三嘱咐： 要保护好
老宅， 要对得起革命前辈。 此
后， 汪泽先时常来看老宅的状
态，春季种树、夏季除草、秋季
防火、冬季铲雪……周而复始，
从不停歇。

为了给年轻人提供平台，
2005年， 汪泽先主动辞退村长
职务。 不再是村长了，一些早就
觊觎老宅的人又开始骚动起来。

有一次， 几个年轻人在距
宅子不远处准备炸石采矿，汪
泽先发现后，以死相胁，对方才
骂骂咧咧地作罢。

一年夏天，巡查老房子时，
汪泽先看到房顶上有棵小树

苗。担心会破坏到房子，他特地
买来长 4 米的梯子爬上屋顶。
小树苗被拔除， 他差点从房顶
摔下来。

由于长期无人居住 ，2013
年开始， 老宅子的问题越来越
多。 墙体开裂、屋顶漏水、院墙
倒塌……汪泽先看在眼里，急
在心中。那两年，汪泽先一边忙
着缝缝补补，一边到处寻帮助。
2014 年，省政府拨下资金用于
翻新旧址。文件批复下来那天，
汪泽先彻夜不眠。施工期间，汪
泽先寸步不离， 在现场看护管
理，寻老物件。

竣工时， 望着古朴庄重的
四合院，汪泽先直抹眼泪。风雨
百年的老宅子， 几代人接力守
护，曾经受过的苦、流过的汗，

那一刻已化作幸福之泉……

� 一份荣誉
印证薪火代代传的初心

近年来， 随着革命传统教
育深入开展， 旧址成为远近闻
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老宅
子与竹沟、焦竹园、四望山等革
命根据地，就像几位老人，从历
史尘埃中携手而来。

“这是当年修缮旧址时，发
现的一枚还没拉弦的手榴弹和

30 多发子弹。 ”
“这是 1959 年中央人民政

府向南方老革命根据地赠送的

一张毛主席像， 原件现存信阳
博物馆。 ”

“这是 1982年原河南省政
协副主席周骏鸣（鄂豫边区红军
游击队长）到旧址看望烈士后人
时，出具的他手写的《鄂豫边区
红军游击队诞生详细经过》。 ”

来村里参观的各级干部和

学生络绎不绝， 汪泽先自豪地
担任起义务讲解员。

为了做好讲解， 文化程度
并不高的汪泽先没日没夜地学

党史资料、撰写讲稿。讲稿里既
有红军故事， 也结合汪家忠烈
讲述那段岁月。 作为历史见证
的百余件革命文物， 汪泽先如
数家珍。对历史生动的诠释，令
每个到访的游客都深受触动。

“这些年来， 我们镇秉承
‘绿色印象，红色记忆’的理念，
宣扬红色文化。每年，红军后代
参观的不下 2000 人次， 游客、
青年学生万余人次。”邢集镇党
委书记杨天雷感慨道， 汪泽先
致力保护修缮旧址，不计报酬、
不辞劳苦，精神令人钦佩。

2018年 10月，在已是第一
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基础上，
汪泽先又积极为旧址申报第八

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为详尽
展现史实，6个月时间，汪泽先自
费去往北京、郑州、孝感、驻马
店、江苏仪征等地收集资料。

今年，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
会主办的第十一届“薪火相传”
活动， 汪泽先成为河南省唯一
一名获“全国‘寻找红色基因传
承者’先进个人”殊荣的人。 12
月初， 汪泽先将站在杭州活动
领奖台上发言。

在汪泽先已经准备好的发

言稿上，他这样写道：
祖辈将鲜血洒向这片土

地，我们没有忘记他们；
父亲将守护革命旧址的任务

交给了我，我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往后余生 ， 我会将全部

心血和情感注 入 这 一 砖 一

瓦 、一草一木中 ，我会将革命
先辈的故事 ， 传播到更多更
远的地方……

汪泽先向记者介绍旧址的故事 本报记者 杨长喜 摄

本报记者 周 涛 杨长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