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籍苍溪、现居内江的川籍女红军赵桂英：

长征时抬担架救伤员 爬雪山时双腿被冻烂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陈静 刘柯辰

2020 年 7 月 24 日，内江市梅家山
干休所，蝉鸣鸟叫，绿树成荫。在这个
宁静而富有历史感的院子里，104岁的
老红军赵桂英穿着一身军装，坐在家中
椅子上，柜子上摆放着数枚红军长征和
抗战纪念章。

梅家山干休所被内江人称为“红军
院”，如今，这里只住着赵桂英一位老红
军，老人身体还算可以，清醒时依然记
得长征的一些片段。小女儿田萍和女
婿燕飞常年与她生活在一起，负责照顾
老人的起居饮食。

年幼时当童养媳
离家参加红军获得新生

1916 年，赵桂英出生在广元苍溪
县一个农民家庭，原名赵桂枝。因家里
穷苦吃不起饭，十多岁时她被送给场镇
上的一户人家当童养媳，天天都干活，
还经常挨打。

1934年，红四方面军来到苍溪，赵
桂英与其他当地青年一起到县城给红
军背军粮，之后他们没有回家，直接在
苍溪县城参加了红军，赵桂英还剪掉了
一头长发。

至于为什么相信红军、选择跟着红
军走，赵桂英曾告诉过小女儿田萍。“母
亲说过红军里面不管是首长还是士兵，
说话都客客气气，很有礼貌，对待她们
这些女性也非常尊重，平等待人。所以
长征再苦再累，她都觉得比回去当童养
媳挨打挨骂强，在部队里完全像获得新
生一样。”田萍说。

长征中抬担架
多次掉队都追赶上部队

赵桂英被分配到红四方面军31军
供给部，先后当过供给员、宣传员等，还
负责抬过担架运送伤员。红军长征时，
她与大家一起爬雪山，过草地。

当时的赵桂英大概十七八岁，很能
吃苦。她曾告诉女儿：“长征中的工作，
一是要负责给伤员洗血绷带，二是天天
抬担架。抬担架是有诀窍的，上坡要用
劲，下坡腿要拖着走才稳，遇到飞机轰
炸的情况，首先要保护担架上的伤病
员。”

在部队里抬担架，如果完成任务出
色，就会奖励一面小红旗。赵桂英得到
过几次小红旗，每次她都特别开心，对
小红旗也格外珍惜。

当部队到达阿坝时，由于卫生条件
差，赵桂英大腿内侧长了一个大疮，走

路十分困难。当时部队是白天走，晚上
也走；晴天走，下雨也走，为此赵桂英时
常掉队。掉队了，她就少休息，一个人
坚持朝着部队前进的方向追赶。

赵桂英随部队爬夹金山、党岭雪
山，三过草地。在爬雪山时，她只穿
着一双草鞋，严寒之下，双腿都被冻
烂。“母亲就把能裹的东西全部裹在
腿上，这样一瘸一拐地走出雪山。”田
萍说，女红军在长征那样艰苦的环境
下，面临着更多身体和生理上的困
难，在生理期，赵桂英和其他队伍中
的女战士，只能捡起地上烧过的炭木
灰，用一块旧布包裹着，作为生理期
的卫生用品来使用，当时的条件之苦
可想而知。

1936 年，经过漫长的二万五千里
长征，中央红军到达陕西与陕北红军胜
利会师。赵桂英被分配到延安兵工厂
当工人。

赵桂英的儿子田冲回忆，母亲曾
给他讲过兵工厂自制出第一支枪的故
事：1939 年 5 月 1 日，延安兵工厂自制
的第一支步枪送到延安桥儿沟展览，
毛泽东亲自去现场参观了这支步枪，
还拿起来仔细地看了又看，并拉拉枪
栓、瞄准，高兴地说：“枪造得很好嘛，
使上我们自己造的枪啦。”他还勉励大
家要创造条件，多生产，狠狠打击日
寇。受到中央首长的鼓励后，同志们
的工作热情更加高涨，不久就制造出
了第一批步枪。

战火中两儿子失散
多方打听14年后母子相聚

记者采访时，赵桂英的女婿燕飞
说，老太太前两天夜里一直唠叨，两天
没睡觉。然后，他用手指了指脑袋说：

“她以前两个儿子失散，受了刺激。”
1944年，赵桂英与来自四川阆中的

红军田池结为夫妻，田池当时在联政部
工作，他们的婚礼是耿飚将军主持的。

赵桂英在嫁给田池之前，1936 年
在延安曾结过一次婚。当时在组织的
介绍下，她嫁给了一名陕北红军，并生
下三个儿子。但是，由于她和第一任丈
夫听不懂彼此方言，加之生活习惯不
同，两人离婚了。之后，赵桂英通过自
由恋爱，与四川老乡田池结了婚。

当时赵桂英两个稍大点的儿子，被
安排在延安保育院住校，最小的一个尚
在襁褓中的儿子，则被她带在身边。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
延安，当时赵桂英与丈夫田池已生下了
儿子田冲，并且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孩
子。党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马上撤
离，由于来不及接回住校的两个儿子，
赵桂英只能在战火中抱着另两个儿子
紧急撤离。田冲说：“那个时候母亲带
着我和哥哥，肚子里还怀着妹妹，开始
撤退。当时地面有国民党的追兵，天上
有飞机轰炸，撤离的队伍白天不敢走，
只能晚上赶路，还要突破敌人的封锁
线，艰苦程度可想而知。但是，母亲凭

借坚强的性格，带着我们走出来了，部
队到达山东的时候，生下了妹妹。”

从此，赵桂英与两个儿子失去了联
系，多年来，她都不知道两个儿子去了
哪里，四处打听也没有下落。由于担忧
两个儿子是否还活着，日思夜想，她的
精神状况甚至出现了问题，经常在夜里
睡不着觉。之后许多年，赵桂英都没有
停止寻找儿子，但由于当时通讯不发
达，一直没有找到。

一直到 1961 年，田池所工作的内
江汽车大修厂来了一名北京青年，赵桂
英和丈夫对这个远道而来的青年比较
照顾，经常邀请他到家里吃饭，在聊天
中，这名青年得知赵桂英在战争中失散
儿子的事情，便决定趁回北京探亲之
际，通过北京的朋友和亲属帮赵桂英寻
找儿子。

1961年，经过这名青年多方打探，
好消息传来，赵桂英失散的两个儿子都
找到了。原来，两个孩子随着延安保育
院的孩子一起转移，在组织培养下长
大，他们一个考上了西安美院，毕业后
在北京实习，一个在新疆参军。

失散 14 年后，赵桂英与两个儿子
终于团聚，全家人都非常欣喜。

对子女要求严格
儿子捡回一个榔头挨批评

1950 年 2 月，赵桂英随丈夫田池
转业，担任西南运输公司办公室科员，
在重庆工作；1952年，调到四川省交通
厅工作。1958年，田池被调到内江市，
担任交通局副局长，并负责在内江市组
建汽车大修厂，赵桂英又随丈夫工作调
动来到了内江，至今生活在内江。

与田池结婚后，赵桂英又生下了两
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一共养育了8名子
女。如今，全家已经有四代，整个家族
有 50 多人，子女中有参军的，有从教
的，有当工人的，都非常优秀。田冲说，
母亲一生过着平凡的生活，但是对自己
和子女的要求非常严格，“我在内江汽
车大修厂当工人的时候，有一次厂里一
个榔头坏了，我就捡回家去用，母亲看
到之后批评了我，说是公家的东西一点
都不能沾。”

女儿田萍说：“母亲是一个勤俭的
人，我们从小穿的衣服、鞋子都是她手
工做的。小时候母亲经常教育我们，要
服从组织分配，遇到困难要鼓劲，不能
泄气，她还教育我们要艰苦朴素。母亲
虽然享受正部级医疗待遇，但之前生病
住院也是住普通病房。”

“母亲虽然已经老了，但是她的革
命精神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特别
是伟大的长征精神。作为红军后代，我
们深知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肩
负的历史责任和使命。”田萍说。

儿子田冲说，母亲
一生过着平凡的生活，
但是对自己和子女的要
求非常严格，“我在内江
汽车大修厂当工人时，
有一次厂里一个榔头坏
了，我就捡回家去用，母
亲看到之后批评了我，
说是公家的东西一点都
不能沾。”

女儿田萍说：“母亲
是一个勤俭的人，我们从
小穿的衣服、鞋子都是她
手工做的。小时候母亲
经常教育我们，要服从组
织分配，遇到困难要鼓
劲，不能泄气，她还教育
我们要艰苦朴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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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红军赵桂英。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黄晓庆）5 月
23 日，川威集团成立 23 周年纪念日，
举办了“百年川威价值企业”系列活
动，通过啦啦操、各项球类比赛以及文
艺演出，充分展现川威人不断向前的
斗志与激情，为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献礼。
威远连界，这个拥有近百年冶炼史

的小镇，一直以来被誉为川南工业重
镇。而今，在川威集团的助力下，随着连
界足球小镇的建设，特别是中国南方足
训基地的建成投运、法兰克福足球学校

的兴建，让浓浓的体育情怀在这里汇集。
体育项目仅仅是川威集团发展现

代服务业的一个突破口，继2020年成
功开发船石湖豪生酒店后，西昌区域大
石板民宿改造、酒店建设已全面推进，
以酒店、民宿、商业为核心的多元业态

成为全省乡村振兴的示范工程；高品质
智能小区——连界区域漫城 C 区商业
业态规划完毕，已启动全面施工；中国
南方足训基地 25 片球场成功投运；云
南江川项目整体呈现，成为江川区的城
市名片。

工业重镇点燃运动梦想 川威集团献礼建党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