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苏畅

8月4日，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
界镇的一个三岔路口，贺龙雕像赫然矗立
于此，路牌上“贺龙大道”“红军中街一路”

“红军中街二路”等字样提醒世人，这里曾
是红军战斗的地方。

1934年6月，贺龙、夏曦、关向应率领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
号）在南腰界镇驻扎，创建了包括酉阳、秀
山在内的黔东特区。2个月后，任弼时、萧
克、王震率红六军团西征，与红三军会师
后，两军从南腰界出发，发动湘西攻势，有
力策应了中央红军胜利长征。

“目前，南腰界镇保存着56处革命遗
址。”市规划自然资源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当地通过发掘、整理、修缮红色资
源，将红色文化与乡村旅游相融合，传承弘
扬红色精神，为乡村增添新活力。

追寻红军足迹
红二、六军团在南腰界会师

1932年7月，国民党军向湘鄂西革命
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由于湘鄂西中
央分局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红三军（1931
年由红二军团改称）遭受重大损失，被迫撤
出洪湖苏区，于12月进入重庆巫溪、巫山
两县。

1933年7月，贺龙建议红三军挺进渝
东南，在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等地创建新
的根据地。

1934年1月，红三军进入石柱境内，组
建鄂川边游击队，之后深入黔江、酉阳地
区，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党的组织和苏维埃
政府。5月，红三军占领彭水县城，随后西
渡乌江，进入黔东地区。6月4日，红三军
进驻酉阳南腰界，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
中心的黔东特区、17个区革命委员会、100
多个乡苏维埃政权。

为何红三军会选择南腰界作为大本
营？

“红三军选择南腰界作为大本营有三
个原因：一是地处两省交界处，交通闭塞，

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二是地形层峦叠嶂，
西有乌江天险，南有梵净山为屏，在军事上
有广阔的回旋余地；三是土地肥沃，物产丰
富，容易筹措物资。”南腰界镇副镇长甘红
光介绍。

1934年8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中
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作为长征先遣队，从江
西遂川突围西征，10月初进入黔东，在贵州
石阡甘溪陷入国民党湘、桂、黔三省敌军包
围。贺龙等红三军领导得知消息后，立即率
军前往接应，10月24日在贵州印江木黄与
红六军团主力会合，次日向南腰界进发。

1934年10月26日，两军领导人在红
三军司令部召开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决策会议。次日，红
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
师大会，大会上红三军恢复为红二军团番
号。10月28日，红二、红六军团从南腰界
出发，直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
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卓越贡
献，在此之后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
之一。

世代守护
56处革命遗址得以完整保存

“红军在南腰界时，发动群众开展打土
豪分田地，把地主的粮食全分给了老百姓，
乡亲们又把多余的粮食给红军送去。”南腰
界镇红岩村村民符宁江的父亲参加过游击
队，从小父亲就给他讲述红军在南腰界战
斗的故事，其中大坝祠堂的战斗尤为激烈。

1934年8月中旬，国民党团总冉瑞廷
趁红三军主力抗击外敌之际侵犯南腰界，
贺龙命令红三军二十一团星夜兼程返回，
扫荡这股残敌。冉瑞廷仓皇逃走，他的儿
子冉崇侯带着团丁，挟持了100多名群众
龟缩到大坝祠堂里负隅顽抗。

在红三军大坝祠堂战斗遗址，记者看
到祠堂外有三米高的石砌围墙，石墩里有
外小内大的观察射击孔，围墙四角还有碉
堡护卫，易守难攻。当年红军是如何在不
伤害群众前提下消灭了敌人？

“红军采取了‘关门打狗’的办法。”甘
红光介绍，一方面红军围困敌人断绝粮草，
消耗其精力，另一方面，发动群众家属在祠
堂外喊话，鼓励群众伺机逃离。十几天内，
不断有群众从中逃出，贺龙则组织战士将
湿棉絮裹在身上，向祠堂发起冲锋，用自制
的土炮轰塌了祠堂的部分石墙，突破了第
一道障碍，并冲进祠堂战斗。冉崇侯等残
兵逃跑时，被全部歼灭。

为了保护革命遗址，去年，酉阳县政府
在南腰界镇完成对大坝祠堂等4处市级文
物保护单位的修缮工作。修缮工作按照

“修旧如旧”的原则，尽可能利用原有材料、
使用原有构件、采用原有工艺，以呈现文物
原有的整体风貌和风格。

大坝祠堂战斗遗址的保护工作，是南

腰界革命遗址保护的一个缩影。
在南腰界场镇的红军街上，民居墙面

仍清晰保留着当年红军战士书写的“共产
党十大政纲”“红军不拉夫不筹饷”等宣传
标语。

“为了把红军书写的标语保存下来，南
腰界群众用加了盐的石灰水填写标语，再
用黄泥覆盖，或用木炭、锅烟涂抹，使得这
些标语不被敌人发现、销毁。”甘红光介绍，
红军街上集中了大多数红军历史遗迹，不
少居民选择在老宅背后另起新房，让这些
红色遗迹得以保留原貌。2011年，酉阳县
党员干部和群众还自发集资，修建了中国
工农红军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纪念塔。

得益于世代守护，如今南腰界镇完好
保存着红三军司令部旧址、红军街、大坝祠
堂战斗遗址等56处革命遗址。

发展红色旅游
打造南腰界革命根据地景区

南腰界镇保存的56处革命遗址，为当
地发展红色旅游创造了条件。如今南腰界
镇正围绕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酉阳段）建
设，规划打造南腰界革命根据地景区，赓续
长征精神，助力乡村振兴。

从红军街的石板路拾级而下，甘红光
带着记者来到了杨家寨红色文化广场。

“杨家寨红色文化广场于2018年初开
工建设，占地3000余平方米，广场上设置
了9块浮雕，分别讲述了红三军在南腰界开
辟革命根据地、建立游击队、开展土地革命
等故事。”甘红光介绍，每年都有50多万来
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到南腰界镇缅怀先烈。

2020年5月，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长征国家文化
公园（重庆段）建设实施方案》，明确指出酉
阳为主体建设区之一。

根据《方案》，酉阳县编制完成《长征国
家文化公园（酉阳段）南腰界革命根据地景
区详细规划》，景区总面积为4.3平方公里，
规划实施综合服务区、长征精神传承区、苏
区精神研学区、红色原乡休闲区、绿色产业
体验区“五区”建设。

其中，综合服务区将新建游客中心、星
火广场，配套建设停车场、景观绿化等基础
设施；长征精神传承区将新建会师大道、会
师广场，改扩建会师精神纪念园；苏区精神
研学区将实施红军街、红军寨风貌包装及
环境整治提升；红色原乡休闲区将完善现
代建筑群风貌包装；绿色产业体验区将打
造红谷民宿街、艺术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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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城霖
通讯员 陈小平

从高空俯瞰，层层叠叠的木制建筑群
中，一条街窄檐宽的街巷从东往西伸展。
4座高大雄浑的石牌坊在街巷宽阔处依次
矗立，蔚为壮观。其中，二号牌坊横额正中
镌着“列宁”两个大字，光彩夺目。

这里是达州市达川区石桥镇，这条
街名叫“列宁主义街”。曾经，红军先后
两次进驻石桥镇，留下一段难忘的革命
历史。

如今，在古镇、古街上的石刻标语，依
然清晰可见。近日，记者行走在列宁主义
街，感受红色文化的气息和力量。

浓缩红色文化

列宁雕像、列宁广场、列宁公园、列宁
湖、列宁街小学、古镇红街、红军文化陈列
馆、红军文化艺术墙……如今的石桥场
镇，有许多红色元素。

在列宁广场中央，矗立着淡红色、高
近10米的列宁全身雕像。广场的一头是
列宁主义街入口，另一头是石桥红军文化
陈列馆。百余平方米的馆藏，分为“南下
东进 扩大苏区”“建立工农政权组织”

“传播真理 錾刻标语”“红军精神 千
古传承”等6部分展现红色历史，包括当
时红军使用过的马灯、刀具、枪弹等实
物。

古镇有4个石牌坊。“石牌坊上的宣
传标语，是当年进驻石桥镇的红军錾刻
的。”达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吴波告诉记
者，彼时，进驻石桥镇后，红军宣传队随之
开展工作，设置了红军俱乐部、红军錾字
队、标语书写组、歌谣编辑组等多支队伍，
其中錾字队先后在陡岩、牌坊、墓碑、坟头
石、街头石上錾刻了大量的石刻宣传标
语，保存至今的仅在石桥场镇就有38幅
之多。

二号牌坊上石刻标语最多，其横额正
中以横书镌刻着“列宁”二字，“主义街”三
个字以直书刻在横额左下角。

“热血沸腾的革命历史，浓缩于列宁主
义街。”吴波说，1991年，列宁主义街被批
准为第三批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3年，列宁主义街石牌坊及红军标语入
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促进文旅融合

石桥镇镇长白雨鑫说，几十年来当地
始终致力于传承弘扬历史文化，促进文旅
产业发展。

“立足红军文化陈列馆，我们广泛开
展爱国主义教育，吸引了全国各地专家、
学者前来调研。”达川区文化馆办公室主
任谭蕾说。

以红色文化促进文旅融合发展，当地
先后创作舞台剧《热血江魂》《巴山血錾》
《小红军与列宁街的故事》，电影《红色恋曲
1933》在石桥镇取景拍摄，推动红色文化、
红色故事在更大范围生动传播；多次新建
和修缮配套设施，近两年，对长694米的列
宁主义街210间木制房屋，按照川东民居
风格进行打造，营造古色古香、民风淳朴的
古镇形象。

不只是红色文化。在有悠久历史的石
桥镇，诞生了翻山铰子、烧火龙、法门武术、
米酒鱼等国家级、省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游列宁主义街、赏红色标语、观古代牌
坊、看非遗文化展演，已成为当地及周边群
众的新生活方式。

如今的石桥镇有多张旅游文化“名
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民俗文化体
验区”称号，入列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
镇，被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入
选国家级传统村落保护地名录和第三批四
川最美古村镇名单。白雨鑫说，下一步，古
镇将继续传承和保护红色文化、民俗文化，
持续丰富旅游景观，完善旅游功能配套，打
造国家4A级旅游景区。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
腰界镇，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
司令部旧址，游客正在参观。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会师纪念塔。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