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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春生 文/图

在宝丰县，谈及红色文化，很多人就会想到郜现
松。

身为宝丰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的郜现松，在
2019 年省委党史研究室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活动中，成为全省党史研究系统树立的
四名先进典型之一；同年，他应复旦大学邀请参加了

“陈毅与上海解放70周年”系列活动，还受邀前往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作了题为《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
区与中原大学在宝丰》的专题授课。

入职党史研究室逾十年来，郜现松结合宝丰县的
红色资源，对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
及中原野战军驻宝丰这段历史情有独钟，相继撰写论
文、学术文章20余篇计20万字发表在省、市乃至国家
级学术研讨会及报刊上，2010年至2018年连续被市委
党史研究室评为先进个人，他所在的宝丰县委党史研
究室被授予“全省党史系统先进集体（2011年至2015
年）”等荣誉称号。

1月 3日上午，在位于宝
丰县城中兴路的宝丰县委党
史研究室，记者见到了郜现
松。他正忙着整理年终工作
材料，“下午有一个工作会议
要用，已经准备好了。”他说。

“说心里话，刚来党史研
究室时我有不小的压力。”提
及2009年被调入县委党史研
究室任副主任，郜现松这样
说。

到党史研究室前，郜现松
已在宝丰县委办公室工作了
16年。在他看来，党史研究室
是专业性很强的一个研究部
门，尽管他平常喜爱读一些文
史方面的书籍，但他深知喜欢
与研究之间的鸿沟。作为党
史研究部门的工作者，“如果
没有自己的研究成果，就像医
院没有名医一样，是没有立足
之地的”。

到党史研究室之初，他听
同事们介绍经验：搞研究工
作，没有三两年时间，很多东
西就弄不透、出不了成果。而
想写东西出成果，仅靠在单位
工作的8小时是不行的。“我
觉得这些话很有道理，同时也
感到身上的担子很重。”

压力之下有人会知难而
上，有人会退却。责任感很强
的郜现松无疑属于前者。

郜现松说，他老家在宝丰
县西北的观音堂林站，那里偏
僻贫困，他的父母都是农民。
为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在上学
和工作期间格外努力。进入
党史研究室后，面对一个全新
的领域，他首先是下苦功夫去
熟悉各种相关知识。

“刚开始我经常上网浏览
相关资料，看到与宝丰红色文
化有关的书籍就网购。双休
日和节假日就去逛书店、旧书
摊。”郜现松说，除了在宝丰县
城的书店、旧书市场买书外，
他还经常到市区淘书，查找与
宝丰有关的党史资料，“前些
年市区湛河堤上、体育路上都
有旧书摊，我从那里淘到不少
书呢。”

对郜现松这一淘旧书的
爱好，他的一位亲友印象深刻：

“有一次他家里老人在市第二
人民医院住院，他在那里陪护，
可一转眼找不到人了，一问，

他在河堤旧书摊上看书哩。”
“他最大的爱好就是买

书、读书。”宝丰县委党史研究
室办公室主任胡选杰说。

除了大量读书读史料外，
郜现松更注重实地调查研
究。2010 年，适逢中央党史
研究室下达“全国革命遗址
普查”课题，郜现松与同事一
年间几乎跑遍了全县所有的
乡村，调查了解全县革命遗
址等红色资源的分布、现状，
共排查出革命遗址59处，首
次厘清了全县红色革命遗址
数量。

为了把这些红色革命遗
址保护好，他把普查出来的每
一个革命遗址和革命纪念地
的相关资料整理出来和县文
物局一起先后申报成市级、省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解放
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中原局、中
原军区旧址群，于2016年被
河南省政府公布为第七批文
物保护单位。

2015 年，郜现松与同事
一起对全县28处重要红色革
命事件、事迹发生地立碑，标
注“红色地标”，使党史研究文
化深入到基层，走向了乡村。

凭着对党史研究的执着
和热爱，潜心钻研的郜现松成
果初现：早在2012年，他凭着
对新华社中原总分社在宝丰
的深入研究，撰写出《浅探新
华社中原总分社创建过程》一
文，于当年8月15日入选中央
党史研究室等举办的首届“全
国党史文化论坛”，并被中央
党史研究室编入《全国党史文
化论坛论文集》。

“这次成功给了我很大的
信心，我至少有底气了。”郜现
松说，此后写起相关文章，他
觉得顺手了不少。

厚积而薄发。仅在2012
年，他撰写的《中原大学与新中
国高等教育》《河南大学与中原
大学》分别在《平顶山日报》《河
南大学报》登载；撰写的《中原
支队在宝丰》被山东省档案局
编入《共和国永远铭记——南
下干部历史贡献论文集》，由
泰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一项项研究成果问世，郜
现松也从一位“门外汉”渐渐
成为党史研究的行家里手。

郜现松：潜心党史研究 赓续红色华章

在郜现松看来，能出一些研究成
果只是一个党史研究工作者分内工
作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身体力行
地为当地的红色文化建设出谋划策。

郜现松说，早在2011年，宝丰县
委、县政府提出了“宝丰文化基础设
施大建设、文化事业大繁荣、文化产
业大发展、文化名片大彰显”的指导
思想，他认为这是彰显宝丰红色文化
的大好时机，就适时写出了《关于拟
建红色纪念馆有关情况的报告》《红
色革命遗址修复保护的建议》，为县
里提供决策依据，引起县委、县政府
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

2012年6月，作为宝丰县重点工
程的中原解放纪念馆开工建设后，他
所在的宝丰县委党史研究室被县委、
县政府委任为业主单位，承担中原解
放纪念馆的布展，由他具体负责此项
工作。他与时任县委党史研究室主
任余海珠一起拿着由他编写的近5万
字的布展脚本，先后到国家博物馆、
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征求专
家意见，并拜访当年在宝丰工作过的
中原局、中原军区的领导后代多达27
人，到中央档案馆、中国人民革命军
事博物馆、解放军档案馆、西柏坡纪
念馆、淮海战役纪念馆等单位查档征
集1948年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
在宝丰时的文字和图片资料，邀请中
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
专家到宝丰，指导中原解放纪念馆布
展，最终使中原解放纪念馆于2014年
7月1日顺利开馆。

2017年7月，宝丰县委党史研究
室承担了宝丰革命纪念馆陈展大纲
文本撰写、图片征集和内容设计工
作。郜现松与同事们先后到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
许昌市档案馆等查阅相关档案资
料，到南阳革命纪念馆、十五军军史
馆等十几个场馆参观学习并征集资
料，向当年健在的当事人了解情况，
抢救“活化石”征集口述史资料，使宝
丰革命纪念馆于2018年9月30日如

期开馆。
2019年初，按照文物五年陈展提

升要求，中共宝丰县委、县政府决定
对中原解放纪念馆的陈展重新布展，
同时对中原军区司令部旧址群进行
修复。郜现松多次与县文物局和项
目陈展设计公司一起研究审定陈展
大纲文本内容和设计方案，并多次与
中央、省、市委党史专家联系征求大
纲陈展意见。为丰富纪念馆的陈展，
讲好革命故事，他多次和县领导一起
到北京拜访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
区原领导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
恢、李先念、张际春等的子女，诚恳地
向他们征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当年曾经使用过的战斗遗物和文献
资料。

对于自己从事逾十年的党史研
究工作，郜现松坦言这是每一个党史
研究工作者的分内事，“是任务在身、
责任在心，没有责任心和感情是做不
好这项工作的”。他的党史研究会

“永远在路上”。

助力红色革命遗址场馆建设

从“门外汉”到行家里手

郜现松在阅读相关文史资料

解放战争时期的宝丰是中共中
央中原局、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司
令部所在地，1948年 4月至 11月，中
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中原野
战军司令部在宝丰驻扎了 7 个月，
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老一辈革
命家在宝丰运筹帷幄、逐鹿中原，
宝丰成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原的政
治、军事和文化中心，一度被称为中
原红色首府。

“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在
宝丰的这一段历史在党史、军史上有
着很重要的地位，但这一时期的相关
资料却很少。”郜现松说。如当时中
共中央中原局是1948年 4月底进驻
宝丰的，但宝丰和叶县的县志记载的
时间分别是5月17日、5月19日，时间
上相差了两天。为了弄清事实，他查
阅很多资料，最后查到中央组织部、
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的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上的记载

是：“1948年2月初，晋冀鲁豫野战军
粉碎国民党军对大别山区的围攻，主
力转至沙淮地区。4月底，刘伯承、邓
小平率中原局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司
令部迁驻豫西宝丰县。”他又请示了
中央和省委、市委党史部门的有关专
家，都说这是权威的资料，应以此记
载为准。“搞党史研究，你得有确凿的
证据才行。”

当时，由中共中央中原局创办的
中原大学就是现在的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音乐学院、
广州美术学院前身的一部分，范文澜
是校长，“原来很多材料上说是1948
年8月 1日，刘伯承司令员在庆祝建
军节大会上宣布中原大学正式成
立。但实际上是8月2日建校，因为8
月1日当天下雨了，这个会是在8月2
日开的。”郜现松说。

正因为如此，郜现松针对这一时
期的研究成果见诸报纸杂志时，很快

引起相关方面的关注。他的研究成
果弥补了党史、军史对此段历史研究
的不足，受到省内外党史界专家的关
注与好评。早在2012年12月，他被刘
伯承元帅的家乡邀请参加“纪念刘伯
承元帅诞辰120周年”系列活动；2019
年应复旦大学邀请参加了“陈毅与上
海解放70周年”系列活动，同年受邀
前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作了题为《中
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与中原大学
在宝丰》的专题授课。

郜现松说，他在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进行专题授课时，用丰富的史料讲
述了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逐鹿中原的丰功伟
绩，重温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
中原野战军在宝丰创建中原大学的
光辉历程，深受学校师生的欢迎与好
评。“能把我们的研究成果宣传出去，
作为一名党史研究者，我深感欣慰和
自豪。”

研究成果广受瞩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