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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胸怀千秋伟业，

恰是百年风华。为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回顾中
国共产党团结带领
中国人民不懈奋斗
的光辉历程，记录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江淮大地繁荣发
展的历史巨变、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民砥
砺奋进的伟大实践，
书写身边的英雄模
范、优秀共产党员的
感人故事，现推出专
版，讴歌党、讴歌祖
国，传承红色基因、
凝聚前行动力，以永
不懈怠的精神状态
和一往无前的奋斗
姿态，向党的百年华
诞献礼！

一根打狗棍
1947年秋，我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

御转入战略进攻，党中央、毛主席命令刘

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中

原，以大别山为依托，在蒋介石统治的心

脏地区作战。

刘伯承是晋冀鲁豫野战军首长中年

龄最大的一位，体质较差，眼睛高度近视，

行路有些困难。进入大别山后，山陡、林

密、路险，很多地方马都不能骑。邓小平

见刘伯承走路很吃力，叫警卫班绑了一副

担架让他坐。刘伯承坚决不坐担架，连同

志们搀扶他也不让，邓小平只好叫警卫员

小彭砍根竹子让他拄着。由于竹子砍得

比人还高，邓小平对小彭风趣地说：“你把

竹子砍短些，他拄这么长的棍子像个要饭

的！”刘伯承诙谐地说：“要饭的棍就要长

些，这样不会受狗欺。我拿这根打狗棍，

把中国头号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打倒！”

说得大家捧腹大笑。

一篮鸡蛋
进大别山后，一连几天阴雨，邓小平

和其他首长住在金寨县斑竹园七里冲红

军家属吴大娘家里。每到开饭时，吴大

娘看到邓小平和大家吃的都是一些稀饭

和青菜，心里很过意不去。一天晚上，吴

大娘听说部队要走了，便把准备留给女

儿坐月子吃的一篮鸡蛋煮熟，叫警卫员

拿去给首长吃。当警卫员把鸡蛋拿来

时，邓小平说：“这怎么行？一个鸡蛋能

换一两盐，这些鸡蛋换盐，够他们吃好长

时间呢！”说罢，叫警卫员送一块银元给

吴大娘。

吴大娘见警卫员送来一块银元，很生

气地说：“我要用钱，鸡蛋不早卖了？”她坚

决不收，警卫员没办法，只得如实向邓小

平回报。邓小平说：“那就把鸡蛋再送给

吴大娘。”警卫员只得把鸡蛋退回去。吴

大娘这回真生气了，对警卫员说：“跟你们

首长说，我儿子也是红军，你们住在这里，

就是住在自己家里，难道吃几个鸡蛋还要

钱？你把鸡蛋拿回去，哪个首长说不要，

叫他自己送给我，我跟他说说理！”警卫员

只得把鸡蛋拿回来。邓小平提着那篮鸡

蛋来到吴大娘家里，对吴大娘说：“大娘，

您关心我们，我们领情了。革命军人吃老

百姓的东西要给钱，这是纪律。听说您儿

子也是红军，他吃老百姓的东西也一样要

付钱的呀！”吴大娘说：“你们的政策我懂，

这和别人家的东西不一样。你们住在红

军家属的家里，吃自己东西，不算违反纪

律！”说着，把鸡蛋接过来提到邓小平的房

里，转身走了。

这时刘伯承进来了，听邓小平说了吴

大娘送鸡蛋不收钱的事，他想了想说：“还

是老办法，我们临走时，把钱留下！”邓小平

说：“好！”

一头耕牛
一天晚上，邓小平和李达参谋长与金

寨县漆店区委书记江川在一起研究土地

改革问题，警卫员来报告说：“有一位姓漆

的老人来告状，说他的耕牛被解放军牵走

了。”邓小平亲自接见漆老头，详细询问他

丢失耕牛情况，并说；“要真是解放军牵了

你的牛，一定会还给你的。”心想一定是误

会，就叫江川和区武装工作队好好查查。

第二天中午，江川向邓小平报告说，前天

夜晚，二纵十三团在黑河村和抢劫老百

姓财物的土匪打了一仗，耕牛是民团抢

去又被十三团同志抢回来的，因当时不

知耕牛是谁家的，所以仍在十三团养着，

他们准备开个群众会，要群众来认领被

土匪抢劫的财物。邓小平十分高兴地

说：“十三团考虑很周到，要他们在群众

会上好好地宣传人民军队的三大纪律八

项注意，欢迎群众监督。”当晚，漆老头提

一篮糍粑和一袋红芋来到邓小平住处，

连声说：“我是来请罪的！”邓小平说：“一

点误会，没关系，您丢了耕牛向我们报

告，说明老人家相信我们。”漆老头一定

要邓小平收下糍粑和红芋。邓小平说：

“我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不准随便收

老百姓东西的，望您理解。”漆老头说：

“你要是不收，就是看不起我们穷人，你

们不是说军民一家吗？” 邓小平看一时

难以说服他，又见他满脸惭愧之情，便说：

“我们收下您的东西，但必须付钱。” 他

叫警卫员拿一块银元给漆老头。漆老头

说：“首长，你吓死我了，这点东西最多值

几十文，你给我这些钱我怎能收。”邓小平

说：“军民一家，算我们互赠礼物，您的东

西我们收下，这一块银元，算我们馈赠您

的礼物。”漆老头只好收了一块银元，千恩

万谢地走了。

刘伯承、邓小平在大别山区三个“一”

的故事，至今仍在革命老区流传着……

红杨是芜湖

市湾沚区的一个

乡镇，半山半圩，

风景秀丽。皖南

最大的河流青弋

江穿境而过，在

与一条无名小河

交汇处形成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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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的渡船，岸上

还有几十家店铺

夹岸逶迤，是当

地物资交换的街

市。抗战初期，红杨树却因新四军三支队驻防

而闻名。这支由闽北闽东等红军游击队改编的

新四军三支队，在红杨树打响抗日的第一枪。

据《中国共产党芜湖县地方史》记载：日军

为牢牢控制长江航运线，不断沿青弋江南犯，驻

守在那里的国民党32集团军节节失利，新四军

三支队五团便奉命接替国民党 144师在红杨

树、峨桥、青弋江一带的防线。1938年7月，五

团长孙仲德率部赶到时，红杨树已沦入敌手。

他立刻命令五团二营长陈仁洪率部夺回红杨树

一线阵地。二营派出十几名经验丰富的侦察

兵，趁黑摸到红杨树的林子里，放爆竹、扔手榴

弹，大部队在外配合，闹大半夜，鬼子摸不清情

况，怕被“包饺子”，不敢出击，第二天一早就撤

到湾沚的据点去了。二营顺利地收复红杨树。

10月30日，日骑、步兵500余人，分三路向

新四军三支队进攻。新四军早有准备，他们动

员百姓将河边大片树林砍倒，用藤蔓缠绕，等敌

人进攻时将树和杂物推入河水，堵塞河流，敌人

的汽艇无法前进，岸上的新四军迎头痛击……

日军狼狈而逃，才知道对手是骁勇善战的“草鞋

兵”（当时新四军多穿草鞋）。

1939年初，该部队奉命转入繁昌、铜陵等

地作战，5次繁昌保卫战尤其激烈，这段历史在

电视剧《雳剑》中有精彩的再现。

许多年后，人们谈起红杨树抗战，都认为胜

利的取得，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他们帮助新

四军挖战壕和暗堡、砍伐树木阻塞河道，还主动

帮助新四军搜集情报、站岗放哨，并把子女送进

部队。革命的火种在红杨树内外生根，鲜艳的

红旗在山林间飘扬。游击队、武工队等抗日志

士的身影活跃在红杨树林。他们曾掩护陈毅同

志深夜通过湾沚封锁线、配合粟裕奇袭官陡门

据点；曾无数次剪断敌人的电话线，伏击鬼子的

巡逻队，还端掉红杨树与湾沚之间的芳山鬼子

据点，让日伪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时光飞逝，岁月匆匆，当年的刀光剑影早已

暗淡，战争的痕迹也早被岁月的风雨抹平，曾繁

华一时的红杨树老街也变得破败不堪，代之而

起的红杨新镇楼房林立，道路宽敞、明亮，美丽

乡村建设让许多角落的村庄旧貌换新颜，红杨

山越野车王争霸赛、西河·珩琅山风景区等，让

红杨声名远扬。优美的生态环境，红杨成为城

市人休闲度假、愉悦心灵的花园。

去红杨多了，弄明白这里为何叫红杨树。

红杨树，又名红叶杨、中华红叶杨、中红杨、红

叶子杨树，中红杨是由林业高级工程师程相军

于 2000年培育的杨树新品种……原叫多年地

名的“红杨树”，之前并没有叫红杨的树啊！烈

士们的鲜血染红这片土地，染红草木树林，老

百姓们故而给这里取名红杨树，要后人永记新

四军战士像密密的杨树林坚守脚下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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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不打败

美帝，决不回国！”萧县粮食局离休干部单永

畴，现今 90岁高龄，仍清晰记得 70年前在朝

鲜战场向党支部递交带有鲜红血手印的入

党申请书上的誓言。

单永畴出生于萧县一个农民家庭，少年

时，家里送他到私塾读了 6年书。1949年 3
月，单永畴在刚解放的萧县成立的粮食局工

作。两年后，他竟放弃让人羡慕的职业，扛

枪奔赴了战场。

1950年 10月，美国悍然派兵侵略朝鲜，

并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严重威胁我国的安

全，党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

决策。单永畴响应党的号召，瞒着父母，征

得粮食局领导同意，报名参军。

1951年 3月，17岁的单永畴以干部身份

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方部队三分部 12
大站，任排长，负责后勤、军需物资的警卫工

作。当年3月中旬，单永畴踏上赴朝的征程。

在朝鲜战场，单永畴曾两次险遭不测。

第一次是入朝的第 7天，他带领全排在朝鲜

首都附近看守军需物资仓库。上午 9时至

下午 3时，美机对军需仓库和附近的火车站

轮番轰炸。他和另一名战士躲在一个直径

3米多的大烟囱附近和敌机捉迷藏，敌机在

南面轰炸扫射，他们跑到北面，等敌机绕到

北面，他们又跑到南面。待硝烟散尽，全排

集合清点人数，牺牲 15人。另一次是 1951
年 10月的一天晚上，单永畴在防空洞里正

准备休息，韩军的一个特务偷摸进来搞破

坏。碰巧，一班长有事打着电筒来找单排

长，特务夺门而逃，慌乱中向一班长开了一

枪，打伤一班长的左臂。一班长忍痛抬手

一枪，特务应声倒地。“在朝鲜，没有前后

方，美军武装到牙齿，加上朝奸、特务的破

坏，志愿军指战员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

单永畴老人说。

因单永畴有文化，又写得一手好字，他

被调到团部任文艺员，任务是刻钢板、印战

报。战地记者白天采写志愿军战斗的消息、

故事，他晚上刻写、油印出来，第二天送往前

线，让指战员们阅读，鼓舞士气。战报中的

志愿军战士英勇杀敌的故事，感染、激励着

他，尽管累得直不起腰，握铁笔的手指关节

隐隐作痛，还是坚持着，等刻写、油印完10多
张蜡纸的战报时，天已大亮。

1954年 6月，国内空军部门在入朝部队

中挑选飞行员，单永畴被选中，回到徐州空

军学校学习飞机驾驶理论。此后，他和被同

时刷下来的 50名学员组成中央军委空军通

讯团摩托排，后调入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任

干事，任务是整理文件，为领导写材料。通

过培训、刻苦自修，他掌握了文秘工作的十

八般武艺，把不起眼的秘书工作做得出彩。

1967年，单永畴退役回到家乡萧县原单

位粮食局。有着几十年党龄的单永畴，时刻

警醒自己，牢记入党誓言，永葆共产党人的初

心本色。

单永畴有一子一女，儿子在国企任职，

女儿是税务干部。老人现享天伦之乐时，不

忘传播红色文化。他擅长吹口琴，常在庭

院、公园吹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义勇军进行曲》《我的祖国》《毛主席来到咱

农庄》等 50多首经典红歌。悠扬激昂的旋

律，常把人们带回到那激情燃烧的峥嵘岁

月，听众也受到红色基因的陶冶、教育。

抗美援朝老兵单永畴
□张学奎

“红映福山，生态农谷”，走进张什一村地界，八个

大字矗立在仿古马头牌坊和英雄群雕前，熠熠生辉。

张什一村，位于含山县林头镇，丘陵地貌，四周望山，

1929年含山县第一个党支部——张什一党支

部成立于此。

90 多年前，张什一村

不通公路，与外界隔绝，山

多地少，加上地主豪绅的盘

剥，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

中。1919年“五四”运动，唤醒

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意识，一些

传播进步思想的报刊、书籍，通

过各种方式在含山青年中播下

革命的火种。1921年，党的创始

人之一恽代英为《和含学会会刊》

撰写的序言，对含山青年知识分子

思想带来极大的影响。1929年，受

过早期进步思想影响的巢湖人党员

周心抚，受张什一村人张学凡的邀请，

来到张什一小学，以教书为名开展党

的秘密工作。

生于 1902 年张什一村人——张学

凡曾在芜湖、安庆等地求学，结识周心抚，并由其介绍于1929年
上半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乡办学任校长的张学凡，与周心

抚积极发展进步分子入党，并秘密筹建张什一党组织。他们以教

书、务农等为掩护，积极传播革命思想；组织党员积极分子多次到

张什一、林头、含城、清溪、东关等地散发革命传单，书写革命标语，

宣传党的革命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统治；开办农民夜校，

组织冬闲农民开展识字教育，引导进步青年学科学、学文化，向他们宣传革

命道理。

1929年冬，党员黄贻荣受党支部指派指导青年学生刘正文，组织开展

了针对国民党含山县师资养成所反动统治的两次学潮运动；1930年地主

李府的狗腿子——管家侯老二，到张什一村来收租，将交不起租的孕妇毒

打至流产，党支部立即指派张学凡等同志，同侯老二进行坚决的斗争，迫使

侯老二让步免租，有力打击地主劣绅的嚣张气焰。

1929年下半年在以张氏宗族祠堂为校舍的张什一小学里，中共含山

县第一个基层党组织——张什一党支部宣布诞生；自此党员有了主心骨，

在支部领导下，主动工作，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壮大党员队伍，赢得百姓们

的拥护。

群山合抱的张什一村是革命老区，红色村落，也是含山县的贫困地区

之一。在张什一村这一片红色的土地上，本村及周边地区的人民群众政治

觉悟高，革命工作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为后期当地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如今张什一村民们，继承着含山县第一个党支部的好作风、好传统，以

含山县第一个党支部事迹陈列室为红色基地，正打造“万米红色长廊”，传

承好红色基因和革命精神。同时，张什一村在积极优化和提升传统苗木种

植的基础上，引进浙江安吉白茶大面积种植，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实施美丽

乡村建设，乡村旅游方兴未艾，绿乡村、富村民，弘扬红色传统，让“红色”引

领“绿色”发展，开启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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