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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因工作需要，在不到一个
月的时间里，我连续三次来到佛子
岭水库文化馆参观学习。
佛子岭水库文化馆是在原佛子

岭水库纪念馆的基础上于2023年9
月底建成并对外开放的。文化馆内
设多个功能区，布展面积800余平方
米，通过图片、实物和多媒体展示，
详细介绍了佛子岭水库的建设历
史、文化背景和重要事件，全方位多角度再现了“新中
国第一坝”——— 佛子岭水库在我国乃至世界水利建设
史上的重要地位。
走进展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第一展区“英明决

策”四个金黄大字，这里主要介绍的是佛子岭水库建设
的历史背景。尽管已经来了三次，在毛泽东主席关于治
淮工作“四次批示”的橱窗前，我还是情不自禁地停下
了脚步，透过眼前这一份份陈旧发黄的电文，一行行刚
劲有力的“毛体”，一句句掷地有声的话语，我深深体会
到了毛主席“四次批示”背后共产党人的人民情怀。
自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黄河夺淮后，700余年间

淮河河道淤塞、灾害频发，至新中国成立前已发展为“每
百年发生水灾94次”之多的孕灾重地。1931年特大洪灾
使皖北沦为“乞丐之地”，1938年国民党“以水代兵”扒开
花园口，将淮河流域推向灾难的深渊，直至出现“越治越
糟”的困局，在毛泽东看来，这是旧社会制度性缺陷的必
然结果。

1950年夏天，一场特大暴雨再一次袭击了淮河中
上游地区，雨水汇聚成滚滚洪流，摧毁房屋，淹没农田，
数百里的河堤全部失去作用。虽然淮河流域自古多灾，
但由于国民党统治时水利工程长期失修，又遇连年战
乱，这一次的灾情，无论在地域还是严重程度上，都十
分惊人。
河南告急！苏北告急！皖北告急！面对重大灾情，心

系淮河治理，毛泽东64天作出4次批示，水利部连开19
天治淮工作会议……

7月20日，一封来自华东防汛指挥部的紧急电
报———《皖豫水灾情况报告》上，一串刺痛人心的数字，
让毛泽东眉头紧锁：正阳关以上右岸已全部漫决，正阳
街上水深数尺，阜阳区全淹600万亩，宿县区淹500多
万亩，滁县区淹30万亩，蚌埠淹10万亩……毛主席当
即将电文批转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除目前防救外，
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即组织大规模导淮
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
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问题。”批示中
首次将“临时救灾”与“系统根治”相结合，首次将治淮
工程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面对这场波及千百万人民生命安全和生产生活的

大灾，收到批示的周恩来心急如焚，立即调拨3000万
斤粮食救灾，并增派车运班次疏散灾民。总理一面亲自
协调部署救灾工作，一面着手筹备根治淮河的方案计
划。

然而，灾情还在持续升级。8月1日，《皖北灾情报告
及救生工作意见》再次送到主席案头：由于水势凶猛，来
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
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489人。面对这些触目
惊心的字句，毛主席下定决心，不能让大灾重演！他在

“489”这组数字旁特意做了标注。
8月5日，距第一次批示刚刚过去16天，毛泽东提

笔作出了第二次批示：“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导淮计划，
送我一阅。此计划8月份必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

即开始动工。”此次批示将治淮计划的时间节点进一步
明确化，治淮工作的极端急迫性跃然纸上。

“河南排，苏北堵，中间的皖北最受苦。”这句流传
在淮河流域百姓口中的顺口溜，或可概括当时淮河水
患的复杂局面。河南、皖北在上中游，希望将水引向下
游，而位于下游的苏北，却指望中上游两省蓄水抗洪。
如果要根治淮河，除皖北地区外，豫南、苏北计划好的
农业生产、土地改革都会受到影响，而此时，新中国刚
刚成立，百废待兴，正面临着经济的恢复和方方面面的
繁重工作。为此，周恩来总理专门召开了两次政务会议
进行协调。虽然需要权衡的问题极为复杂，但因为淮河
水灾严重影响着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为了人民
的最根本利益，周总理的意见十分坚定：“水灾非治不
可，如果不洪就旱，那就是土改了也没有用。”

8月31日，为做好统筹协调工作，毛主席又作出了
第三次批示：“此电第三项有关苏北工作计划问题请加
注意。导淮必须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
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这句话彻底
打破了地域藩篱，河南固始、安徽阜阳、江苏淮阴三地
民工第一次在统一号令下集结。是年深秋，180万治淮
大军手持原始工具开赴工地，其动员速度之快令前苏
联土壤和水利专家柯夫达惊叹不已：“这需要怎样的政
治凝聚力？”
从8月25日到9月12日，连续19天，周恩来总理亲

自参与并指导水利部召开治淮会议，最终作出“蓄泄兼
筹”的治淮方案。在随后召开的政务会上，周总理特别
强调：“这次治淮计划，上下游的利益都要考虑到，并且
还应又利于灌溉农田，上游蓄水库注意配合发电，下游
注意配合航运，总之要统筹兼顾。”

9月21日，为推进治淮工作，毛主席在《淮北灾民的
情况及调配粮食的意见》上再次作出批示(第四次)：

“现已九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延，请督促早日勘测，
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三个“早日”如重槌击鼓，催
生了新中国首个大江大河全流域治理工程。次年1月，
佛子岭水库在皖西山坳破土动工，这座当时亚洲第一
的连拱坝，正是四次批示催生的“头胎儿子”——— 工人
们用竹筐运送混凝土，却在苏联专家断言“不可能”的
异样目光中，仅用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便筑起了这座
水上长城———“世界第一高坝”。

1954年7月，一场特大洪水正考验着这座新生的
水坝。当淮河干流出现历史最高水位时，佛子岭水库硬
生生将每秒6430立方米的洪峰削减至2300立方米。下
游正阳关的百姓看见洪水在闸门前低头东去，自发在
堤岸焚香跪拜，把这座钢筋混凝土建筑称为“新禹王
庙”。

如今，站在水库观景台眺望，70多米高的连拱大坝
依然气势恢宏，20个拱肋如同巨人的肋骨，守护着下
游2000万亩良田。坝体镶嵌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八
个朱红大字，历经70余年风雨洗礼，依旧鲜艳如初。那
些消逝在岁月里的扁担号子，那些凝固在混凝土中的
鲜血汗水，那些镌刻在“四次批示”里的赤子之心，早已

化作滋养淮河两岸人民的精神沃
土。
纵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四次

治淮批示，时间跨度仅64天，密度实
属罕见。批示内容明确具体，从“应
急救灾”到“系统治理”，奠定了治淮
工程的总基调；语言逐次强化，由

“考虑根治”到“限日完成”，再到“三
个早日”，凸显出决策层面的紧迫

感；批示直接推动形成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淮河流
域上演了一场震撼人类的山河再造。至1957年，全流域建
成佛子岭、梅山等9座大型水库，疏浚河道达1700公里。这
不仅扭转了淮河“700年不治”的历史困局，开创了新中国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治水模式，更彰显了人民领袖和共
产党人的人民情怀。
改革的春风吹拂淮河两岸，共产党人一代接一代

地续写着光辉的治水史诗。1960年，邓小平在淮河流
域视察时，攥着群众的手动情地说：“淮河不治好，老百
姓的日子就翻不了身！”一句疾呼，道尽了治水安澜的
紧迫，更烙下了人民领袖心系苍生的赤子情怀。1991
年，江淮特大洪灾后，江泽民冒雨查看蒙洼蓄洪区，在
庄台泥泞小路上叮嘱：“蓄洪库群众的牺牲奉献，要用
制度补偿来回报。”这番谈话催生了《蓄滞洪区运用补
偿暂行办法》的出台，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动员升华为
法治保障。2007年夏，淮河流域发生仅次于1954年的
全流域性大洪水。2008年初，胡锦涛视察安徽时，特意
来到王家坝镇李郢村村民郑继超家里，听说各种补贴
已全部发放到户，他十分高兴地说：“看过以后，我心里
踏实了。”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安徽阜南蒙洼蓄洪区
的西田坡庄台，深情地对乡亲们说：“我十分牵挂灾区群
众，这次专程来看望乡亲们。”19日，合肥巢湖大堤之上，他
在看望慰问奋战在抗洪抢险救灾一线的同志们时说：“今
天是专程来看望大家。”20日，总书记还在合肥专门听取了
军队参与防汛救灾情况汇报。两次“专程”看望，一个专题
会议，表达的是总书记对防汛救灾一线的深深牵挂。
从毛泽东主席“四次批示”掀起的治淮壮举，到习近

平总书记擘画的美丽中国，淮河——— 这条流淌着文明记
忆的大河，始终见证着共产党人与人民的血肉联系。
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思想扎根淮

河两岸，古老的治水智慧获得了新的生命。蚌埠龙子湖
的生态修复工程中，设计师巧妙利用海绵城市技术，让
市民公园兼具防洪调蓄功能；徐州贾汪区的采煤塌陷
地，蝶变成国家湿地公园……这些新时代的“民心工
程”，将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转
化为触手可及的现实画卷。
当晨雾散去，淮河上泛起金色波光，河岸防洪林中

传来布谷声声，仿佛在传唱着一首永不老去的长歌。歌
声里，有历史深处的夯歌号子，有改革春潮的机器轰
鸣，更有新时代的生态交响，它们共同谱写着中华民族
永续发展的壮丽诗篇。
当南水北调的清流穿越淮河，我们仿佛看见“四次

批示”如同四颗恒星，永远照耀着共产党人的精神星
空——— 那里闪耀着“人民至上”的不灭光芒，奔涌着“敢
教日月换新天”的磅礴力量，更传承着中华文明“以水
为师”的永恒智慧。
当乡村振兴的稻浪涌向天际，我们仿佛听见了从

“淮水之殇”到“大河安澜”的回响——— 那是一个政党对
人民的庄严承诺，那是中华五千年治水文明在新时代
的璀璨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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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
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
完全胜利，洗雪了中华民族自鸦片
战争以来的百年耻辱。作为大别山
腹地和安徽西大门的六安市，以其
重要区位、重要事件、重要人物、重
要节点和重要活动而载入安徽抗
战的光辉史册。
红28军坚持大别山三年游击

战红旗不倒
1935年2月3日(农历除夕)，鄂

豫皖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
敬亭根据中共鄂豫皖省委留下的
指示信，在太湖凉亭坳(今岳西县)
召开干部会议，将红二一八团和鄂
东北独立团合编，第三次组建红二
十八军，政委高敬亭，下设红八十
二师(师长罗成云，政委方永乐)、手
枪团(团长余雄)；6月，红二十八军
军政机关迁至岳西县鹞落坪，今年
是红二十八军重建90周年。

1935年2月至1938年2月，红二
十八军在与党中央、鄂豫皖省委失
联的情况下，面对国民党军疯狂

“清剿”“驻剿”“追剿”，在地方武装
和大别山人民的支持下，创造性总结出

“四打四不打”(敌情不明不打、地形不利不
打、缴获不多不打、伤亡过大不打)的游击
战术，化整为零，集零为整，成立了集党、
政、军于一体的便衣队82个600余人，昼伏
夜袭，声东击西，化装智取，把游击战术用
到极致。他们转战于鄂豫皖3省45个县，大
小战斗243次，歼敌18个营15个连约7 .5万
人，牵制国民党正规军68个团约17万人，
开辟了游击根据地22个县，支援了主力红
军的战略转移，配合了南方红军的游击战
争，队伍由第三次重建时1000余人壮大到
3100余人，锻造了一支打不散、拖不垮的
红军队伍，谱写了大别山三年红旗高扬的
壮丽篇章，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彪炳史
册的功勋。红二十八军坚定不移的信念、
不畏强敌的勇气、艰苦奋斗的精神、秋毫
无犯的纪律、军民团结的情谊和红旗不倒
的奇迹，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等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评价。
新四军第四支队成为皖中抗日先锋
1937年7月15日，红二十八军政委高

敬亭根据延安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
有关文件精神，向时任国民党第五战区司
令长官、豫鄂皖边区督办公署督办卫立煌
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平谈判倡
议。7月22日至27日，中共皖鄂边特委书记
何耀榜、卫立煌部少将参谋刘刚夫、皖西
保安司令部副官郭永新三方代表在岳西
青天畈汪氏祠堂举行为期6天的艰苦谈
判。

7月28日，高敬亭化名李守义，以红二
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参加了在岳西
九河朱家大屋举行的三方签字仪式。停战
协议的签订，标志着鄂豫皖边区10年内战
结束，红二十八军首开南方8省14支红军
游击队停止内战、实现区域性国共合作抗
日之先河。

1938年2月，红二十八军和豫南游击队
等在红安县七里坪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陆军新编第四军第四支队(简称“新四军第四
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
部主任肖望东，经理部主任吴先云，下设第
七、八、九团、手枪团和3个直属队，合计3100
余人。第四支队是南方新四军4个支队中部
队规模最大(占37%)、红军成分最多、武器装
备最好(38%)、战斗力最强的一个支队。

1938年3月8日，第四支队在七里坪
召开东进抗日誓师大会。3月14日由七
里坪出发的第七、九团和手枪团与由确
山竹沟出发的第八团(豫南游击队改编)
在立煌县流波報(今金寨县)会师并整
编。3月下旬，成立第四支队军政委员
会，主席高敬亭，副主席戴季英。

1938年3月下旬至5月上旬，第四支队
经金寨、霍山、六安、舒城、庐江县等，在舒
城、庐江、巢县边区作扇形展开。5月，第四
支队后方机关进驻舒城县高峰乡东、西港
冲，其中司令部机关驻西港冲钝斧庵，政

治部机关驻东港冲韦家大屋。至
此，舒城县成为名副其实的第四
支队领导中枢与指挥中心。
第四支队创建皖中抗日根据地

1938年5月12日上午，新四
军第四支队第九团一部在高志
荣政委率领下，在巢县蒋家河口
(今巢湖市)打响了新四军东进对
日作战的第一枪。20分钟全歼日
军25人，缴获步枪15支、轻机枪1
挺，新四军无一伤亡。

蒋家河口伏击战胜利，是新
四军组建后的第一战，打击了侵
华日军的嚣张气焰，打破了日军

“神圣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
新四军华中抗日的士气，打出了
新四军第四支队的军威。1938年
5月15日，《新华日报》刊载了这
一消息；5月16日蒋介石为新四
军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发来贺
电。
第四支队在高敬亭率领

下，在舒城至桐城、六安至舒
城、舒城至合肥、舒城至安庆等
公路沿线对日军辎重部队运输
车队等发起伏击战，主要战斗
有南港、范家岗、花子岗、椿树

岗、铁铺岭、半个店、大小关、棋盘岭等，
掀起第四支队皖中抗日的高潮。

据统计，1938年5月至1939年6月，第
四支队敌后游击24个县，与日伪军作战90
余次，歼敌2300余人(其中日军1700余
人)，消灭反动武装和土匪3700余人，缴获
枪支1417支、轻机枪17挺，击毁各种汽车
156辆、汽船2艘，创建了以舒城为中心、背
靠大别山的皖中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
第四支队历时13个月，兵力由改编时

的3100余人扩大到1 .1万余人，增长了3.5
倍，其中舒城人民踊跃报名参军参战达
2000余人，占四分之一。第四支队创造了
作战次数、歼敌人数、队伍扩编等在新四
军4个支队中的三个第一，成为新四军江
淮抗战的劲旅。期间，董必武、叶剑英、叶
挺、张云逸、罗炳辉等来六安、舒城、立煌、
寿县等视察指导工作。1938年9月，美国进
步作家、知名记者史沫特莱女士到舒城第
四支队机关驻地采访。

1939年5月7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
庐江东汤池宣告成立，第四支队隶属于江
北指挥部。1939年6月24日，高敬亭司令员
在肥东青龙场被错杀。7月，第四支队分编
为第四、五支队，徐海东、罗炳辉分任司令
员，戴季英、郭述申分任政委。第四支队开
创了以定远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敌后
抗日民主根据地，第五支队开创了以来安
半塔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敌后抗日民主根
据地。

1941年1月6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爆发。2月，第四、五支队合编为新四军第二
师(师长张云逸兼，政委郑位三)，其中第四
支队改编为第二师第四旅(旅长梁从学)，第
五支队改编为第二师第五旅(旅长成钧)。第
二师创建了面积2.1万平方公里、人口300
余万的淮南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被誉为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心脏”，成为中共在华
中敌后“独立自主、依靠群众”战略行动的
成功典范和中流砥柱。
据不完全统计，第四支队走出徐海

东、林维先、万海峰、梁从学等开国将军80
余人，副部级以上领导干部郭述申、郑位
三等160余人。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六安
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较好的政治基础，
成为安徽省暨大别山区抗日救亡的合作
中心、领导中心、军事中心、动员中心、宣
教中心、培训中心和战斗中心而载入史
册。 (作者系六安市新四军历史和红色
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沈子修，清光绪六年(1880年)元月出生在霍山
县与儿街镇凡冲村一个书香门第。少年时代就读于
家乡私塾，1903年秋考入张之洞创办的三江师范
学堂(后改为两江师范学堂，也是南京大学的前
身)，在学校里刻苦钻研，饱读中外经典，接受新思
想。1907年夏毕业时由同盟会会员吴旸谷(合肥人，
与蔡元培在上海创办青年学社)介绍加入同盟会，
从此投身革命，致力反帝反封建斗争，求民主争自
由，全身心地投入到各个时期的民主革命运动。乡
邻都说，凡冲村出了位不凡人。

追求民主的斗士
沈子修早年受吴旸谷、蔡元培(时任国民教育总

长，后任北大校长)等人的进步思潮影响，民主与科
学深深地印在脑海里。1911年辛亥革命的炮声震撼
了全国，沈子修积极投身这场革命，10月29日，他领
导以霍山同盟会分支为首的革命团体，配合民军百
余人光复了霍山县城。不久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指
使军阀倪嗣冲(阜阳人，北洋时曾任安徽省都督兼民
政长)入皖，迫害革命党人，导致地方复辟势力大肆
抬头。沈子修与朱蕴山(金安人，曾任全国人大副委
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人强烈反对，并与之展开
了激烈的斗争。1916年春他与朱蕴山等秘密组织讨
袁第一军，策化安庆起义。不料事泄，朱蕴山等人被
捕，沈子修等人逃往上海避难。在上海期间，沈子修
没有停止与反动军阀的斗争，他通过各种渠道积极
参与营救朱蕴山等革命党人行动。6月6日，袁世凯在
全国上下一遍声讨声中暴死，朱蕴山获释，沈子修回
到芜湖，任省第二甲种农业学校(简称“二农”)校长，
并兼任安徽教育会总干事。这给他革命生涯搭建了
一个更高的平台。

1918年9月，沈子修受朱蕴山、桂月峰(金寨人，
同盟会员，后加入共产党)的邀请回到六安，担任省
第三甲种农业学校(简称“三农”)校长。五四运动暴
发，沈子修参与领导安徽教育界发表宣言，示威游
行，抵制日货，声援五四运动。

反动军阀倪嗣冲从1913年起，在皖十年，压榨
民众，横征暴敛，滥发纸币，任人唯亲，民愤极大，终
导致“反倪”运动，沈子修第一时间支援安庆反倪嗣
冲运动;在反军阀倪道烺(倪嗣冲之侄，抗日期间曾
出任安徽伪省长)三届省议会贿选及驱逐省长李兆
珍(福建人)等斗争中，沈子修、朱蕴山等旗帜鲜明地
站在学生群众一边。在六安捣毁贿选票箱，收集假选
民假选票情况，揭露贿选黑幕，用法律手段向北洋政
府控告军阀倪道烺、马联甲(江苏人，北洋时曾任安
徽省长)的罪状，致使其阴谋未能得逞。沈子修也成

为安徽反帝反封建的先驱人物。
1924年，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

政策，国共第一次合作，安徽国民党分成了左、右两
派。沈子修是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之一，其社会影响
也越来越大。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参与领导
学生游行示威和抵制日货活动。1926年1月，国民
党“二大”闭幕后，广州国民党中央指派光明甫(桐
城人，新中国曾任省教育厅长、省政协副主席)、沈
子修、朱蕴山等九人组建国民党安徽临时省党部
(左派)，不久国民党安徽临时省党部在安庆成立，
光明甫、沈子修、朱蕴山为常委，沈子修兼任组织部
长，有力地推动了民主革命工作的开展。
北伐战争开始时，沈子修任国民革命军皖西中

路司令，受安徽宣慰使常恒芳(寿县人，曾任国民党
安徽党部执委)之命，与朱蕴山回到霍山，组织民
军，策动其弟沈子成(霍山人，国民革命军霍山警备
营营长)率部起义，策应北伐。后因事败，反动军阀
陈调元(河北人，民国时曾任安徽省主席)杀害了沈
子成，同时还枪杀了国民党左派人士杨兆成(怀宁
人，中共安庆特支书记)，本人遭到通缉被迫流亡上
海。因此，国民党安徽临时省党部被迫迁到上海，
1926年底，北伐军攻下武汉后又迁至汉口，沈子修
随省党部去汉口工作。

1927年3月，临时省党部由汉口迁回安庆。22
日下午，安徽省党部在安庆黄家操场(今安庆体育
馆)召开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恰好蒋介石在安庆。
蒋介石把持省党部，要求把特务头子杨虎(宁国人)
等人补入到代表中，遭到沈子修、光明甫、朱蕴山等
左派人士的坚决抵制，蒋介石大为恼火，指使杨虎
收买100多名流氓打手，伺机闹事。23日下午，沈子
修、朱蕴山、光明甫等到北伐军总司令行营，准备面
见蒋介石再次抗议，不料在省长公署门口遭到杨虎
手下一群暴徒的围殴，沈子修、光明甫等人受伤后
找到蒋介石，要求严惩凶手。由于当时郭沫若在场，
蒋介石假意答应，敷衍此事，待他们一走，蒋介石撕
掉假面具，指使右派工会暴徒，捣毁左派省市党部、
总工会、省农协会、省妇联等，制造了震惊省内外的

“323”反革命事件，大会也被迫移至武汉召开。会

上，沈子修仍被选为执委和常务委员，并留任组织
部长。紧接着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沈
子修等100余人遭到通缉。

1932年，沈子修秘密回到六安，为支援北伐，他
同李晴峰(霍山人，同盟会会员)组织以“三农”师生为
主体的民军，受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师二旅第一团，
亲自担任党代表，为北伐做了大量工作。

抗战暴发后，沈子修、光明甫、朱蕴山等安徽知
名人士受李宗仁(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
主席)之邀，筹建安徽省战时民众动员委员会(简称
动委会)，光明甫、沈子修、朱蕴山等利用新桂系与
CC系的矛盾，以李宗仁的名义颁发布告，揭露其破
坏团结，破坏抗日的罪恶行径，使得动委会顺利在
六安城内夫子庙(后迁至麻埠)成立。动委会由李宗
仁任主任，章乃器(浙江人，爱国民主先驱，七君子
之一)任秘书长，朱蕴山为总务部长，沈子修为组织
部长，光明甫为宣传部长，常恒芳为后勤部长。

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出台了一系列反
共反人民的文件，安徽桂系公开反共，章乃器愤然辞
去秘书长之职，朱蕴山也离开了大别山，沈子修则被
迫流亡到湖南，动委会名存实亡。动委会是国共合作
的产物，虽存续时间不长，但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
出了应有的贡献。

安徽教育的泰斗
沈子修一生热心教育事业，乐于教书育人。他

毕生的大半时间都在教育上，他在两江师范学堂主
修的就是教育，他把“嚼得菜根，做得大事”的校训
牢记于心。他渴望教育救国，后来他到芜湖安徽公
学任教，一展自己的远大抱负。不久，杨辔龙(霍山
人，北伐时代理过安徽省长)创办了安庆法政学院，
邀请沈子修来校任教，期间，沈子修提出改革教育、
废除科举等系列措施。

沈子修对教育情有独钟，他的一生没有离开过
教育，堪称安徽教育泰斗。1918年之后，他担任六安
三农学校校长、芜湖二农学校校长;1926年底任国
民党安徽党部干部学校校长;1932年起先后任贵池
第一乡村师范学校校长、凤阳第三女子中学校长、
凤阳第三中学校长;抗战暴发后，担任安庆高级工

业学校校长。1947年担任安徽省教育会会长;新中
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省政
府副主席、省政协副主席、民盟安徽省主任委员等
职，一直分管联系教育工作。

沈子修治学严谨，极力革除封建教育的一切陈
规陋习，大力提倡新文化新思想，传播民主革命新
思潮;积极推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倡导教、学、做
合一;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技能。在“三农”时，他曾
拓荒70余亩做农林场，作为学生的实习园地。他致
力民主治校，让学生代表参与决策学校重大事项。
他支持并参与爱国学生的民主活动，他言传身教，
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患难与共的挚友
作为民主进步人士，沈子修一生拥护共产党的

领导，在与共产党的长期团结合作过程中，结下了深
厚的革命友情。

1921年，安徽暴发了驱逐“杀人魔王”李兆珍
运动。王步文(岳西人，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任书记)
领导的学生运动，得到了沈子修的鼎力配合和支
持。1923年，沈子修在芜湖“二农”担任校长期间，邀
请共产党人恽代英(江苏人，中共党员，时任中国共
青团宣传部长)来校演讲，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的革
命运动。在六安“三农”担任校长时，沈子修亲自在
课堂上讲授十月革命的意义，讲解列宁、高尔基、陈
独秀、李大钊、鲁迅的作品，引导学生用马克思主义
认识社会，改造社会，启发学生信仰马列，精心培育
学生中的优秀分子，使很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如刘淠西、桂伯炎、陈绍禹、王逸常、吴干才、吴岱
新、戴国兴等等，后来成为了皖西工农红军及革命
根据地的创建人和骨干。

作为安徽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沈子修衷心拥护
孙中山“三大政策”，与共产党真诚合作，同破坏国
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展开了殊死搏斗。1926年，沈
子修作为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九大执委之一、常委组
织部长，对另两位执委薛卓汉(寿县人，中共党员)、
周范文(六安人，中共党员)的工作十分重视，有力
地支持了我党的工作和成长。

1927年，沈子修在武汉设立“安徽省党务干部
学校”，多次邀请共产党领导干部李立三、李达、毛
泽东、恽代英来校讲授工、农、青运及三民主义。
1932年后，沈子修先后在贵池省立乡村师范学校
和凤阳师范担任校长，邀请共产党人童汉章(合肥
人)来校任教，公开传播革命理论。
抗战暴发后，沈子修担任安徽省战时民众动员

委员会组织部长，吸收很多共产党员在里面从事中

共的工作，他直接领导的组织部里，其总干事周新
民(庐江人，建国后任中办副主任)、主任干事张劲
夫(肥东人，建国后任国务委员)都是共产党员，他
们提出的所有要求，沈子修都会极力支持和赞同，
同时做好了掩护工作，有力地支持了我党的建设。

沈子修晚年曾说:“积我五十年革命经验，只有
跟共产党走，国家才会昌盛，人民才会幸福，我个人
才有前途。”他真正做到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廉洁奉公的楷模
沈子修一生淡泊名利，生活俭朴，即便在旧中

国，他也从不用雇员，外出必步行，无特殊情况从不
坐轿。在校任职时，学校经费拮据，常把自己的财物
典当变卖，用来充公，对困难师生经常倾囊相授。他
桃李满天下，我党不少高级干部如陈绍禹、李克农、
柯庆施等都是他的学生，他却从未因私事找过他们。
新中国成立后，沈子修当为中央民盟委员、民盟

安徽省主委、安徽省政府副省长、安徽省政协副主席
等职，虽位高权重，更是严于律己，常拄拐行走，也从
不允许家人乘坐公车办私事，也从未有用自己的影
响力为子女和身边的人谋福利，家乡人找到他办私
事的，他也婉言谢绝。

沈子修虽常年在外，但家乡情节没齿难忘。这
里说一个史实故事，可见一斑。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沈子修回到家乡霍山，当得知他侄子沈利川要
去南京看望姐夫谢湛如(霍山人，时任民国政府监
察院主任秘书)时，立马想起要为家乡做一件实事，
因为当时监察院院长是于右任(国民党元老，著名
书法家)，于公的墨宝是非常难得的。他让侄子见到
于公时代为问好，并请于公为霍山的景区题写“小
南岳”三字。于公欣然接受，并说：“找我讨字的，多
是为自己，独全懋(沈子修的字)例外。”

如今于公狂草“小南岳”三字嵌于庙门之上，为
南岳山增添了一道亮丽的景观，也为家乡人留下一
段美好的回忆。

1955年12月，沈子修病逝于任内，享年75岁。一
代革命老人走完了坎坷不平而又光辉灿烂的一生。

从“淮水之殇”到“大河安澜”
——— 毛泽东主席“四次批示”背后的人民情怀

程先畏

平凡山冲里的不凡人
——— 记革命老人沈子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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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2月22日，启动自驾南方行行
程，途经湖北黄冈、江西共青城一线，相继
进入赣、闽、粤的瑞金、上杭、梅州等地由青
山、红土，清风、红旗共同勾勒出的红色区
域。这是一方热土，这是一个起点，这更是
一座丰碑。时至今日，探访这片红色土地，
一段段红色记忆依然鲜活……

大柏地战斗：最有荣誉之战
大柏地位于江西瑞金北部，地形险要,1928年底，

国民党调集重兵围剿井冈山根据地，1929年1月，毛泽
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从井冈山突围，向
赣南进军，一路遭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2月9日红军抵
达大柏地，10日利用这里的有利地形设伏，成功歼灭国
民党军两个团，缴获枪械800余支，取得离开井冈山，
挺进赣南的首次大捷，拉开了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序
幕，被陈毅赞誉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此
次战斗走出了46位开国元勋。伟人毛泽东曾留下《菩萨
蛮·大柏地》：“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
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
关山，今朝更好看。”的光辉诗篇。岁月流转，大柏地的
硝烟早已散去，如今的战场旧址，仍保留着当年的弹痕
遗迹，见证着这段光辉历史。

红色故都：世人景仰的革命圣地
瑞金共和国摇篮景区包括叶坪、红井、二苏大会址

（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旧址）、中华苏维埃
纪念园四大红色景区，总占地面积4550亩，是中宣部
首批公布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也是全国红
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这里的一座宗祠，诉说着革命的
前世今生；一口红井，浸润过几代心灵；一篇著作，反映
党与人民的血肉情深；一片旧址，铭刻着伟人经天纬地
的身影；一草一木，留下无数先烈的血迹；一山一水诉
说着苏区精神的真谛。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这里诞生，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预演”，毛泽东等老
一辈革命家在这里进行了一系列治国安邦的伟大实
践，开始了治党、治军、治国的全面探索。这里喊响了

“毛主席”的称呼；这里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权、文
化、经济、法制等各项建设上的“百个第一”；这里培养
造就了9位开国元帅，8位开国大将，35位上将、114位
中将和440位少将等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人才；这
里“红井”的故事家喻户晓，代代传颂。党史专家以“上

海建党，开天辟地；南昌建军，惊天动
地；瑞金建政，翻天覆地；北京建国，改
天换地。”的精辟概括，彰显了瑞金在中
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上的重要地位。瑞
金不愧是红色故都，世人景仰的革命圣
地；不愧是共和国摇篮，吸引着无数寻
根溯源的目光；不愧是理想信念教育不

可或缺的红色之旅驿站。
古田会议：永放光芒

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因1929年12月，毛泽东、朱德
率领的红四军在这里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史称

“古田会议”而闻名遐迩。古田会议会址，原为始建于
1848年的廖氏宗祠，建构完美，飞檐翘角，座东朝西，
砖木结构，有庭院、前后厅和左右厢房。
这次会议是红军初创时期召开的一次历史性重要

会议，通过的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
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确立的党对军队绝对领
导和政治工作生命线地位的建党建军原则，揭开了党
和军队建设的崭新篇章，对于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本
色和作风，有效履行肩负的历史使命，有着重要的意
义。历史进程充分证明，古田会议精神，是引领党和军
队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法宝，是推动党领导的伟大事
业不断取得胜利的强大动力，是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
组成部分。

赣闽粤大地上的红色记忆
卫先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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