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岁参加红军
100岁还会唱一些红军歌

1920年，李鸿翔出生于四川通江县
一个贫苦家庭。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李鸿翔见证
了太多人间疾苦。“当时的老百姓苦得很，
娃娃养不活，经常拿去送人。”回忆起当时
苦难的生活，李鸿翔直摇头。

1932年，红四方面军由通江县两河
口乡进入四川。在与红军的接触中，李鸿
翔逐渐产生参军的念头。

母亲对李鸿翔参军的想法颇有微词：
“这么小参军，还是个女娃，打起仗来骡马
都能把你踩死。”但当时的李鸿翔总觉得自
己可以改变些什么，还是决定加入红军。

1932年，年仅12岁的李鸿翔加入了红
军第四军十二师政治部宣传队。李鸿翔
曾回忆，当时的苏维埃政府主席余洪远问
她：“你这么大点，参加红军行吗？”她回答

“我要长大嘛，我不会一直这么小！”余洪
远说：“好，把小鬼留下，编到儿童团去。”

在部队里，李鸿翔每天都背着比她人
还高的木头枪，出操锻炼，老师每天也要
教他们这些“红小鬼”识字。

长征前，李鸿翔跟一帮年龄相仿的孩
子一起做着红军的宣传工作。“我们那会
儿岁数不大，出去就唱《红军三大任务
歌》。”100岁时的李鸿翔，还会唱几句当
时的歌曲：“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势

力，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无产政权……”
“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多女红军？因为

那时候女的太苦了，有的去当童养媳，挨
打受气受压迫，娃娃也养不活。很多女同
志听到我们宣传男女平等，红军是为穷人
服务的，就决定参加红军。”李鸿翔说。

15岁参加长征
跟随部队爬雪山过草地

1935年，15岁的李鸿翔跟着大部队
参加了长征。前有恶劣的自然环境，后有
国民党的追兵，李鸿翔所在的部队每天都

在艰难地行军。
爬雪山、过草地，是李鸿翔最难忘的经

历。爬雪山时，由于雪盲，李鸿翔就用辣椒
水抹眼睛，防止自己看不见。晚上，大家用
铁锹在雪地里挖个坑，穿着两片麻布做的
单衣，在坑里背靠背取暖睡觉。“第二天起
来，有的人还能走，有的人就走不动了。”

过草地是长征途中最艰苦的一段路
程。李鸿翔所在的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
曾三过草地。她清楚地记得，有战友在自
己眼前陷入沼泽，“人陷到地下去我们都
不敢拉，在草原上不敢使劲，不然就两个
人同归于尽。”由于食物短缺，每名战士每
天的口粮只有四两青稞面。

有一次，李鸿翔装粮的口袋被打开
了，粮食也少了一些，有人以为她偷吃了
粮食，准备处罚她。李鸿翔连忙解释：“是
口袋破了，粮食漏了出来，不是我偷吃的。”
虽然最终没有受到处罚，但从此以后，李
鸿翔不管走到哪里，不管睡觉还是吃饭，
都紧盯着粮食袋子，一刻也不敢放松。

在过草地的时候，没有鞋子穿，李鸿翔
用牛皮做了一双鞋子，可是没有想到，这样
的鞋子并不好走，一走到潮湿的草地上，鞋
子就打滑。虽然这双牛皮鞋不好走路，但
是在后面过雪山时，这双鞋子救过她的命
——在最饥饿的时候，她把牛皮用开水煮
过后嚼碎吃了，“那个牛皮还救了我的命
啊。那个环境之苦提不得，惨得很。”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

会宁会师。这一年，李鸿翔16岁。
到延安后，李鸿翔在中央军委总政治

部担任宣传干事，这时的宣传语和以前有
了变化，“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走出
工厂田间课堂，一起把日本赶出中国去。”

1945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期间，
李鸿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曾回忆说，
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周恩来给他们上
过三节课，“从辛亥革命讲到古田会议，周
总理穿着笔挺的中山服，风度翩翩，口才
极佳。”

在战争年代，李鸿翔遇到了同样是一
名军人的陈正洪，两人相识相知，“他参加
完百团大战回来后，我们就结了婚。”

参与修建成渝铁路
重视教育要子女多读书

1947年3月，胡宗南率领国民党部队
攻入延安，李鸿翔不得不跟随中央从延安
撤离，随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
总办事处担任保卫干事等职务。

新中国成立后，李鸿翔以军代表身份
投身于成渝铁路的修建工作，并参与西南
铁路工程局（今中铁二局）的创办工作。
1983年，李鸿翔离休。

李鸿翔一共育有三个子女。对于子
女的教育，她一直很重视。“因为妈妈他们
以前没读到书，所以她对读书非常珍惜，
一直喊我们多读书。”李鸿翔的小女儿陈
燕林说。虽然父母工作忙，没有时间操心
太多儿女的事，但儿女们都很自觉、争气，
大儿子成绩优异，高中毕业后被保送到哈
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两个女儿也都考上了
大学。

受到李鸿翔的影响，子女们都很独
立。“父母的光荣事迹，毕竟是他们的经
历，他们的功劳与我们关系不大。但是我
们应该学习他们艰苦奋斗、朴素生活的精
神，作为子女更应该自己努力，我们也从
来没有让父母操心过学习和工作，都是自
己努力的结果。”陈燕林表示。

李鸿翔身上的红军精神，同样影响着
她的子孙后代。李鸿翔的外孙女倪蓉，是
一名人民警察，在四川省公安厅经文保总
队工作，负责档案管理，平时工作认真，岗
位平凡但恪尽职守。倪蓉说：“家中常教
肓我，作为一个人民警察不论干什么工
作，都要对得起这份职责，对得起警察这
个称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陈静刘柯辰 刘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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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有那么
多女红军？因为那时候
女的太苦了，有的去当童
养媳，挨打受气受压迫，
娃娃也养不活。很多女
同志听到我们宣传男女
平等，红军是为穷人服务
的，就决定参加红军。”
——李鸿翔生前语录。

12岁参加红军 16岁走完长征

101岁川籍女红军李鸿翔逝世

4月6日早上，川籍女红军李鸿翔在
成都逝世，享年101岁。李鸿翔曾跟随红
军爬雪山、过草地，走完了长征。

6日上午11点过，记者联系上李鸿翔
的女儿陈燕林，她说：“母亲身体情况恶
化是最近一个礼拜的事，她去世前三天
还能跟我们摆龙门阵，过世得很突然。”

2020年7月17日，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曾在位于成都的中铁二局中心
医院采访过李鸿翔，当时老人虽然躺在
床上，但精神矍铄，尤其说起当年参加长
征的事，突然焕发了神采，声音也变得洪
亮，她还不忘叮嘱记者：“你们要有坚定
的信念，把红军精神传承下去！”

李鸿翔在医院病房与外孙女合影。本报记者拍摄于2020年7月

有人说，成都人的春天有两件大事。
一是想尽办法晒太阳，二是拖家带口去参
加一年一度的糖酒会——这足以说明糖
酒会的热闹。

4月7日，第104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
会在成都开幕。今年的糖酒会有哪些新
变化？怎样“玩转”糖酒会？记者提前为
你打探了一番。

42个国家和地区参展
网红、地域性品牌纷纷亮相

4月6日，记者来到中国西部国际博
览城，现场不少参展商正在忙着布展。今
天，将有来自42个国家和地区的4106家
参展商在此汇聚。

“李子柒也来参展了呀！”“好多螺蛳粉
参展商呀。”被“田园仙女”李子柒带火的螺
蛳粉展位前，不少路人驻足拍照、咨询。

记者发现，今年的展馆内出现了不少
中小新生企业身影，其中包括网红大V李

子柒旗下品牌食品螺蛳粉、牛肉酱、蛋黄
酥等。“以前螺蛳粉更多是一种地域性美
食，现在逐渐被全国老百姓所喜爱。”来自
柳州的参展商雷李希告诉记者，公司几乎
每届糖酒会都参加，而今年他们发现参展
的螺蛳粉品牌更多了。

一些传统龙头企业的身影照例出现
在糖酒会现场，同时也对产品进行了更新
升级。四川花生酥品牌黄老五，此次就带
来了新产品，以更加适应市场需求。

“2020年由于疫情的原因，糖酒会线
下停摆了一年。今年，各家企业似乎都铆
足了劲参展，对于104届糖酒会举办表示
期待。”黄老五相关负责人郝静文说，市场
在回暖，此番参展也想看下有没有更多合
作机会。

展览规模创历史新高
超4千家参展商组团来蓉

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是由中国糖业

酒类集团公司主办的大型全国性商品交
易会，因规模大、影响力高，被称为中国食
品行业的“晴雨表”。

2020年，受疫情影响，全国糖酒会史
上首次以线上展形式举办。直播互动的
形式，带动了糖酒会产销对接模式的全新
探索。

本届糖酒会，不仅是全国糖酒会自
1987年以来第31次与成都市结缘，更是

“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食品和酒类行业
首个综合大展。

从展览规模看，本届糖酒会规划总展
览面积21.5万平米，展览规模创历史新
高。除传统的酒类、葡萄酒及国际烈酒、
食品及饮料、进口食品、休闲食品、茶叶以
及火锅等11个特色专区，本届还新增了

“茶叶专区”和“食品配料和添加剂专区”
两个特色专区。

本届展会共吸引了来自42个国家和
地区的4106家参展商参展。

30余场论坛活动
让糖酒会成为思想交流平台

品美酒、尝美食之余，思想盛宴也必
不可少。

本届全国糖酒会也是“十四五”开局
之年中国食品和酒类行业首个综合大展，
其平台作用愈发明显。糖酒会期间，全国
糖酒会组委会将与多个国家及地方行业
协会、行业媒体以及参展厂商合作，将举
办30余场论坛活动，让糖酒会进一步成
为行业思想交流、信息沟通、选品体验的
行业平台。

此次交易会上，整体呈现出龙头骨干
企业领衔、中小新生企业汇聚的火爆氛
围。茅台、五粮液、汾酒、泸州老窖、长城、
王朝、可口可乐等都组团参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申梦芸 马梦飞

糖酒会今日开幕 网红、地域性品牌纷纷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