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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 军 百 战 死 ，壮 士 十 年 归 。”
1958 年 3 月，一位从平江县三墩大山
里走出去的壮士回来了。他曾万里
赴戎机，寒光照铁衣，浴血百战，九死
一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卓越功
勋，从战士变为了将军，他是开国上将
苏振华。

一

1958 年的阳春时节，平江县委接
到湖南省军区打来的电话，通知说有
军委负责人要来平江，要安排好接待。

3 月 10 日上午，平江县委书记王
效良等去到瓮江淤泥段，在长沙至平
江的公路连接地等候。这片山垅田
里油菜花一片金黄，到处春光烂漫，
鸟语花香。当小车来到瓮江地界，王
书记上前去迎接，只见海军政委苏振
华笑眯眯地下车。相互握手问好后，
王书记汇报说：“正恰我们县委在瓮
江这里召开县委和各区办事处负责
人会议。”苏振华听到说正在瓮江开
干部会，提出想参加一下。王书记
说：“首长刚回来，还是先歇息下，由
副县长陈定安陪您先去县城。想参
加会议，明天再说。”

小车到达县城汨罗江南岸的渡口
边，苏振华兴奋地向随行的秘书、警卫
介绍：“这就是汨罗江，那是平江县
城。1928 年‘二月扑城’，农军就屯在
河这边。我们朝城里打铳放炮，人山
人海，喊杀喧天，真是声势浩大呀！”他
指着东边说：“那是浮桥，1930 年我就
是从那桥上过河去，找到彭老总参加
红军的。好快啊，出去28年了，做梦没
想到今天能回来啊。”

苏振华等进城后住进县招待所歇
息。第二天，苏政委在陈副县长陪同下
到了瓮江。他坐进会场，认真听各地负
责人的汇报与讨论发言。晚餐后，王效
良做了会议总结，特地介绍说：“苏政委
昨天回家乡来了，今天参加了我们的会
议。他是中央候补委员、军委委员、海
军政委，现在请苏政委作指示。”

苏振华立即站起来向与会者打
招呼：“乡亲们好！我这次是从广州
来，顺便请假回来看看的。没有什么
指示，我谈点感想。”随后他讲话说：
看到平江在全国大跃进的热潮中，正
在以愚公移山的劲头搞社会主义建
设，对于我这个故乡的公民来说，是

很高兴的。离开家乡，离开农村太久
了，情况了解少，今天参加了会议，听
了一些同志的发言，很受启发，感觉
到大家一是信心百倍，干劲很足，这
是一个革命意志问题。我们搞社会
主义建设，就是要坚定革命意志，鼓
足干劲，敢想敢干。二是方针明确，
措施具体，这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
现在工作方针、目标、任务都明确了，
关键是要抓落实。三是魄力很大，工
作深入细致，这是一个领导工作作风
问题。平江县解放几年来，工作成绩
是很大的，中央提出苦战三年，改变
面貌是完全可能的。老根据地的平
江人民，革命意志坚定顽强，这是非
常值得继承发扬的。希望大家发扬
革命优良传统作风，夺取大跃进的新
胜利。王书记随后称赞说，苏政委的
指示很重要，我们要坚决按苏政委的
指示抓好工作，夺取大跃进新胜利。
当晚会议结束后，王书记陪送苏政委
到县城招待所住宿休息。

第三天，苏政委在王效良书记陪
同下去城关参观了县办平江茶厂。
他们在厂长张金铎引领下，看了制
茶车间，参观了全国茶叶标本样品
陈列。苏政委听张厂长介绍了厂里
茶叶加工的产量、销售后，又问了工
人 情 况 。 张 厂 长 说 全 厂 大 多 是 女
工，王书记说：“这个茶厂解决了城
关近 500 个女工的工作问题。”苏政
委说：“办工业就能解决城镇人口中
就职问题。”

接着，苏政委又到东郊三阳新民
高级合作社，走访了人口、劳力、生活
不同的四户农家，仔细了解他们的人
口、劳力、生产和口粮等生活状况。

第四天，在苏政委要离开平江
前，王书记召集在家的县委常委成员
开会，请苏政委作指示。苏振华说：

“我没有什么指示，谈点个人意见
吧。”他说：听了干部会上的发言和讨
论，我到三阳农村调查了几个农户的
情况，感觉到：一要重视搞技术革
命。先从改良工具开始，再逐步发展
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要适应工农生
产的大发展，要及早考虑这个问题。
二要大力发展山区经济。平江是个
山区县，历来竹、木、茶、油、纸等特产
多，可以利用山上的丰富资源，多办
一些加工业，办工业可以解决一些人
的做工问题。一定要因地制宜，这是
发展地方工业的方针。三是要注意
解决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有的吃
饭人口多，劳动力弱，生活就有困难，
有农户反映粮食严重不足。要注意
关心民众疾苦，想办法解决类似问
题，保障好群众生活。

王书记称赞说：“苏政委水平高，
到底是当过省委书记的人，对地方工
作很在行，对我们工作很有指导意
义。我们大家要认真学习领会，落实
到工作中去。”他提出请苏政委帮助支
持平江搞建设。苏振华说：“只要能办
得到，是可以的。你们到了北京，可来
找我，一问海军庙就知道。”

二

苏振华阔别故乡 28 年了，他请假
回来探家，却忙于参加会议，走访工

厂乡村，调查民情，只抽空去探亲。
据苏振华在平江的亲属讲：苏振华有
哥兄姐弟八个，他出生时因为家里穷
苦，父母想到子女多了养不起，与其
跟着受苦受难，不如“放进尿桶溺死
算了”。老祖母门外听到他们说话和
孩子啼哭声，舍不得亲骨肉，急忙说：

“伢崽来到世上了，我以后少吃一口，
留下他吧。”

他排行第七，取名叫苏七生。他
年幼就跟着父兄上山捡柴，下田插
秧，常年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劳作。10
岁那年，祖母和父亲相继去世，安葬
亲人后，家里更穷了。这年兄弟分
家，苏七生没有分什么财产，只分得
了债务，和母亲相依为命，艰难度
日。1926 年平江农民运动风起云涌，
苏七生加入了儿童团，1927 年参加
少年先锋队，8 月入团。1928 年春参
加平江农民扑城，7 月听说县城“暴
动”了，他第一次走出大山，跑到县城
想参加红军，被嫌年纪小未成。苏七
生回来后加入了赤卫队，1929 年参加
游击队。母亲看到这个儿子经常半
夜三更在外跑，总想出去当兵吃粮，
很是担忧，有次请算命先生为他算了
个“八字”，这位先生说苏七生命大，
会“骑白马，乘大船”。1930 年夏，苏
七生听说红军打回平江县城了，一天
夜里，他瞒着母亲离开家里，翻山越
岭赶到县城参加了红军。

苏振华二兄苏钧涛的孙女苏勤
惠，原是平江县委委员、县妇联主任，
后调省检察院任省检察委员会专职检
察员。谈起苏政委回乡，苏勤惠讲，七
叔公去参加红军时考虑怕连及家人，
没有告诉家里人，在县城经过二兄做
工的裁缝铺时，扯低头上戴的斗笠，
遮脸而过。自从离开家里近 20 年
来，他无时无刻不想念家里的母亲和
亲人，可是全力以赴南北征战，无暇
回乡探亲。家里人也不知道他参加
红军后改了名字，走后一直杳无音
讯。直到1949 年他率部解放贵州，任
贵州省委书记时，才与平江县联系，
查询家里亲人的消息，方知家人历经
苦难，还有老母亲和四个兄弟在世。
他急忙接老母亲到贵州相见、小住。
他调海军后又接老母亲到北京住了
一段时间。学做裁缝的二老兄在县
城安了家，老母亲回乡后跟随二老兄
到县城居住。这次回平江时看望了
在县城居住的老母亲和二兄四兄等
亲属，那在三墩大山里偏远的盖方洞
老家，没有修公路，也不通汽车，叔公
自参加红军走后再也没能回去过。

苏振华离开平江后，王效良书记
在后来召开的全县干部会上，传达了
苏政委的两次讲话内容，并称赞说：苏
政委是老首长中水平最高，最有威信
的，毛主席说他是“工农分子知识化的
典型”。

那是 1936 年，历经长征后的苏振
华被选送到红军大学第一期一科高级
班学习。他以惊人的毅力克服困难，
努力学习，因学习进步快，成绩优良，
被毛泽东称赞为“工农分子知识化的
典型”。1939 年 6 月，“抗大”第五期
开赴抗日前线办学，与华北联合大学
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苏振华任第
一团团长。1940 年 5 月，苏振华调任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政委
兼鲁西军区政委，同时兼任鲁西军政
委员会主席。他参加了抗日战争和

解放战争，在历次作战中屡建战功。
1949 年 2 月，苏振华任第二野战军第
5兵团政委，率部参加渡江战役后，解
放衢州、景德镇、上饶等 20 余座城
镇 ，同 年 11 月 又 挥 师 西 南 解 放 贵
阳。苏振华身经百战，既能做好政委
又能率军出征，邓小平曾评价说：“苏
振华是最能打仗的政委。”

新中国成立后，苏振华先后任贵
州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兼政委。
1954 年 4 月，苏振华调任海军副政委
兼政治部主任。1955 年，苏振华被授
予上将军衔。1957 年 2 月，他被任命
为海军政委。1959 年，他任中央军委
常委、副秘书长。“文革”中他受到残酷
批斗，1972 年，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亲
自过问下，苏振华恢复工作，任海军第
一政委、海军党委第一书记。1973
年，他参加了中共十大，被选为中央政
治局候补委员。

三

苏 勤 惠 回 忆 说 ：特 别 难 忘 的
1976 年国庆时节，她和几个亲属正
好去到北京叔公家。七叔公外出开
会，一连几天没有回来。这一段时
间里，家里和往常一样平静，有一天
叔公回来了，还买了好几个螃蟹，特
别高兴地说：“真像打仗一样。要做
个好菜，庆祝一下。”有家人问：“庆
祝什么？”他岔开说：“不是老家来稀
客了么！”其实北京已发生了惊天大
事，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
了“四人帮”，叔公一直在保密，家里
人也都不知道。

过了好多天，叔公回家来说：“最
近要到南方城市去工作。”小儿子追
问道：“到南方哪个城市去？”他回答：

“现在不能告诉你，到时候会知道
的。”后来才晓得叔公要去的南方城
市就是上海。

原来，1976 年 10 月 12 日上午，中
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作出立即派出中
央工作组接管上海的重大决定。叶剑
英提议说：“要派一位无论是在军队和
地方，都能压得住台的老同志去。我
看苏振华同志堪当此任。”“上海有海
军东海舰队的基地，工作起来有方便
条件。苏振华同志去上海，我看最合
适。”叶帅的提议得到其他政治局委员
的一致赞同。

随后，苏振华与中央工作组成员
倪志福、彭冲等迅速飞赴上海，传达中
央精神，展开深入细致的工作，查清
了“四人帮”在上海的黑据点及其组织
机构中的大量罪证，没费一枪一弹，彻
底摧毁了“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团
伙，为稳定上海作出了贡献。1976 年
10 月 26 日，党中央决定改组上海市
委，任命苏振华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市革委会主任。1977年8月，中共十一
届一中全会上苏振华被选为中央政治
局委员。

1979 年春节期间，苏振华身体突
感不适住院，1979年2月7日突发心包
膜破裂逝世，享年67岁。苏振华逝世
后，华国锋主持追悼会，邓小平致悼
词，天安门广场下半旗为他志哀。
2007 年清明，苏振华的部分遗骸骨灰
安葬在故乡平江县烈士陵园，家乡人
民永远怀念这位为祖国和人民奋斗一
生的忠诚赤子。

百 战 将 军 故 乡 行
——苏振华上将纪事

□王幼飞

战天斗地
生产忙

——记推广岳阳县毛田农业生产经验

□陈 平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战天斗地发展农
业生产是当时广大农村的头等大事。当时，
岳阳县毛田区的干部群众面对薄弱的基础条
件，用艰苦奋斗闯出了一条路。

岳阳县毛田区解放前叫“茅田”，位于岳
阳县东部，境内全是荒山秃岭，水土流失非常
严重,20万亩山地中只存5万亩残林,5万多亩
耕地大多土质很差，丘块很小，所谓“人下田，
牛上墈，蓑衣斗笠盖丘半”，“一场大雨一层
沙，一月无雨干死蛇”是其真实写照。1958
年成立人民公社后，开展大规模的兴修水利
运动，终于凿开一条30多米长的石渠，引来
隔山溪水，新建20多个小型水库，整修4000
多处塘坝，使全区 26 万亩“夜干田”“米筛
田”，变成了水旱无忧的增产田。区委领导带
领干部群众艰苦奋斗,3 年改造低产田 5100
多亩，在高山地区种上双季稻。1962年该区
粮食总产量达到3200万斤，每亩平均690斤，
比1961年增产50%,创历史上最高产量。造
油茶林12万亩，杉树101万亩，栽种果树141
万株，茶叶124亩，同时，对5万亩残林实行封
山育林。

1962年，岳阳县委在毛田区召开全县公
社书记参加的现场会，号召全县学毛田，赶毛
田。10月，时任县委第一书记张月桂向到县
调研的时任中央委员、省委书记兼湘潭地委
第一书记胡耀邦，地委书记华国锋、副书记王
治国、赵处琪等领导汇报毛田的情况，引起他
们的高度重视，并到毛田实地考察。年底，地
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让毛田区委书记作了
汇报。1963年初，又组织各县由县委书记带
队，区、社书记参加，以现场会形式推广毛田
经验。1964 年春，调查组到毛田区写出《可
贵的革命干劲》的文章,《新湖南报》2月4日
刊登，同时发表华国锋《贵在鼓劲》的文章和

《向毛田区学习》社论。省委号召全省向毛田
区学习，深入开展学毛田、赶毛田的比学赶帮
运动。是年冬，《红旗志》又在第 10 期刊登

《可贵的革命干劲》一文，使学毛田的运动更
加深入。

1963年上半年，岳阳县月田区组织干部
和骨干，三上毛田“取经学艺”，当年虽遭受百
年不遇的干旱，粮食产量仍比历史最高年产
的1962年增加5%，其粮、棉、油、猪都超过毛
田，成为继毛田之后又一面旗帜。湘潭地委
于1964年2月20日，印发“月田学毛田，并肩
争上游”一文，推介其经验。是年，岳阳县12
个区，有10个区接近和赶上毛田区。

临湘县白羊田公社从 1962 年冬开始学
毛田，在白羊田这样“既怕水、又缺水”的地方
修建了南山水库和东、西、北、中4条大干渠，
10 条支渠，30 多条斗渠，全长 103 公里，使
80%的农田旱涝保收，迅速改变落后面貌，一
跃成为岳阳地区学毛田的先进典型。1965
年3月中旬，岳阳地委在临湘白羊田公社召
开现场会，总结毛田精神在白羊田开花结果
的经验，提出“学毛田、赶白羊田”的口号。会
后，各县先后组织1.2万名干部到毛田、白羊
田参观学习。全地区迅速掀起比学赶帮超的
革命竞赛运动，取得很好效果。各县总结自
己的“毛田”“白羊田”600多个，每个区、社都
有一两个本地的先进典型。

湘阴县(现汨罗市)白水区委以新华大队
为核心，沿着京广铁路，南起杨桥，北达白水，
开展60华里晚稻丰产大会战，全区6万多亩
晚稻，插粳稻5万多亩。平均亩产比上年增
产2成以上，第一次摘掉晚稻低产帽子。

1965年，全地区旱涝保收面积由原来的
130 万亩增加到175万亩，占水田总面积的
56%。全区500多万亩水稻，良种面积占60%,比
1964年增加4倍;20多万亩棉花，良种面积占
78%;绿肥面积扩种到190万亩，实收179万亩。

苏振华（后排中）和母亲（前排中）等家人合影。（资料图片）

苏振华上将像。

苏振华看望海军战士。（资料图片）

干部群众忙生产。（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