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3 年前，宿州军民团结一
致，奋勇杀敌，攻克宿县城，用
生命和热血谱写了淮海战役的首
个捷报。

回望初心，砥砺奋进。淮海
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
推出来的胜利，人民是我们党的
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人民，只
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新中国的发展史，就是党和人民
同心同德的奋斗史。

水打山崖，风过林海。走过
千山万水，仍需跋山涉水。在向
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之际，我们
重温党的历史，砥砺初心使命，
就是要更加自觉地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紧依靠人
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
民，永远和人民心连心、同呼
吸、共命运，与人民一道战胜各
种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新
的胜利。 （谢文东）

■短评

根植人民走向新胜利

“这里是家，更是根，到啥时都不
能忘共产党的恩啊。”4 月 25 日，65
岁的萧县丁里镇胜利社区蔡洼组村民
杨兆坤对记者说。

虽然几年前搬进新村、住上了楼
房，杨兆坤仍时常回到老宅杨家台
子，看看屋内父辈留下的老物件，轻
抚院内的那棵石榴树……

1948 年 12 月 17 日，就是在蔡洼
杨家台子，淮海战役总前委委员刘伯
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召
开了唯一的一次总前委全体会议。会
议休息时，五位首长在屋前的石榴树
下合影，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瞬间。

时间沉淀成时光，历史展开了新
颜。如今的蔡洼，已成为红色旅游的
圣地。成千上万名党员干部群众来到
这里，追随革命先辈足迹，重温入党
誓词，传承淮海战役精神，赓续共产
党人的红色血脉。

据杨兆坤介绍，当年自己的父亲
和姑妈投身革命，一心跟着共产党。
粟裕率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到萧县蔡洼
后，就住在他家，在这里指挥战斗了

28个日日夜夜。
4月25日，记者来到萧县蔡洼淮海

战役总前委会议暨华东野战军指挥部
旧址。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一个
个场景，再现了会师淮海、决战中原的
战役细节。那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如
同画卷在记者眼前徐徐铺展开来……

宿州，地近沿海、背靠中原，扼
南北交通要塞，为兵家必争之地。淮
海战役前，宿县城 （今宿州城区） 是
当时华中国民党军队的重要补给基
地，重兵把守，易守难攻。

1948 年 11 月 6 日，淮海战役打
响。中央军委十分看重宿州的地理位
置和战略地位，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攻
克宿县城，截断徐蚌线。华东和中原
野战军各部云集宿州，攻城夺隘，与
守敌战斗异常激烈！

经过将士们的浴血奋战，11月16
日凌晨，宿县城宣告解放，成为淮海
战役中解放的第一座城市。“随着宿州
各地的相继解放，提前完成了对徐州
之敌的包围，使淮海战役发展成对国
民党军队的大决战。”讲解员告诉记

者。也是在同一天，中央军委决定成
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统筹与指挥华
东、中原两大野战军。

我军势如破竹，战斗节节胜利。
为了做好下一步作战计划，根据中央
军委部署，12 月 17 日，刘伯承、陈
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位总前
委委员齐聚蔡洼，召开会议。鉴于淮
海战役胜利在望，会议的主要议题放
在了淮海战役结束后的部队整编方案
和渡江作战计划。

经过66天鏖战，人民解放军创造
了“60 万战胜 80 万”的战争奇迹，
大大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
利。在指挥部旧址里展示的支前图片
中，述说着一段段宿州人民支援前线
的感人故事：萧县祖楼区担架队两天
往返160里崎岖路，转移孤山战役伤
员；“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
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的老棉
被，盖在担架上……”陈毅同志评价
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
小车推出来的。”

在景区服务中心，胜利社区党总
支书记郑忠权正把十余双别致、精美
的虎头鞋摆进展示台。“这是俺村农户
自己缝制的虎头鞋，送到这里来也能
宣传展示一下。”

在他的引导下，记者来到了蔡洼
新村。走在村间道路上，一路绿意盎
然，一路花香鸟语。这里的人居环境
令人眼前一亮：小桥流水、白墙黛
瓦、绿树环绕……宛若一幅水墨画。

郑忠权告诉记者，胜利社区建档
立卡贫困户 188 户 376 人已全部脱
贫。当前，村里正聚焦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结合全村的区位优势、资源禀
赋和产业特色，大力发展红色旅游、
乡村旅游、生态观光农业。

“这是共产党带领老百姓走上了胜
利路、小康路！”郑忠权动情地说，

“相信俺们今后的日子一定会像石榴汁
一样越过越甜蜜，党群干群关系会像
石榴籽一样越抱越紧密。”

阳春三月，见证历史性胜利与变
迁的石榴树在微风中摇曳，遒劲的枝
干满是新绿，正焕发出勃勃生机。

宿州捷报续凯歌
拂晓报记者 谢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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