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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名勇士飞夺泸定桥 打开红军北上通道

位于甘孜州泸定县城附近的泸定
桥，是中国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之一。
每逢节假日，总有不少游客上桥走一
走，即使现在桥上铺着木板，左右摇摆
的铁锁链和脚下滚滚的大渡河水，还是
晃得人有些害怕。

这座凌驾于大渡河上的铁索桥，始
建于清康熙四十四年，桥长101.67米，
宽3米，曾是川藏交通要道和军事要津，
后因红军“飞夺泸定桥”史诗般的胜利
和毛泽东同志著名诗词“大渡桥横铁索
寒”而蜚声中外。1961年，泸定桥成为
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泸定桥的下面是9根底链，两旁各
有2根铁链作为扶手，一共是13根铁锁
链。正是这13根铁锁链，打开了红军北
上的通道。”5月24日，红军飞夺泸定桥
纪念馆的讲解员夏芸走到西桥头，为记
者讲述了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昼夜行军240里
红军战士按时赶到泸定桥

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突袭
安顺场渡口，次日强渡大渡河成功后，

因渡船太少，大部队一时无法全部快速
渡河。而此时国民党追兵迫近，在此生
死关头，中央军委决定兵分两路，夹江

而上夺取泸定桥。
安顺场到泸定桥全程320里，军委

限定三日内到达。红四团的战士们边
赶路边和敌军交火，第一天紧赶慢赶也
才走了80里。第二天，红四团天没亮就
出发了，刚走了几里地，就接到军委的
紧急命令：提前一天（29日）夺取泸定
桥！此时离限期已不足一昼夜，而距离
泸定桥还有240里。

为了完成这一紧急任务，战士们只
能吃生米、喝冷水，忍住饥渴、疲劳，冒
着滂沱大雨，急速前进。在5月29日黎
明即将来临的时候，经过一昼夜急行
军，红四团战士终于到达了泸定桥。

飞夺泸定桥
谱写中国革命史上不朽篇章

在占领了西桥头后，红军战士发
现，泸定桥上的木板已被敌军抽走了，
只剩下13根闪着寒光的铁索。而东岸
桥头国民党派重兵把守，到处都是黑乎
乎的枪口。

红四团召开了干部会，决定挑选22
名战士组成夺桥突击队，第二梯队紧跟
在突击队之后铺桥板，以便后续部队冲
过去。红四团还在桥头配备了强大火
力，堆放好木板，一切准备就绪。

下午4点，总攻打响。司号员吹响
了冲锋号，顿时，机关枪、迫击炮、手榴
弹的爆炸声和呐喊声震天动地，响彻山
谷。当红军的火力压制住敌人后，22名
勇士冲上了铁索，向对岸匍匐前进。

突击队员爬到中段时，动作越来越
娴熟，前进速度加快。然而当战士们快
要到达桥头时，敌军把堆放在桥头的木
板点燃，顿时火光冲天。红军战士奋不
顾身地冲了过去，和敌人展开激战，终
于成功夺取泸定桥。

飞夺泸定桥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
借助大渡河天险消灭红军的美梦，为中
央红军继续北上开辟了通道，是中央红
军长征中一次重要的战略作战行动和
取得的又一次决定性胜利，谱写了中国
革命史上的不朽篇章。

（上接02版）
习近平指出，要坚守人民情怀，紧

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扎实推动
共同富裕。要以有效举措落实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就业、收入分
配、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托
育、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等问题统筹解
决好，妥善处理生态和民生的关系，实
现生态保护和民生保障相协调。要推
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加强农畜产品标准化、绿色
化生产，做大做强有机特色产业，实施
乡村建设行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提升农牧民素质，繁荣农牧区文化。
习近平请青海省委和省政府转达他对

玛多地震灾区各族群众的诚挚慰问，
要求切实抓好灾后恢复重建，解群众
难，安群众心，暖群众情，共同创造幸
福美好生活。

习近平强调，青海是稳疆固藏的战
略要地，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
方略，承担起主体责任。要全面贯彻
党的民族政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建
设。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
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
积极引导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
应。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底
线思维，坚决维护国家安全。要毫不
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有效遏制

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推动扫黑除恶
常态化，深化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保
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在百年奋斗
中，培育形成了一系列各有特点的革
命精神，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
本宗旨、优良作风，是激励我们不懈奋
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党史学习教育
中做到学史崇德，就是要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涵养高尚的道
德品质。一要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
广大党员、干部永远不能忘记入党时
所作的对党忠诚、永不叛党的誓言，做
到始终忠于党、忠于党的事业，做到铁
心跟党走、九死而不悔。二要崇尚造

福人民的公德，广大党员、干部要站稳
人民立场，始终同人民风雨同舟、生死
与共，勇于担当、积极作为，切实把造
福人民作为最根本的职责。三要崇尚
严于律己的品德，广大党员、干部要慎
微慎独，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
事，努力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
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
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要
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
部队伍，继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一体
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确保党
的肌体健康。

丁薛祥、刘鹤、陈希、何立峰和中央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一块长1米左右的木板，前后两端
有被锯掉的痕迹，上面的文字亦不全。
即便如此，它仍然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
物，陈列在阿坝州松潘县川主寺镇的红
军长征纪念馆内。

5月26日，纪念馆讲解员符雪静告
诉记者，这块木板是一张“割麦证”，它
是1935年7月红军长征进入阿坝州松
潘县毛尔盖地区筹集粮食所留下的“借
据”。

马尔康及其周边藏族、羌族群众对
长征的支援，被毛泽东主席称为“牦牛
革命”。“割麦证”上，用隽秀的字体写下
了当时红军的筹粮情况，也记录了“牦
牛革命”的艰辛。

“割麦证”记录了筹粮情况

“割麦证”存放在松潘县川主寺镇
红军长征纪念馆二楼，这里展示着红军
长征在川西北地区的后勤筹备情况。

由于木板两端被锯掉，“割麦证”三
个字以及下方的一些内容已经不全。
讲解员符雪静说，根据考证以及目前仅
存的另一块“割麦证”佐证，这就是当时
红军筹粮留下的“割麦证”。

符雪静帮忙还原了木板上记录下
的具体内容。木板标题为“割麦证”，内
容第一句是“我们在这块田内割了青稞
二百斤，我们自己吃了。”然后详细记录
下群众如何兑换的方式，“这块木板，可
以作为我们购买你们这些青稞的凭证。
请你们归来以后，拿着这块木牌，向任何
红军部队或苏维埃政府，都可兑取与我
们吃你们青稞价值相等的银子、茶叶或
你们所需要的物品。”文末一句“在你们
还未曾兑得这些东西之前，需要好好保
存这块木牌子”，善意提醒群众。

木板的最左侧，留着“前敌总政治
部”的署名，还有田块的编号，只是编号
当时未曾填写。

当时红军补给告罄人困马乏

7月，是川西高原青稞成熟的时

节。时间回到1935年的7月，中央红军
从黑水翻过打鼓山，进入松潘以西的毛
尔盖地区。经过长途跋涉、飞夺泸定
桥，红军在冕宁的补给早已经告罄，人
困马乏。

红军指战员想要买粮，走遍村落，
却没有发现一个人。据符雪静介绍，由
于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污蔑红军是“青面
獠牙”、“吃人肉喝人血”的“妖怪”，老百
姓都十分惧怕。听说红军翻越打鼓山，
大家都躲进了深山老林。

此时当地的青稞已成熟，面对急需
的粮食补给，红军经过再三思考，决定
先收割青稞。为了让老百姓不受损失，
他们出具了“借据”，也就是后来的“割
麦证”。“割麦证”的形式很多，除了木板
的，还有纸质的。

符雪静说，由于当地多为藏族、羌
族群众，基本没人认识汉字，老百姓归
家后，许多木板“割麦证”被当作柴禾烧
掉，只有少数留存。馆里存放的这块，
也是被老乡锯断了两头，用来做粮仓的
盖子，才得以保存下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王祥龙 王攀摄影报道

纪念馆陈列的“割麦证”。

一块木板“割麦证”记录“牦牛革命”的艰辛

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王越欣 李庆

泸定桥位于大渡河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