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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宝丰县城长途汽车站登上 5

路公交车，出县城后公交车沿 241 省

道向北行驶不久，来到商酒务镇石

碑洼村。公交车在这里向东沿着平

整的乡间道路一路前行，路边绿树

成荫，很快就来到了北张庄村。作

为宝丰县首条红色文化旅游公交专

线，公交车的开通，在方便周边群众

出行的同时，也为更多人了解那段

峥嵘岁月提供了便利。

独特位置成就中原红色首府

宝丰县位于我省中西部的宛洛

交通要冲，是豫西门户。在 70 多年

前的解放中原战争中，该县因其独

特的地理位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据宝丰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郜

现松介绍，1947 年 5 月 16 日，中共中

央为了挺进中原，统一领导战略进

攻后中原地区的党政军工作，决定

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由邓小平任

书记。6 月 30 日，刘邓大军突破黄

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

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

1947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

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后，刘邓大军

千里跃进大别山，陈谢集团强渡黄

河挺进豫西，华东野战军陈粟大军

越过陇海路进军豫皖苏，三路大军

布成“品”字形阵势，纵横驰骋于江、

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国民党军

队，迅速解放了中原大部。1948 年 2

月，刘邓大军主力转移出大别山，在

淮北休整；4 月，挺进豫西，与陈谢集

团和华野陈唐兵团会合，由刘邓统

一指挥，开展宽大机动作战。4 月

底，刘伯承、邓小平率中共中央中原

局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迁驻宝

丰县。

5 月 9 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

作出决定：加强中原局，以邓小平为

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

为第三书记；重建中原军区，将刘邓

大军和陈谢集团所属晋冀鲁豫野战

军改称中原野战军，中原军区和中

原野战军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陈毅

为第一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

司令员和政委），李先念为第二副司

令员。

宝丰于 1947 年解放，人民政权

迅速建立和巩固，曾是中共豫陕鄂

五 地 委 的 驻 地 ，战 略 地 位 非 常 重

要。根据中央关于相对稳定指挥机

关驻地，以利统一指挥中野和华野

在中原协同作战的意图，1948 年 5

月 17 日，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

区机关移驻宝丰县周庄镇的杨岗、

余官营等地，26 日前后，中原局、中

原军区司令部分别进驻县城西北赵

官营及北张庄村。

郜 现 松 说 ，当 时 ，宝 丰 县 城 虽

已 解 放 ，但 匪 情 严 重 ，况 且 鲁 山 、

宝 丰 和 郏 县 都 是 有 名 的“ 蹚 将 窝

（匪窝）”，不得不警惕。北边的郑

州 、南 边 的 南 阳 等 地 均 有 国 民 党

重 兵 ，人 马 不 好 机 动 ，不 利 于 安 全

保 卫 。 而 距 县 城 不 远 的 北 张 庄 ，

村 小 人 少 ，房 少 树 多 ，便 于 隐 蔽 ，

和周边村子相距不远，属于中心位

置 ，各 机 关 方 便 联 系 。 于 是 ，这 个

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一跃成为“焦

点”和“中心”。

在 宝 丰 期 间 的 中 共 中 央 中 原

局、中原军区设豫西、鄂豫、豫皖苏、

桐柏、皖西、江汉、陕南七个区党委

和二级军区，管辖区域包括黄河以

南、长江以北、西至秦岭、东至黄海

的广大地区。从此，宝丰成为当时

中原地区政治、军事、文化中心。

北张庄北临小溪，环境清幽，古

槐树和古皂角树遍布各个角落。在

中原军区暨中原野战军司令部旧址

大门上，悬挂着刘伯承元帅之子刘

蒙将军题写的“中原军区司令部旧

址”牌匾。门前，一座高耸的哨楼格

外引人注目。

宝丰县红色革命遗址管理所负

责人司少乐介绍说，此处是当时地

主杨济武家的宅院，占地 7 亩，院落

四周寨墙高筑。由于当时宝丰、鲁

山、郏县匪患严重，大户人家自建哨

楼以防匪患，中原军区司令部进驻

后，对哨楼进行加固改造。

今年 83 岁的杨玉民是杨济武的

孙子，当年中原军区司令部进驻时

只有 12 岁。虽然历经 70 余年，但当

时的场景，老人至今记忆犹新。

“刘伯承司令员住的是我三爷

的房子，邓小平政委住的房子原来

是我爷爷的妈妈住的，这个会议室

是 我 奶 奶 的 房 间 ……”虽然驼背，

腿脚也不灵便，但杨玉民仍兴致盎

然地领着记者逐一介绍旧址当时的

情况。

杨玉民回忆说，当时情况复杂，

还会出现打黑枪的现象，保卫工作

压力很大。对刘邓等首长，平时大

家均以“一号”“二号”等代号相称，

并不喊名字。

“虽然形势很紧张，但我们小孩

儿还是可以进出司令部的，首长们

对我们都很亲……”杨玉民说，当时

在司令部旁边有 7 棵桃树，其中有 3

棵是早熟的，邓小平专门让我们这

◉阅读提示

1947 年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为了挺进中原，统一领导战略进攻后中原

地区的党政军工作，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由邓小平任书记。6 月 30

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也称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千

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

刘邓大军与强渡黄河挺进豫西的陈（赓）谢（富治）集团、越过陇海路进

军豫皖苏的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大军，布成“品”字形阵势，纵横驰骋于

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国民党军队，迅速解放了中原大部。1948 年 2

月，刘邓大军主力转移出大别山，在淮北休整；4月，挺进豫西，与陈谢集团和

华野陈（士榘）唐（亮）兵团会合，由刘邓统一指挥，开展宽大机动作战。4 月

底，刘伯承、邓小平率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迁驻宝丰县。

根据中央关于相对稳定指挥机关驻地，以利统一指挥中野和华野在中

原协同作战的意图，1948 年 5 月 17 日，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机关移驻宝丰县

周庄镇的杨岗、余官营等地；26 日前后，中原局、中原军区司令部分别进驻

县城西北赵官营及北张庄村。

些小孩去摘桃子。

在北张庄村北，有条名为洹河的河 流 。 当 年 ，

邓小平等人经常从院子的后门出来，到河边散步、

谈 工 作 。 同 时 ，这 里 也 是 孩 子 们 的 乐 园 ，杨 玉 民

和 小 伙 伴 们 经 常 在 这 里 洗 澡 、从 岸 边 的 柳 树 上

往河里跳。“当时邓小平看到我们在这里洗澡，就

喊‘小鬼，这里危险，上来耍’，只是他讲话有四川

口音，我们有些听不懂。”杨玉民笑着回忆说。

“战士们每天早上帮老百姓打水、劈柴，把道

路扫得干干净净。要是碰上哪家有老人，就帮老

人 做 饭 干 活 。”杨 玉 民 回 忆 起 往 事 ，仍 激 动 不 已 。

在司令部旧址，杨玉民还回忆起当时中原军区司

令部炊事员买萝卜的事儿。杨玉民说，当时炊事

员外出买萝卜，挑了一批个头儿较大的萝卜回到

司令部，正好遇到了邓小平。炊事员高兴地向邓

小平汇报自己买的萝卜个头儿大，却被邓小平教

育了一番。邓小平让炊事员立刻回去，把剩下的

小萝卜也买回来。炊事员回到田地里发现卖萝卜

的人已经走了，无奈之下在带回小萝卜的同时，把

钱放在了萝卜坑里。

运筹帷幄 经略中原

在中原军区司令部旧址大院东侧，有一个刚刚

修建完成的八角草顶凉亭，玲珑别致。司少乐介绍

说，中原军区司令部进驻北张庄后，在这里修建了八

角亭。刘伯承、邓小平等经常在此开会，研究作战计

划。闲暇时在此喝茶、聊天、下棋。据刘伯承之子刘

蒙将军回忆，刘帅由南京迁驻北京后在自家院内也

修建了一座八角亭。

在八角亭东边的一片空旷区域，是当时的团级

以上干部会议会址，当时这里还是一片杨树林。郜

现松介绍说，1948 年 6 月 17 日至 19 日，中原军区在

杨树林召开了团级以上干部会议。邓小平、刘伯承、

陈毅、邓子恢、李雪峰、张际春、李达等出席。中原军

区机关和豫西二、五军分区及直属队团以上干部共

1000 多人参加了会议。

1948 年 7 月 28 日至 8 月 7 日，中原局和中原军区

还在县城东街文庙召开了县团级以上军政干部会

议，史称“宝丰会议”。

“当时开会，台下坐了很多穿军装的人，会上放

着全国各战场情况的幻灯片，我们小孩儿虽然看不

懂，但都跑去看热闹。”虽然当时年幼，又时隔多年，

但杨玉民对这些会议仍印象深刻。

中原军区进驻北张庄后，相继指挥部署了宛东

战役、开封战役、豫东战役、襄樊战役、郑州战役和桐

柏江汉战役等六大战役。

在宝丰期间，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还发

布了一系列重要文告，并创建学校，培养了大批干

部和急需人才。中共中央中原局还选派政策研究

室干部王志杰兼任宝丰县委书记，把宝丰作为新区

政策的重点试验县，由邓子恢、李雪峰亲自指导，总

结经验。当时，太岳、太行和华北老解放区向豫陕

鄂各战场输送的兵员、物资，均经宝丰中转。

至 1948 年秋，中原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消灭

国民党正规军 20 多万人、地方武装 10 万余人，摧毁

了国民党在中原的防御体系，并建立行署以下各级

人民政权，财政状况大为好转，为在淮海地区组织

战略决战创造了良好条件。10 月 22 日，郑州战役

告捷。陈毅、邓小平和刘伯承等领导人，先后赴淮

海前线指挥作战，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机关

亦于 11 月 13 日全部移出宝丰。

加强遗址保护 传承红色基因

在 中 原 军 区 暨 中 原 野 战 军 司 令 部 旧 址 ，记 者

看到，二期修建 工 作 正 在 进 行 。 宝 丰 县 文 物 保 护

利 用 服 务 中 心 主 任 王 团 乐 介 绍 说 ，中 共 中 央 中

原 局 中 原 军 区 宝 丰 旧 址 群 位 于 宝 丰 县 商 酒 务 镇

等 10 个 乡 镇 16 个 村 庄 。 2016 年 1 月 ，该 旧 址 被

河 南 省 人 民 政 府 确 立 为 第 七 批 河 南 省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 旧 址 主 要 由 中 共 中 央 中 原 局 旧 址 、中 原

军 区 暨 中 原 野 战 军 司 令 部 旧 址 、中 原 军 区 暨 中

原 野 战 军 政 治 部 旧 址 、中 共 中 央 中 原 局 临 时 驻

地 旧 址 、陈 谢 集 团 司 令 部 旧 址 、中 原 军 区 暨 中 原

野 战 军 军 械 处 旧 址（襄 樊 战 役 战 俘 关 押 地）、中

原 军区豫西军工处兵工厂旧址、中原新华书店总

店旧址、中原军区《南征一年》编辑印刷地旧址、宝

丰会议会址、中原军区旅以上干部政治工作会议

会 址 、中 原 大 学 旧 址 、豫 西 行 政 干 校 旧 址 等 24 处

文物组成。

“宝丰境内革命遗存旧址众多，我们十分重视革

命文物的保护，要让红色革命遗址重焕新光。”宝丰

县副县长郜现营介绍说，近年来，该县高度重视红色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成立了县委书记任组长、县

长任副组长的县委革命文物保护利用项目建设领导

小组，全面加强革命文物的保护和利用工作，推动红

色革命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在红色革命文物的保护和发展方面，该县财政

优先考虑、优先保障，先后投入 3 亿多元，用于红色

革命文物的抢救、发掘、保护、开发和利用，进一步擦

亮红色文化的底色。该县正通过财政投入、企业捐

献、争取项目等多种方式，筹措资金，用于宝丰革命

遗址的建设等工作。

2014 年 7 月，中原解放纪念馆建成开放，2018

年 9 月 ，经 省 文 物 局 批 准 对 中 原 解 放 纪 念 馆 进 行

陈展提升。2019 年 10 月，成立了宝丰县红色革命

文化保护服务中心，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培育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深化革命文物价值挖

掘阐释传播。

按照县委、县政府工作部署，宝丰县先后实施

了宝丰会议会址、豫西行政干校旧址、豫西军工处

兵工厂二分厂旧址、中州农民银行旧址、中原军区

司令部旧址等文物保护利用项目，启动了中原大学

旧址、中原军区《南征一年》编辑印刷地旧址、中原

局临时驻地旧址、中原军区政治部旧址等保护修

缮。编制了中共中央中原局旧址、大白庄中原大学

旧址、中原军区军械处旧址等文物保护方案。中共

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暨中原野战军司令部保护利

用项目二期将对周边 26 栋现代建筑进行改建，三

期 在 东 部 建 设 陈 列 馆 、遗 址 公 园 、游 客 服 务 中 心

等。计划到 2022 年，使全县的革命旧址全部达到

向社会开放条件，充分发挥革命文物在传承文明、

资政育人等方面的作用。

2019 年 5 月 21 日，宝丰县首条红色文化旅游公

交专线开通，单程票价 1 元，每 20 分钟一班，宝丰县

长途汽车站（新站）为首发站，位于北张庄村的中原

军区暨中原野战军司令部旧址是终点站，该线路是

宝丰县第一条远距离深入农村的公交线路，对全县

红色文化旅游发展事业将有很大促进作用。

2019 年 9 月 22 日，为进一步提高我市红色文化

旅游的吸引力、影响力，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立足全

市丰富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经多次调研和充分论

证，推出 3 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红色主题教育研

学线路，其中的解放战争游路线为中原解放纪念

馆-宝丰革命纪念馆-中原军区暨中原野战军司令

部旧址-豫西革命纪念馆。

2019 年 10 月，宝丰县委组织部授予中原军区暨

中原野战军司令部旧址为全县党员教育示范基地。

司少乐介绍说，中原军区暨中原野战军司令部

旧址展览馆开馆后，迎来一波又一波的参观学习热

潮，至今已接待团体 1600 余个、参观者近 10 万人次，

红色教育的范围和对象进一步扩大，宝丰红色革命

历史文化得到广泛传播。

（本报记者 巫鹏）

远眺八角亭，当年刘伯承、邓小平等经常在此休息、召开会议

宝丰县自然资源局党员干部到该县中原军区暨中原野战

军司令部旧址聆听红色故事

杨玉民介绍刘伯承司令员当时的住所

中原军区暨中原野战军司令部旧址全景

陈毅（中）在宝丰团级以上干部会议上与邓小平（左一）亲切交谈

刘伯承接见前来慰问的华东野战军慰问团

（本版两张黑白资料图片由宝丰县文物保护
利用服务中心提供，其余图片均由巫鹏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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