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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标语
铭刻巴渝大地

红色足印

▲

红军宣传画报。

▲涪陵区罗云乡“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誓师大会遗址”。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在城口县巴山镇元坝村，有一处名叫火山坡
的石壁，其质地坚硬，金石难镂，上面镌刻着一列
红军标语：“人民好坐江山”。这是 1934 年红三
十三军过境城口时，一位战士用刀刻下的。如
今，它已成为红军在城口战斗、生活的重要遗迹。

在红军进入城口之前，这里是一片苦难深重的
土地。当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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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固军坝起义前夕，起义领导人李家俊
来到城口，第一次将革命的火种带进秦巴山腹地。
城口也是重庆第一个由地方红军解放了县城的县。

1933 年 10 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城口。红军
一边歼敌剿匪，一边在城口开展根据地建设，发
展党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训练地方武装。作
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口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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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重
庆唯一一个成建制建立了县、区、乡、村四级苏维
埃政权的革命老区。

在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乡，有一条“红
军街”。街上至今仍矗立的四方塔式土地庙上，存有
当年红三军在此驻扎时，宣传队抄录的《中国共产党
十大政纲》：“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没收外国资本的
企业和银行；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

1934年6月，贺龙率领的红三军入驻酉阳南
腰界，次月黔东特区成立，建立了 17 个区苏维
埃、100多个乡苏维埃政权。南腰界也成为武陵
山区革命文物体量最大、保存最完好、最具震撼
力的革命老区。

为了保卫这块属于人民的土地，1934 年 7
月，新成立的南腰界游击大队30多名队员，在写
有《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的土地庙前，以纲领为

誓词，宣誓参加革命。贺龙把一面红旗和一把大
刀交给游击队长冉隆昌，嘱咐他要用大刀保卫红
旗，将革命进行到底，“砍出”一个新世界！

1935年1月，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二团进
驻綦江羊角，确保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
从贵州松坎出发，经贵州桐梓县尧龙山镇进入綦
江石壕镇，制造佯攻重庆的假象。当时正逢雨雪
天气，夜晚，红军用油纸铺在街边屋檐下露宿，没
有打扰百姓。

红军长征经过綦江时，牺牲了5名战士，新
中国成立后，綦江人民在石壕镇修建了红军烈士
墓。如今，石壕镇红军烈士墓已经修缮完毕，当
地将充分利用红色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在红军曾洒下过热血、献出过生命的这片土地
上，开启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本报记者 罗芸

▲

1934 年 红
三 十 三 军
过 境 城 口
时 ，在 元 坝
村的石壁上
刻 下 标 语 ：

“ 人 民 好 坐
江山”。

▲1935年春，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红四
方面军发动嘉陵江战役。图为广元市昭化区
清江红军石刻：“打到重庆万县去，驱逐帝国
主义军舰出四川”。

▲綦江区红军桥。1935年1月，中央红军红一
军团转战綦江时走过此桥。

通讯员 陈星宇 摄/视觉重庆

▲1934年10月26日，红三军（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在酉阳南腰界举行会师大会，图为中国工农
红军二、六军团会师纪念塔。 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重庆打出的十面红军旗帜。

▲

1934年5月6日，贺龙曾在黔江区水市乡水车坪一株百年老皂角树下，为红三军作誓师动员
报告。这棵皂角树后被命名为“红军树”。

▲1934年5月8日，红三军占领
彭水县城。10日，红三军到达彭水
黄家坝休整，红七师机炮连一排住
在黄学珍家，撤离时留下此留言条。

特A 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