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顾洪泽湖畔革命时期的红色基因，
其基本内涵重点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体现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颠扑不破的真理

首先，在洪泽湖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
立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提出
的战略计划。随后，中共安徽省工委成立
的中共皖东北特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成
立中共皖东北特委、苏皖边区党委先后来
到湖西——皖东北，依靠党的统一战线方
针政策站稳脚步，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党组
织，点燃了湖西的抗日烽火，打开了皖东北
的抗日局面，为建立皖东北抗日根据地、淮
北抗日根据地打下坚实基础。

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亲
自赴湖西检查指导工作，在建党、建军、建
政等方面作了明确要求，为皖东北抗日根
据地建设指明了方向。八路军、新四军先
后挺进洪泽湖畔，是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英
明决策的结果。在“洪泽湖58天斗争”中，
3000多名地方干部、地方武装人员在与党
组织失去联系、被包围在洪泽湖中的恶劣
环境下依旧顽强斗争，正是靠着这种依靠
党组织的领导就能取得胜利的信念支撑。

（二）展现以邓子恢、彭雪枫为代表的
一代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永葆对党的
无限忠诚的精神风貌

抗日战争革命时期，新四军第四师在
师长彭雪枫、政委邓子恢的率领下，长期驻
扎在洪泽湖畔，为开辟巩固淮北抗日根据
地浴血奋战，师长彭雪枫与他的战友们为
了抗击外来侵略，血洒洪泽湖畔，长眠于淮
北大地。烈士们的鲜血告诉我们，为什么
他们甘于献出自己宝贵生命？其精神动力
正来自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

抱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忠于党、忠于革
命事业，是彭雪枫一生身体力行的准则，他
在给妻子林颖的第一封信中，表达了他心
中“理想伴侣”的标准——要有着坚定的革
命信仰和忠于党和人民的信念。他们的通
信，几乎没有一封不提到对党要忠诚。

1941年2月，新四军四师在津浦路西，
与七倍于己的国民党顽军作战三个月，由
于众寡悬殊和指挥上的一些失误，四师遭
到重创。中共中央华中局召开第一次扩大
会议，作出了“对四师及豫皖苏边区工作错
误的决定”。对这一决定，邓子恢表现出拥
护和理解；彭雪枫主动承担责任，认真做了
自我检查，采取豁达的态度对待对他产生
误解的人，表达了“路西是我丢的，一定由
我的手把它夺回来；自己跌倒了，磕掉了门
牙，和血一起吞下去，爬起来再干”的决
心。彭雪枫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矢志不移的革命信念，充分体现了共产党
人宽广的胸怀及高尚的担当精神。

（三）体现了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不畏
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以抗战时期淮北地区军民33天“反扫
荡”斗争中“血战朱家岗”为例。朱家岗东
临洪泽湖，是淮北根据地的腹地。1942年
12月9日晚，新四军四师二十六团奉上级
命令转移至泗阳县西南的朱家岗（今属泗
洪县），准备配合外线主力拔除敌人在金锁

镇的据点。不料，日寇三个大队加上伪军
共1500余人，趁夜色悄悄地包围了朱家
岗。到凌晨五时四十分，战斗打响，当时二
十六团仅有六个连，每连只有七、八十人。
二十六团全体指战员面对强敌，毫不畏
惧。手榴弹、子弹打光了，就用大刀、刺刀，
大刀、刺刀拼坏了，就用农民的铁锹和敌人
拼杀。团长罗应怀身负重伤，仍在坚持指
挥战斗，双方对峙18个小时，日伪仍然无法
突破26团阵地。

朱家岗战斗消灭日伪280余人，我军一
营教导员等73名指战员壮烈牺牲。这一仗
打退了敌人嚣张气焰，成为淮北33天“反扫
荡”作战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仗，二十六团
全体指战员充分体现了人民军队不畏强
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打得日伪损失惨
重、士气低落。

（四）体现了人民群众是人民战争的力
量源泉

新四军第四师来到洪泽湖后，军民之
间形成了“人民养育军队，军队保护人民”
的情谊，军队迅速得以发展壮大，老百姓免
受日伪顽蹂躏。

师长彭雪枫提出“人民的战士要对敌
人如猛虎，对群众是绵羊，部队只有帮助群
众解除、减少痛苦的义务，没有侵犯群众的
利益、加深群众痛苦的权利，我们宁愿吃
草，也不能同灾民争粮。”的口号。

部队对人民的一片真心，深深感动人
民，老百姓把收下的粮食按照“先部队、后
地方；先前线、后后方”的原则进行分配，保
证部队粮食供应。在地方党委、政府的组
织号召下，人民群众踊跃报名参军，涌现出

“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
人事迹。1944年，淮北仅津浦路东地区一
次参军活动，就有一万多青年报名，壮大了
人民军队，增强了敌后抗战力量。

面对敌人的每一次“扫荡”，主力部队、
地方部队、广大民兵合力奋战、浴血斗争。
为了便于部队作战，成千上万群众动员起
来，参加拆桥毁路，挖交通沟，使敌人机械
化部队寸步难行，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
海。

当年洪泽湖畔军民齐心协力抗击日伪
顽的场景，体现了人民战争的力量源泉来
自人民群众，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兵
民是胜利之本”“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
下谁能敌”的伟大正确性。

我们回顾洪泽湖畔的红色基因，是遵
循党中央提出的“不忘历史，牢记使命”。
洪泽湖畔红色基因告诉我们，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要进
一步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自觉在思
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勇
于担当、善于作为，为党的事业尽心尽责；
要始终践行“人民至上”理念，把关心群众
和依靠群众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要严于律己，发扬共产党人艰苦奋斗、以苦
为乐的革命精神，使洪泽湖畔红色基因得
以代代相传。

（作者：淮安市人大常委会原常务副主
任、淮安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

洪泽湖畔红色基因及其基本内涵
洪泽湖地处苏北平原中部西侧，位于淮河中下游接

合部，是淮河流域最大的湖泊、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
新中国成立前夕，洪泽湖分属江苏、安徽两省，分别

由江苏的泗阳县、淮阴县、淮宝县及安徽的泗洪县
（1949年，由泗县东部划出新建）、盱眙县管辖。新中国
成立后，为了统一治理淮河，1955年国务院决定将安徽

省泗洪县、盱眙县划归江苏省统一管辖。今洪泽湖沿湖
县为淮安市洪泽、淮阴、盱眙三县（区）及宿迁市泗阳、泗
洪二县。

■范学恕

洪泽湖畔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早在大革命时
期，中国共产党就在这里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组
织、开展革命活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湖西中共
泗县县委领导了县城工人大罢工、学生罢课、石梁
河农民暴动、大庄集农民暴动等革命斗争活动，并
派中共党员先后三次深入洪泽湖渔民中，发动渔民
反渔霸、反劣绅，在斗争中巩固发展了洪泽湖的党
组织。中共党员李桂五回乡，在盱眙西高庙、水冲
港一带开展革命活动，领导了中共盱眙县委组织的
西高庙农民武装暴动。这些革命活动，为中国共产
党开辟、巩固洪泽湖抗日革命根据地打下良好的基
础。

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
战略问题》中认为，江北的洪泽湖地带应该好好地
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
持久的根据地，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个方
面。毛泽东的指示为洪泽湖地区开展抗日革命斗
争指明了方向。

1938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大力
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为了贯彻落实全会精神，中
共安徽省工委、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相继派党员干部
和部队进入洪泽湖西畔地区——皖东北。江上青
受中共安徽省工委委派进入皖东北后，秘密建立中
共特别支部，江上青任书记，主要任务是秘密发展
党员，培养抗日干部，动员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
活动。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对皖东北地区领导，1939
年2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派杨纯等在泗县管镇（时
属泗县，后属泗南、泗洪，1985年属盱眙），成立以杨
纯为书记的中共皖东北特委，坚持在斗争中发展党
员，积聚革命力量，成立抗日救国团体，在泗县半城
（洪泽湖畔，属泗洪县）首次建立秘密领导机构——
半城特区，后又将半城特区改组为洪泽湖工作委员
会，为开创洪泽湖抗日民主根据地打下基础。

为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巩固鲁南，向苏皖发展”
的战略目标，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于1939年5月成立
以金明为书记的中共苏皖区党委。9月，金明率中
共苏皖区党委机关由邳县南下至泗县洪泽湖畔张
塘村，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的指示精神
与先期到达皖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一起领导湖西
人民进行抗日武装斗争，建立起以洪泽湖畔为中心
的苏皖边区抗日根据地。

1940年9月，中共苏皖区党委随八路军第五纵
队进入淮海地区后，为了加强党对洪泽湖地区的领
导，中共中央中原局、华中局先后在泗县洪泽湖畔
成立中共皖东北地委、中共皖东北区党委、中共淮
北苏皖边区党委、中共淮北区党委，使以洪泽湖为
中心的淮北抗日根据地始终有党的坚强领导。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鉴于以洪泽湖为依托
的皖东北地区在开辟、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地位
与作用，党中央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先后派主力挺
进皖东北。在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
基础上组建了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在支队司令员彭
明治的率领下，于1939年5月进入皖东北地区抗
战；同年七月，彭雪枫派张爱萍来皖东北发展地方
武装，组建新四军第六支队（支队长彭雪枫）第四总
队，张爱萍任总队长兼政委；10月，中共中央山东分
局派江华等人率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进
驻泗县赵庄（今属泗洪县），形成了八路军和新四军
共同开辟皖东北的局面。

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时任中共中央中
原局书记的刘少奇于1940年5月初来到洪泽湖畔
泗县罗岗村（今属泗洪县双沟镇），先后听取了刘瑞
龙、张爱萍、金明、江华等人关于皖东北根据地阶段
性工作汇报；并在朱湖向八路军、新四军和地方干
部作了题为《在敌后怎样建立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的报告。在洪泽湖畔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刘少奇不
断深入群众访贫问苦、调查研究，与指战员谈心，并
撰写了《坚持粉碎顽固派的进攻》一文，对洪泽湖地
区开展抗日斗争作了明确指示。

刘少奇离开洪泽湖西畔返回淮南后，与新四军
江北指挥部张云逸、罗炳辉等人一起在洪泽湖东畔
发动了“淮宝反顽战斗”，打开了八路军、新四军合
力开辟苏北的通道。

1941年5月，新四军第四师在师长彭雪枫率领
下，转移到淮北津浦路东的洪泽湖畔。淮宝仁和集

会议之后，四师师部和后来改组成立的淮北区党委
机关，一直驻扎在洪泽湖西畔半城镇，直至抗战胜
利，半城成为淮北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指挥中枢所在
地。实践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在洪泽湖及其近旁建
立起持久的抗日根据地的论断完全正确。

皖南事变后，重新组建的新四军一师、二师、三
师、四师在新四军军部统一指挥下协同作战，在洪
泽湖畔抗击日伪顽，先后发起了“青阳战斗”“洪泽
湖剿匪”“山子头战役”“33天反扫荡斗争”“顺河集
战斗”等一系列大小战斗，载入新四军抗日战争斗
争史。

这里简要介绍一下“洪泽湖剿匪”。鉴于洪泽
湖在华中的战略区位及洪泽湖上伪顽、土匪活动猖
獗的现状，1941年4月，新四军军部决定在春季洪
泽湖芦苇未长成之前，对盘踞在洪泽湖内的伪顽、
土匪进行彻底铲除，打通淮北、淮南、苏北、苏中的
联络通道。5月1日，新四军三师九旅与二师五旅
十五团、四师十旅二十九团协同作战，对湖区发动
猛烈进攻，九旅旅长张爱萍亲临一线指挥。1941年
5月，洪泽湖剿匪胜利后，华中地区第一个水上县级
抗日民主政府——洪泽湖管理局成立。同时，一支
水上军队——洪泽湖大队建立，使洪泽湖真正成为
相对稳定的根据地，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举
措。1942年4月，洪泽湖管理局改为洪泽县。

抗战期间，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先后多次来到洪
泽湖畔，在半城以团结抗战为重，释放了顽俘韩德
勤，在双沟镇访问酒厂并鉴赏了美酒，在黄圩与五
旅十四团同志亲切交谈。离开军部去延安工作时，
他还专门途径四师师部驻地半城及四师九旅驻地
新行圩。

抗战胜利后，洪泽湖成为苏北、苏中、淮北、淮
南四块抗日根据地组成的苏皖边区中心。在中共
中央华中分局、苏皖边区政府的领导下，湖畔地方
党政军民积极开展惩奸反霸、生产自救度饥荒、土
地改革三项运动。解放战争爆发后，洪泽湖成为周
边地区与国民党斗争的大后方。从中原突围出来
的“皮旅”到达苏皖边区后，驻扎在洪泽湖畔休整待
命。3000多名未及时转移的地方党政干部及地方
武装在洪泽湖畔坚持斗争58天，谱写了一曲洪泽
湖畔悲壮的英雄战歌。洪泽湖东畔中共淮宝县委
根据华中五地委的指示，重返淮宝坚持斗争。斗争
中，县委书记李绍武、副书记邵伟光、副县长魏其虎
等一批县乡干部壮烈牺牲。

以饶子健为司令的淮北挺进纵队重返洪泽湖
后，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与国民党展开艰苦的敌后
斗争，使洪泽湖畔解放区得到恢复、巩固与发展。

洪泽湖——淮河儿女的“母亲湖”，它珍藏着中
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时期一幅幅可歌可泣的革命画卷，它是一座红
色之湖，可称之为“红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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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42年，彭雪枫在
洪泽湖西畔半城镇留影

朱家岗战斗纪念碑

洪泽湖大队
（张爱萍摄于19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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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讯 员 李海波 伍 备
融媒体记者 孔 雪 孙 婧

本报讯 4月13日，在第7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日来临之际，淮安生态文旅区总体国家安全观主题
公园建成并投入使用。

据介绍，该主题公园位于丹山路南侧、沁春路东

侧，毗邻淮安生态文旅区第二开明中学、沁春路小学
及幼儿园，主体布展面积1.7万平方米。公园整体采
用了“一线五区”的布局规划，其中“一线”为“学习—
遵守—维护—运用”的浏览路线，“五区”则是总体国
家安全观认知区、国家安全知识宣传教育区、周恩来
总理与国家安全展示区、淮安生态文旅区深入学习
贯彻国家安全精神践行区、市民参与互动区五个板
块。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主题公园以人为本、主

题鲜明、特色突出，内部设置了主题景观小品、宣传
栏、长廊及宣传牌等不同的宣传载体，采用印章、剪
影、彩绘等多元化的表现形式，全面阐释了总体国家
安全观主要内容和核心要义、公民关于国家安全的
义务和权利等内容，旨在向广大市民宣传国家安全
知识，增强市民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和意识。

淮安生态文旅区总体国家安全观主题公园建成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