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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后
拾遗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坚
持革命斗争，在广大农村地区创建革命
根据地，并积极开展军工、农业、医疗
等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以改善人民群众
生活水平，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

为了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农业生
产、培养苏区的农业建设干部和农业
技术人才，中共中央于 1933年 3月
在江西瑞金城东的东山寺建立了中央
农业学校。该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
造就苏维埃农业工作干部和农业技术
人才；搜集、整理苏区农民群众和农
业试验场的经验，广泛传播农业生产
的选种、播种育秧、病虫害防治等农
业生产先进技术；与中央土地人民委
员部建设局密切联系，规划苏区的农
业生产。

中央农业学校设校长1人，由中
央教育部任命。学校直属中央教育
部。校长以下设管理委员会，委员由
中央教育部和中央土地部委任。学员
的管理及费用等，与其他高等学校相
同。该校设本科、预科及教员研究
班。本科一年毕业，预科修业两个月
后升入本科，教员研究班为不定期班。

中央农业学校招收学员有一定的
条件，主要是：农民和农业工人及有
志于学习农业知识的公民，年龄在
16岁至32岁之间，有决心学习者均
有入学资格。学员入校，由中央土地
人民委员部介绍，学员毕业后交由中
央土地人民委员部分配工作。

中央农业学校坚持教学和科研、

推广密切结合的教学方法。具体来说，
本科课程及教法可分为以下几项：一、
政治常识：最基本的政治常识及苏维埃
建设实际问题。二、科学常识：气象知
识、植物生理病理知识、简易测量和计
算常识。三、以实习为中心学习以下农
业常识：苏区主要作物栽培法、育种
法；肥料的制造、保存和施用法；主要
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方法；农业经营法，
尤其是节省土地、肥料、劳动力的方法;
农作物概论；土壤改良法；农产品简单
的制造及保存法。而预科学员从实习中
掌握一般农业常识和农业生产上必要的
文化知识。教员研究班则由教员组成,用
科学实验的方法，根据苏区的经济条
件，具体研究苏区农业的发展问题。

学校还在瑞金设立了农事试验场，
不定期地将农业研究试验成果向全苏区
农民报告；指导苏区农民改进耕作技
术；收集优良农作物品种，推广优良品
种；预测预报农业病害，研究和推广消
灭农作物病虫害方法；根据苏区农业生
产实际编制苏区农事日历；为农校学员
提供农业科学知识。

为便于教学，中央农业学校联合中
央农事试验场和中央革命博物馆，组建
了中央农产品展览所，在中央农业学校
大厅，举办了大规模农产品展览会，陈
列展出了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农作物耕
种、优良品种培育、改良栽培方法等方
面的实物和资料，并将苏区各地的农副
产品陈列出来，向群众讲解改良农产
品、增产增收的科学种田方法。

中央农业学校的成立
钟同福

1912 年 8 月初，孙中山应袁世
凯之约，赴北京商谈“兴筑全国铁
路计划”。山西各界获悉孙中山在
京，于是多次发出电报，并派代表
恳切陈词，非常希望他能来山西视
察。孙中山认为：山西煤矿、铁矿
储藏量最多，最丰富，只待开发。
同时，铁路修筑急需勘察，催促施
工，因此，“赴山西一行考察铁路、
调查矿产”。于是复电表示：“一俟
事竣，即当奉命。”

9 月 17 日，孙中山一行从北京
出发前往太原，山西各界派人赴京
迎接。9月 18 日，上午，孙中山的
专列在 200 名山西卫队护卫下，穿
过娘子关，进入山西境内。列车徐
徐开进，孙中山与坐满车厢的山西

各界代表“略述其10年建筑20万里的
铁路计划”，并表示：“我国版图广阔
物藏丰富，非求开发不足以言富强。
开发之道舍兴筑铁路而莫属”，希望山
西各界团结一致，巩固革命成果，同
时利用山西丰富矿产资源，发展实业
和农牧水利，改善民生。

正午时分，专列抵达岩会车站。
山西都督阎锡山身着军礼服，和山西
各界3000多人在站台上，热烈迎接孙
中山的到来。孙中山下车后，向大家
挥手致意，欢迎民众高呼口号，掌声
雷动。山西军政府都督向孙中山一一
介绍前来欢迎的军政官员和老同盟会
员以及山西各界著名人士。

9月19日，孙中山上午10点出席
了在山西大学堂召开的有数千人参加
的太原各界欢迎会。上午10时，孙中
山步入会场，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
呼。孙中山致答礼，示意大家就座。
孙中山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高度

称赞了山西同盟会党人“响应南方起
义、牵制清军南下”的功绩。同时指
出：“今是共和时代……所赖者国民
……建设时代还要牺牲个人，为大家
谋幸福。”

接着，孙中山在太原劝工陈列所
会见了全省农工商学各界代表千余
人，并即席发表讲话，指出：革命非
即能使中国富强也，不过借此过渡，
以达彼岸，吾人必牺牲目前之私利，
而求将来之幸福。

孙中山又参加了同盟会山西分会
举办的座谈会，阐述“近已联合各党
并为国民党。因各党政见与同盟会大
致相同，政纲第一条国家平民政策，
即实行民生主义之手段”，并着重讲述
了“平均地权”的意义。他指出：“吾
党宣言有平均地权一层，即为民生主
义第一件事。此事做不到，民生主义
即不能实行。”

9 月 20 日上午，孙中山应邀参加

了山西军界召开的欢迎会。他在演说
中指出：“军人责任即在我国防 20 世
纪立国于地球上者，非兵力强盛不能
立国。是立国之本即在军人非兵力充
足不能为外交之后盾。”“诸君人人皆
能以国家存亡为一己存亡，何忧外
患！”孙中山还讲道：“此次到山西见
山西煤铁甲于天下，方今为钢铁世
界，有铁有钢可以自制武器，即能争
雄于世界。兄弟拟在山西设一大炼钢
厂，制造最新武器以供全国扩张武备
之用，要求军界诸君赞成。”听到这
里，全场起立齐声高呼：“我们愿意
帮助。”

当日下午，孙中山出席了太原各
界近两万人参加的盛大欢迎会。在演
讲中，孙中山说：“吾国土地如此之
大，人民如此之多，物产如此之富，
何至于如此之贫！”晚间，又出席了宴
请活动，和各界代表亲切健谈，并和
太原各界人士合影留念。

9 月 21 日，孙中山乘车离开太
原，赴阳泉考察煤、铁各矿，随后离
开山西。出发前，山西各界代表前来
欢送，人数比18日欢迎之时有过之而
无不及。孙中山深受感动，和大家一
一告别，上车后还连声说：“山西前途
不可限量。”

孙中山赴山西视察
贾晓明

1930 年蒋冯阎战争结束后，冯
玉祥部败北，所部第二集团军第五路
军被蒋介石收编为第二十六路军。
1931 年 1 月，蒋介石施行“消灭异
己”的政策，调第二十六路军参加对
中央苏区的“围剿”。7 月，该部进驻
已处于中央苏区包围中的宁都县城。
早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就在这个
部队中建立过组织，一直有着深厚的
政治影响。在此情况下，共产党人在
第二十六路军秘密工作的特别支部
因势利导，加紧进行兵运活动，先后
发展了该部参谋长赵博生等成为中
共党员，并争取了该部第二十五师第
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第七十四旅旅
长季振同及第一团团长黄中岳等转
向革命。当时，严图阁任该路军二十
五师七十四旅第一团第三营营长。他
思想进步，对蒋介石置民族利益于不
顾、专打内战的行径表示出强烈不
满。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对严图
阁十分重视，多次和他交谈，使严图
阁的思想觉悟有了新的提高。在严图
阁的思想工作下，全营官兵均表示：
愿追随营长，共同抗日救国。

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驻防半年，
没有出城与红军打过一仗，还利用电
台收听苏区的广播。为了敷衍蒋介
石，经常编一些假情报从电台发出。
蒋介石开始时信以为真，后来察觉他
们“虚报军情”，便电令“立即进剿不
得有误”，并派飞机到宁都上空，投放
了“清查军中共产党分子”的手令。赵

博生当即与中共特别支部成员紧急商
讨后，派人到中央苏区向中革军委报告
准备发动起义的有关事宜。中革军委批
准了起义计划，并派王稼祥、刘伯坚、左
权携电台到宁都县城东南就近联络指
导；同时部署红军监视蒋介石的嫡系部
队，策应起义。

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
找到严图阁，要他率第三营作为起义主
力。严图阁非常高兴，命令全营官兵“兵
不离班，枪不离手，随时准备紧急集
合”。晚上，他进行了动员，要大家“不要
解开包袱毯子，和衣而卧，枕戈待旦，以
备万一”。

12 月 14 日下午 2 时，赵博生等宣
布准备起义，严图阁积极表示赞成，并
立即行动，调集第三营将师指挥部特务
营的防务“完全接管”。4 时，由赵博生
出面，在师指挥部“宴请”团以上反动
军官以及宁都县县长、靖卫团长等反
动官吏。开餐后不久，严图阁率部包围
了师指挥部，并带人上楼，把枪口对准
了宴会厅，大声宣布：“你们被逮捕
了！”与此同时，将师指挥部中的反动
官兵分别逮捕，缴了他们的枪，把他们
集中看管起来。由于严图阁准备充分、
行动迅速，起义在没放一枪的情况下
便胜利了。

15 日晨，严图阁率第三营从宁都
县城开赴中央苏区，光荣地参加了中国
共产党，并先后任红十六师参谋长、红
二十八军军长、中共湘鄂赣军区参谋长
等职。

宁都起义中的严图阁
杲学军

1943年 5月，在国民党顽固派发
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蒋介石下令
国民党第五战区集中兵力，配合鄂豫
皖三省地方顽军，“围剿”新四军第五
师，并限令于6月底以前予以“肃清”。
国民党顽军各部接到命令后疯狂进
犯，其中，国民党鄂东挺进纵队第十七
纵队充当“反共急先锋”，于5月再次
抢占了湖北浠水县一带，以朱荷塆（国
民党浠水县县政府办公地）北侧白石
山主阵地为依托，切断了鄂东与皖西
的新四军第二师、第七师的联系，封锁
了第五师的南下通道，同时加紧对新
四军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骚扰，经
常派小分队袭击抗日武装驻地，捕捉
交通人员，并企图向抗日根据地发起
全面进攻。

当时，日伪正在进犯湘西和鄂西。
新四军第五师曾多次呼吁国民党军
队团结一致对外，但国民党顽军仍一
意孤行，新四军第五师遂被迫进行自
卫反击，很快击溃了国民党第三十九
军的进犯。在此基础上，新四军第五
师师部决定：调集第十四旅的第四十
团 5 个连，第四十一团全部，第四十
二团二营，第十三旅的第三十七团一
营，第三十八团二、三营及地方武装
参战，给予国民党军第十七纵队以歼
灭性打击。

6月上旬，新四军五师副政委任
质斌率部奔赴鄂东，到达黄冈后，立即

召集第四军分区、五军分区领导开会，分
析顽军情况，研究作战方案，部署作战行
动。6 月中旬，新四军参战部队突然出
击，击溃国民党顽军1个营的抵抗后，迅
速推进至张家山地域集结。顽军司令王
丹侯闻讯后，马上命令所有的兵力收缩
到朱荷塆、白石山固守待援。针对上述情
况，新四军首长决定以十三旅主力三十
八团首先攻占白石山，切断敌人的退路，
然后由北侧向朱荷塆攻击；第四、第五军
分区部队从南向北攻击；三十七团为预
备队；部队采用突然袭击的战法，一举歼
灭顽军第十七纵队。6月 13日凌晨，新
四军三十八团强攻白石山得手，然后迅
速向浠水县城攻击；同时第四、第五军分
区部队也从城南攻入朱荷塆，对顽军形
成了南北夹击的包围态势。王丹侯命令
部队撤出郊外，钻进三座炮楼继续顽抗，
自己却和国民党县长化装逃走。下午，新
四军发起总攻，顽军残部顿时土崩瓦解，
很快被全歼。与此同时，前来增援的国民
党军第十八纵队和保安八团也被打援的
新四军击退。

此次战斗，新四军五师参战部队歼
灭顽军 1600余人，缴获步枪 850支、轻
重机枪15挺、迫击炮2门、电台1部、子
弹2万余发，马12匹。此次战斗的胜利，
不仅打退了顽军的进犯，粉碎了顽军割
断新四军第五师与第二师、第七师联系
的企图，更为巩固江北、发展江南奠定了
胜利的基础。

新四军五师反顽朱荷塆
常 红

护送途中，请刘少奇为向导
“指点迷津”

按计划，刘少奇一行从山东分局
驻地到鲁南，要渡过沂河。当时，敌
人在这一带部署了大量兵力，修筑了
密密麻麻的据点，封锁严密，如被发
现则无回旋余地，因此只能夜间行
动。接到护送刘少奇一行的任务后，
王六生立即率领一个营提前到达沭河
西岸附近的指定接头地点隐蔽。但约
定的时间已过，刘少奇一行却没有出
现。同志们都十分焦急，但王六生认
为，突然天降暴雨，导致河水暴涨，
强渡可能会有危险；且由于此前八路
军往往会在夜间乘着暴雨渡河，惊动
过这一带的日军，他们极有可能会在
雨夜加强戒备。为了保护刘少奇的安
全，随行同志一定是改变了行程。于
是他一面派侦察员外出侦察，一面冒
着大雨，率部继续在原地耐心等待。
不久，据侦察员回报，在河边，发现
了身穿黑色雨衣埋伏的日军。

经过一天的联络、等待，王六生
终于在第二天天黑前和刘少奇一行接
上了头。王六生为摆脱夜间出动的日
军，见面后不及问候，立即率部掩护
刘少奇一行离开岸边，向前急进。大
家连夜穿行在黄山、神山一带的日伪
占领区，全程30多公里。这是一个
阴雨连绵的黑夜，伸手不见五指。队
伍冒着蒙蒙细雨，赤脚穿行在青纱帐
间蜿蜒曲折的小道上。当时，神山东
北一带是黑土涝洼湖地，历来有“干
如铁，湿如鳔，不干不湿抠不掉”的
说法，要摸索有草的路边行走，若陷
入泥沼中，须用力跋涉，日军也了解
这一带的情况，在夜间不敢涉足，于
是王六生选择了这一带前进。队伍相
互搀扶，走过沼泽。原计划天亮前穿
越敌占区，到苍山游击区的迷龙汪休
息，但由于雨越下越急，向导看不见
作为参照物的星星，偏离了方向，一
直走到下半夜，还没能接近潍台公
路。向导非常着急，王六生立即将情
况向刘少奇进行了汇报。刘少奇听
罢，平静地将大家集中到一棵树下，
对大家说：“碰上像今天这种情况，
我们也有办法。你们注意了没有？凡

是正房都是坐北朝南。通过周围的树也
可用于辨清方向。你用手摸一摸，就会
有感觉：向阳的一面长得粗糙，背阳的
一面比较平滑，粗糙的这面就是南，平
滑的那面就是北。”刘少奇此言一出，
马上稳定了大家的情绪，向导心情也慢
慢放松，按照刘少奇的指示辨别前方的
道路。不久，队伍便顺利地到达迷
龙汪。

第二天一早，刘少奇召集王六生和
当地同志，和大家一起吃早饭，并询问
当地游击斗争的开展情况，听到问题，
就一一帮助分析、解决。刘少奇送走了
其他同志后，丝毫不显疲惫，反而兴致
勃勃地问王六生：“这个地方为什么叫
迷龙汪？”王六生回答：“这里还有个故
事！相传清朝乾隆皇帝南巡，坐着轿子
来到这里。遇到大雾，四下里什么也看
不到，乾隆皇帝和抬轿的人都迷了路。
又因这一带地势低洼，后人就给这地方
起名迷龙汪。”刘少奇点了点头，笑着
对王六生道：“历代帝王将相都把自己
当成诸葛亮，把群众当成阿斗。因此，
他们非迷失方向，走错路子不可。我们
的党，我们的军队历来把人民群众当成
历史的主人，和人民群众心心相印，所
以道路就会越走越宽广。”

在埠阳向刘少奇汇报工作，聆
听教导

第二天，王六生率部护送刘少奇出
发，前往边联县抗日根据地。当天，盛
夏骄阳似火，一行人走得汗流浃背，刘
少奇敞开衣襟，和同志们一起翻山越
岭，并一路聊天，让大家忘却了炎热。
王六生劝刘少奇骑上骡子赶路，他回答：

“我也有两条腿。为什么不能和你们一块
走呢？骡子驮着行李，又是电台、又是衣
物，负荷已经不轻，它也够累的，你看它
耷拉着耳朵，它要是会说话，早该提意见
了。我们不光要爱惜人力，也要好好爱惜
畜力，没有它来配合，我们的任务也完成
不好。”

在部队到达边联县中心埠阳后，刘
少奇不及休息，立即召集党政同志开
会。王六生怕刘少奇过于疲劳，赶紧从
开明士绅家里借来一把宽大的藤躺椅放
在会场，让刘少奇能在开会期间缓解疲
劳。刘少奇走进会场，看到躺椅后，就

对王六生说：“咱们共产党人不是官老
爷，是人民的勤务员。”说着就让同志
把躺椅还回去，并拉过一张长凳，和王
六生一起坐下。

刘少奇当晚住在埠阳，听取了多方
面的汇报。第二天天一亮，刘少奇就起
床，叫王六生陪他到村头走走。刘少奇
看了河岸边的庄稼，然后回到村里，沿
街巡视，不论墙上的标语，地上的一草
一木，还是群众的言谈举止，他都细心
观察。其间，他对群众从水沟里捞出来
的菜发生了兴趣，问王六生菜是干什么
用的。当听说是食用时，他立即俯下身
子，顺手从污水里捞起一把菜叶，看了
看，闻了闻，然后说：“记住，一定提
醒群众食用时注意卫生。”然后又说：

“这里年成不好，群众靠吃野菜度日，
六生同志，应该设身处地为群众想一
想，帮他们渡过难关。”

早饭做好，炊事员通知开饭。刘少
奇进院后闻到了油饼的香味，又看到餐
桌上放着3张热气腾腾的油饼，便和蔼
地对炊事员说：“你们的心意我明白。
不过，对我的生活也不能特殊照顾。这
一带是山区，群众生活很苦。我已了解
过，咱们部队吃小米饭，跟群众相比，
就有一定距离了；你们再叫我吃小灶，
不就更脱离群众吗！”说着，刘少奇让
王六生把油饼拿给伤病员吃，自己盛了
一碗小米饭，配了些野菜和咸菜，和大
家一起吃起来。

在埠阳的第三个晚上，刘少奇特别
和王六生进行了长谈，听取了王六生关
于鲁南党政军三方面的工作情况汇报。
最后刘少奇讲了自己的意见。他说：鲁
南的党和人民对抗战是有贡献的，困难
是暂时的。要加强抗日武装力量，巩固
抗战成果，扩大根据地；利用伪顽之间
的矛盾，狠狠打击敌人，坚定抗战必胜
的信心，正确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坚持独立自主，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
精兵简政，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减轻
群众负担，和人民共度荒年。要用斗争
赢得胜利，变被动局面为主动局面。

第五天，刘少奇离开埠阳，继续前
进。临行前，边联县县长兼县大队大队
长刘清如捧着一条黄毯子，急急忙忙地
赶来，说要还给首长。原来，刘少奇来
埠阳的当天夜里，为了加强警戒，王六
生让边联县大队参加保卫工作。刘清如

是大队长，1935年入党，在艰苦的对
敌斗争环境中积劳成疾，患有关节炎
病，于是王六生决定只让他白天站岗，
可刘清如非坚持站夜岗不可，王六生没
办法，只好由他。刘清如尽职尽责，让队
员轮班换岗，可自己却整整两宿没合眼。
第三天夜里，王六生让他在院内大树下搭
了一个临时床铺，休息一下。刘清如小睡
片刻，当他醒来时，发现身上多了一条黄
毯子，他问警卫员，才知道是刘少奇夜间
给他盖上的。刘清如见到刘少奇，想将毯
子还给他。刘少奇拍着刘清如的肩膀，笑
着说：“你留着吧！往后天渐渐地凉了，
上山打游击会用着它的。”

依依惜别

刘少奇一行在王六生等人的护送下
继续出发。本打算赶到接近敌占区的马
庙村（今属鲁城乡）隐蔽休息，再连夜
通过敌占区。队伍离开埠阳西上，沿途
山区羊肠小道崎岖不平，天气炎热。刘
少奇一行越过润村、钓鱼台，穿过苇
湖，快到大北庄时，约9点多钟，突然
远方传来急促的枪声。王六生为了确保
刘少奇的安全，随即做了应急的准备，
同时劝刘少奇迅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被刘少奇拒绝，更走上高坡，和王六生
共同观察敌情。半小时后，枪声稀疏下
来。侦察参谋回来报告说，是八路军边联
支队一大队与下乡抢粮的伪军相遇，敌人
被我军伏击，已被打得退回据点，可以继
续前行。在距马庙三四里地时，王六生向
刘少奇报告，并提出改变计划，转到云涧
峪休息，夜间通过敌占区去枣庄，刘少奇
表示同意。不久，一行到了云涧峪，刘少
奇又工作了整整一个下午。

天黑后，王六生准备继续护送，刘
少奇告诉他，前方距离接应地点已经不
远，由于敌人出没频繁，目标小反而不
容易被敌人发现。于是决定王六生率大
部分护送人员返回根据地，自己只需带
七八个侦察员出发即可。临别时，王六
生依依不舍地紧紧握着刘少奇的手。刘
少奇对王六生及身边同志说：“谢谢五
团的同志们！”刘少奇出发后，王六生
和战士们站在路旁，目送刘少奇一行
远去。

（作者单位：江西省萍乡市政协、
安源区委党校）

王六生护送刘少奇过鲁南
吴昌荣 吴 舟

开国少将王六生 13岁参加红
军，曾参加五次反“围剿”战争
和长征。

1942 年春，时任中共中央政
治局候补委员、华中局书记、新
四军政委的刘少奇在回延安的途
中，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在山东
检查指导工作。7 月下旬，刘少
奇继续踏上回延安的路程，由沿
途各根据地“分段接力护送”。
当时，王六生在一一五师教导二
旅五团任参谋长。他奉上级指
示，负责护送刘少奇一行从沭河
前往枣庄西南。一路上，王六生
率精干人员克服重重困难，突破
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的重重封
锁，最终胜利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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