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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页历史铭史册 红色印记闪光芒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关键，在于坚持人民立

场、依靠人民力量。
为更好地铭记这段历史，发扬渡河精神，增强

爱国情怀，阳谷县修建了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指挥部
纪念馆，并对指挥部旧址进行了扩展式修复，在纪
念广场中央按1比1的比例制作了主题雕像，再现
了刘邓两位首长带领战士们强渡黄河的壮阔情景。

事非经过不知难。回望来路，又是何等艰辛！
75年前，指挥部的灯光穿过浓浓暗夜，12万大军千
里跃进大别山，吹响了战略进攻的号角。刘邓两位
首长用过的桌椅茶具、渡河作战图、发报机，邓小平
赠给房东的木匣，青砖院落中的石磨、牛槽，从地下
挖出来的手雷、子弹……在指挥部旧址里、在纪念
馆里，每处历史印记的背后都有无数让人感动的故
事。

红色精神是不朽的魂，长存于山川河流，更融
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如今，虽然历史的硝烟散
去，但镌刻在这些历史印记上的革命精神和红色基
因仍散发着光芒，代代传承，由指挥部辐射出的红
色资源，正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精神力量。

“这两年，政府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优势，深挖
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为核心的红色资源，着力打
造乡村旅游，吸引人流、物流、资金流，带动镇村经
济社会发展。同时，还大力推动苹果、樱桃、毛豆种
植及木材加工等产业项目，现在，村里一天一个
样。”蒋景高介绍，如今的沙河崖村，在党的领导下
充分挖掘红色资源和本地资源，发展乡村旅游，乡
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不变的是内心的执着和
坚定。旌旗猎猎、击鼓催征，需要的是百折不挠的
意志和行动。沙河崖人不忘初心，传承红色基因，
以奋斗与坚毅，阔步走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

文/图 本报记者 夏旭光

“刘邓大军真勇敢，渡河反攻鲁西南，大捷歼敌
六七万……1947年6月30日晚，刘伯承、邓小平在
阳谷县寿张镇沙河崖村，一声令下，指挥晋冀鲁豫
野战军主力12万余人，于山东省的临濮集至张秋
镇 150 公里的地段上强渡黄河，一举突破黄河天
险，千里跃进大别山，挺进鲁西南，揭开了人民解放
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开启了解放战
争的新时代。”

沙河崖村位于阳谷东南方向约 10 公里，距黄
河约12公里。6月12日，在村中心一处古朴的青砖
院落里，讲解员的深情解说把大家带回到1947 年
的烽火岁月。这处青砖院落就是刘邓大军渡河指
挥部旧址，刘伯承、邓小平两位首长正是在这个小
小的农家院里，谋划出了一整套切实可行、强渡黄
河的战略战术，同样，刘邓让房、刘伯承救人、邓小
平巧改村名等故事都发生在这里，留下了军民一家
亲的鱼水深情。

一盏油灯照前路 巧改村名换天地

1947年6月下旬的一个傍晚，沙河崖村迎来了
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刻。

刘伯承、邓小平两位首长率领100多人来到了
沙河崖村，决定将指挥部设在这里。村干部们一合
计，觉得位于全村中心的孔月仙家比较隐蔽和安
全，适合首长居住。

沙河崖村退休老教师蒋景标告诉记者，刘邓两
位首长之所以选择沙河崖村作为指挥部，除了地理
位置以外，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沙河崖村曾是远
近闻名的抗日村、堡垒村。

“当时正值炎热的夏季，爷爷主动提出把刚打
扫得干干净净、最好的上房让给两位首长，而首长
们执意不肯，坚持要让爷爷一家住上房。”孔月仙的
二儿子蒋景良今年71岁，头发已经花白，提起当年
刘邓大军在沙河崖村的时光，他仍然掩饰不住内心
的激动。在刘邓两位首长的坚持下，孔月仙一家就
住在了堂屋，刘伯承住在东屋、邓小平就住在西屋。

走进邓小平居住的西屋，记者看到，屋子仅20
平方米左右，宽仅三步余，里面按照原来的样式摆
放了两张桌子和四把椅子，还有一张和屋子同宽的
简陋木床，掀开褥子，是一张苇子席，下面是一排排
的麦秸秆。下午的阳光从窗户透进来，照在窗台的
一盏煤油灯上，熠熠发光。

6月下旬，天气极其炎热，作战室就像一个蒸笼，
进去就是一身汗，正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刘邓两
位首长每天晚上在军事地图前，仔细地分析战况，运
筹帷幄，下达作战指令。这盏小小的煤油灯，虽然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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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微弱，却是烽火岁月和革命历史的生动见证。
“沙河崖村的名字还是邓小平给改的。”沙河崖村

党支部书记蒋景高说，村子原来并不叫沙河崖村，而
是叫蒋家庄。临战前的一个早晨，刘伯承和邓小平带
着警卫战士来到村东头的赵王河，看着西岸的黄沙滩
和大土崖，望着远处绿色的原野，心潮起伏，感慨万
千。回到村里后，邓小平把村干部召集起来说：“蒋家
王朝就要灭亡了，蒋家庄也应该有一个新的名字。你
们这个村紧靠河边土崖，又到处堆满了黄沙，我看叫
沙河崖比叫蒋家庄更好，你们看行不行？”干部们听了
都非常赞同。

从此，蒋家庄改名沙河崖村，重获“新生”，换了天
地！

一个木匣蕴深情 拥军花开四朵梅

部队来到沙河崖村后，战士们挑水、砍柴、扫地，
手不闲，脚不停，忙里忙外，给这个村庄带来勃勃生机
和欢声笑语。

“那时候，军爱民，民爱军，军民一家亲。母亲有
牙疼的老毛病，总在门口砖台上备着一碗白开水。细
心的刘伯承司令员发现了我母亲牙疼，让勤务兵去买
了消炎药，亲自倒水给母亲送来。母亲总提起这件
事。”蒋景良说，刘邓大军渡河后，邓小平为了感谢孔
月仙一家的照顾，就把他用的一个木匣子送给了孔月
仙。如今，这个木匣仍摆放在堂屋的桌子上，无声地
给大家讲述着刘邓两位首长对人民群众的关爱之情。

“听老人们讲，当时刘邓大军住在这里时，在敌机
的炸弹下，刘伯承司令员还救了两个小孩的命。”蒋景
标感慨地说，每到周日，村里的干部都会被叫到指挥
部，两位首长每次都会拿出花生等零食招待他们，邓
小平给他们讲课，并经常给大家鼓劲说：“好好干，别
怕吃苦，不要做‘半截子革命’！”

点点滴滴，见证了军民鱼水情深，更见证了刘邓
两位首长的崇高品格和爱民情怀。

战士们为了全国穷苦百姓的翻身解放，衣服挂破
了，鞋子磨坏了，乡亲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孔月仙
和于春梅、潘喜梅、宁风梅、王月梅等召集村里的妇女
给战士们缝补衣服。她们还在皎洁的月光下，聚集在
村东头的场院里，为战士们纳鞋底做鞋。她们边谈
笑、边做活，把对战士们的爱都倾注在鞋上。在鞋底
上，她们用彩线纳成鲜花的图案或“为国杀敌”“人民
功臣”等字样。一双双鞋，寄托着乡亲们的深情，寄托
着人民的美好愿望。在指挥部旧址的房间里，还有这

“四朵梅花”纳鞋底做针线的塑像，形象生动地再现了
当时的情景。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强渡黄河，需要大量船只，而造船需要大量木材。阳
谷人民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下，
紧急动员起来，捐献大树、门板、寿材板，准备苎麻，采
购桐油，不分昼夜赶造渡河船只。据不完全统计，当
时阳谷人民为了支援前线，拿出粮食160余万公斤，
担架1.5万余副，车辆、树木、牲畜等物资不计其数，为
12万大军渡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