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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罗芸

仲春时节，山如翠屏，簇拥着大巴山腹地的城口县
城。

县城南门的碉堡梁，矗立着一座高大的汉白玉石碑，
上书“川陕革命根据地城口苏维埃政权纪念碑”。

“城口是一片英雄的土地，这里的河山浸透了革命先
烈的鲜血。”3月18日，曾任城口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的
张合轩动情地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红军在城口用生命和鲜血传播革命火种；城口人民也用
生命和鲜血捍卫红色苏维埃政权，让革命之火在大巴山
熊熊燃烧。

星火撒进巴山

在城口县双河乡柳河村庞家院子，有一棵高大的皂
角树。阳光穿过黄绿色的新芽，星星点点地洒在树下的

“城万红军指挥部”纪念碑上。
“这是一棵‘有来头’的树。”双河乡人大主席唐绍强

介绍，当年万源固军坝起义前后，起义领导人李家俊曾
在庞家院子开会，第一次将革命的火种带进大巴山腹
地。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把革命的
重心转移到农村。在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下，李家俊、王维
舟等策划在川东组织农民武装起义。

当时，李家俊派人扮成“春倌儿”，在城口、万源、宣汉
交界的大山中，走村串户连卖带送“春牛图”。图上写着
反抗封建剥削的歌谣：“要想不出款，就要拿枪杆；要想肚
子填得满，就要团结起来干；要想衣服穿得暖，大家齐把
豪绅铲！”

彼时，城口、万源等地的老百姓备受地主豪绅和军阀
的欺压，每年缴纳的税款多达30多种，甚至连挑粪也要
缴税。

1929年初，一群青壮年农民在庞玉必的发动下，在
庞家院子自发成立了“青龙会”，开展抗捐抗粮斗争。

当时国民党军队身穿灰色制服，当地老百姓称其为
“灰兵”。1929年春，固军坝起义前夕，李家俊来到双河
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在庞家院子作宣传时，为防“灰兵”
的扰袭，“青龙会”设了远近三处警戒哨点。最近的一处
哨点，就在这棵皂角树的大杈丫上。

1929年4月27日，固军坝起义爆发。起义领导小组
宣布城口和万源的农民自卫军、农民抗捐军统一编为川
东游击军第一路，开展武装斗争。同年6月，这支队伍改
编为城万红军。

城万红军以固军坝为中心，广泛发动万源、城口等地
群众建立游击根据地，提出要“废除租田制度、取消苛捐
重税、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工政权”。
1930年春，川东游击根据地发展到3000多平方公里，人
口6万以上，队伍发展到3个支队、2000余人。

“李家俊一边练兵，一边组织地方成立农民协会（以
下简称“农会”），而农会则是地方苏维埃的前身。”唐绍强
说，他的大伯唐兴才、二伯唐兴茂受革命思想影响，加入
了李家俊的队伍，常跟着农会双河场分会主席白希仁，在
场镇召开群众会议，深入村寨宣传革命道理。

与此同时，余坪、周溪、明通等地纷纷成立了农会。
在农会的发动下，加入城万红军的贫苦农民越来越
多。1930年3月20日，城万红军3000余人攻入城口
县城，成为当时川渝地区被地方红军占领的首个县
城，震惊全川。

1930年7月，在军阀与地方反动武装的疯狂
“围剿”下，固军坝起义失败。庞家院子的百年
老树也被反动武装视为庇佑红军的“神树”，纵
火要将其烧毁。皂角树被大火烧焦了一半，依
然坚强地存活下来。

火种逐渐燎原

庙坝镇位于城口南部与西部交通要道交汇点。离镇
政府不远处的青山下，有一座中西合璧的砖木小楼：歇山
式屋顶、青色条石和青砖砌墙、拱券造型的门窗，二楼临
街有一条长廊。

“这是解放前当地唯一的一座洋房，由大地主王丕基
所建。”庙坝镇干部冯乔明说，小楼记录着一段光辉的历
史：1934年2月和同年7月，李先念的红三十军与王维舟
的红三十三军先后在此驻扎。如今，这里已成为市级文
物保护单位。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入川，建立起川陕革命根
据地。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在宣达战役取得胜利
后，乘胜挥戈城口，解放了城口西南部地区。中共川陕省
委决定成立中共城口县委和城口县苏维埃政府。

就在这年冬天，国民党川军接连向川陕革命根据地
发动了“六路围攻”，城口是东线的重要战场。

1934年2月，红三十军负责东线突围。时任红三十
军政委的李先念，率领部队翻越海拔2000多米的八台山
进入城口。

张合轩告诉重庆日报记者，李先念在城口战斗的时间
不长，但城口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上世纪五十年代，李
先念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时，听说财政部的曾国坚
是城口人。他热情地握着曾国坚的手笑叹道：“城口的山
好大啊！我在八台山上打过仗，那时正下大雨，山陡路滑，
打了一天把敌人赶跑了，晚上就在山上的庙里宿了一夜。”

在城口时，红军不仅行军作战特别艰苦，生活也十分
困难。部队将领跟普通战士和百姓一样，只能靠玉米糊、
野菜填肚。

即便条件艰苦，红军依然保持旺盛的战斗力。1934
年6月15日，王维舟率领红三十三军攻破城口县城，城口
县城再度被红军解放。随后，红军摆出“打下夔巫”的架
势。正在对以通江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
的四川军阀刘湘又惊又惧，从“围剿”的部队中抽调出超
过红军4倍的兵力进攻城口、万源，以防红军威胁下川东
地区（现万州至巫山一带）、与在彭水活动的贺龙部会合。

这一兵力调动打乱了刘湘原定的“围剿”部署，也正
中红四方面军调敌于预定战场歼灭的计划。在城口，红

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九军、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军各一
部和第三十三军5支队伍，与川军和地方土匪武装进行
了大小百余次战斗，歼敌2000余人。

“城口所在的东线战场的胜利，为红四方面军最后粉
碎川军‘六路围攻’、巩固川陕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
件。”张合轩说，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不仅策应了湘
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也为红一方面军长征北上大
幅减轻了压力，成为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与此同时，红军在城口一边歼敌剿匪，一边开展根据
地建设，发展党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训练地方武装。
这期间，全县建立了5个区委、9个乡党支部和6个区苏
维埃政府、24个乡苏维埃政府、80多个村苏维埃组织，形
成了完整的县、区、乡、村苏维埃政权组织体系。在红军
战斗版图不断扩张、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川陕革命
根据地也成为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我家族有七八个人参加了红军，包括我的祖父冯贤
忠。”冯乔明自豪地说，当时仅庙坝参加红军的青壮年就
超过300人。

据统计，当时城口全县仅有5.7万人，其中就有近
4000人参加革命，600多人参加红军。红军传播的革命
火种，在城口已呈燎原之势。

革命热情燃烧

在川陕苏区城口纪念馆内，陈列着一件国家三级文
物：象牙杆铜戥子。

这件文物以纯手工磨制的象牙为秤杆，以黄铜为秤
盘。经过岁月的磨砺，白色的秤杆露出浅红，黄铜色的秤
盘慢慢变黑。

“这是当年坪坝‘红军药房’草药医生周俊侯用来抓
药称重的工具。它见证的是一段军民鱼水深情。”川陕苏
区城口纪念馆馆长孙才兴说。

1934年4月，王维舟率红三十三军进入城口，常在庙
坝、坪坝、县城一带活动。在指挥战斗之余，他常深入到
农户家中了解情况，发现坪坝场镇及周边有3家药铺，老
百姓却常因“鸡窝寒”等疫病失去性命。原来，这些药铺
均为大地主蔡益所开，收费昂贵，穷苦人看不起。

1934年6月，王维舟召开坪坝区乡苏维埃干部会，并
以苏维埃政府名义当众没收了这几家药铺；又在坪坝关

庙巷子内开设药房，亲自为药房题写“坪坝工农红军药
房”的店名，聘请周俊侯为百姓治病，贫困人家看病免费。

就诊的人多了，“鸡窝寒”对百姓生命的威胁也小了，
红军被称为“救命活菩萨”。

“通过一件件事，老百姓感受到红军是真心为穷人谋
福利的，都真心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今年76岁的坪
坝镇议学村村民周英珍说。周英珍曾听婆母龚玉珍说起
当年的事：红军驻扎时，老人在井边洗衣服，红军会帮忙
提水；龚玉珍和周边的妇女，用苎麻做成相对舒适耐穿的

“麻窝子”鞋送给红军。
在武装斗争方面，城口苏区人民和地方赤卫队，积极

地配合红军的多次军事行动。左岚乡的陈良魁是当地游
击大队长和村苏维埃主席。1934年红军在城口战斗期
间，他发现地主袁华中帮敌人打探红军行迹，立即报告上
级。红军将计就计，通过伏击全歼敌军一个连。当时，全
县成立的7支赤卫军、16支游击大队、30多支游击小队、
6个童子团，为维护社会治安、巩固红色政权和根据地发
挥了重要作用。

在保证红军后勤供应方面，城口人民更是倾尽所
有。红军在城口战斗期间，正好遇上旱灾、虫灾，粮食歉
收。《城口县苏维埃创建史》一书记录了对曾任红三十三
军295团司号班班长刘武彩的采访。刘武彩泪流满面地
说：“在城口战斗期间，是城口人民养活了我们。只要是
能吃的东西，他们就送给我们吃，有的人家把看家狗都杀
了送给红军吃。”

据不完全统计，红四方面军在城口战斗期间，城口通
过各级苏维埃政权捐粮10多万公斤，打草鞋5000余双、
编斗笠2000多顶，并捐献了大量的蔬菜和肉类。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以苏维埃政权为纽带紧紧地
联系在一起，城口人民革命的热情熊熊燃烧。

弘扬红色文化

高燕镇红军村的村道，如银白的飘带，缠绕在青山
中。它曾是运输锰矿矿石的道路，现在经改造连接起了
大山深处的红色历史陈列室、红军哨台、红军医务所旧
址、村苏维埃旧址等红色景点。

“红军村有相当长一段时期吃的是‘资源饭’，污染
大。还有不少群众在锰矿开采中得了矽肺病，因病致
贫。”高燕镇党委书记高军说。

近年来，红军村作为全市唯一以“红军”命名的行政
村，通过挖掘和发展红军文化走出一条“红绿结合”的路
子：重新标注红军历史遗址遗迹11处，收集红军故事形
成5万字的资料，建设红军村纪念广场、红军步道等红军
纪念设施，开展“走一段红军路、种一棵红军树、吃一顿红
军饭”等“八个一”活动；在扶贫帮扶集团的支持下，种植
辣椒、萝卜等高山反季蔬菜，发展起150亩的绿色优质
稻、70亩的荷塘，并大力开展乡村旅游。

“红军村是我们设计的县内红色旅游线路中重要的
体验点，预计今年七一前后就可推出这条红色旅游线
路。”城口县文旅委有关负责人表示，线路以苏维埃政权
纪念公园为中心，辐射双河、庙坝、坪坝等乡镇。其中双
河将重点介绍李家俊领导的城万红军历史，庙坝着重介
绍李先念所在的红三十军足迹，坪坝侧重介绍王维舟率
领的红三十三军战斗史。目前，这些遗址已基本完成修
缮和部分布展陈列工作，正在结合挖掘到的红色故事开
展主题教育设计，便于引导游客追忆光辉的苏区历史、感
受城口独特的红色文化，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红色星火在城口燎原
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李先念，生前在回忆录中写道：

“川陕革命根据地东起城口，西至嘉陵江……”
位于重庆东北角的城口，是一片光荣的革命热土——
她是万源固军坝起义后城万红军活动的主要区域；
她是重庆地区第一个迎来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的县，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先念、徐向前、许世友等曾在这里留下光辉足迹；

她是重庆地区唯一成建制建立县、区、乡、村苏维埃政权的县，属
全国一类革命老区，至今这里仍传颂着大量军民鱼水情深、共同捍卫
红色苏维埃政权的故事。

如今，城口在摆脱延续千年的绝对贫困基础上，正发扬光荣革命
传统，继承革命先烈遗志，充分挖掘红色文化，书写新时代乡村振兴
的篇章。

核 心

提 示

红军是苏维埃政权的支柱

苏维埃是人民的政权

▲一位老人带着孙子在城口县的川陕苏区城口纪念馆参
观。(本报资料图片）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城口县城旧貌。
（城口县人大陈国心供图）

城口苏维埃政权纪念碑城口苏维埃政权纪念碑。。 （（本报资料图片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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