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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广西兴安的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纪念馆

（上接 6 版）
1931 年 12 月 14 日，第二十六路

军在赵博生、季振同、董振堂、黄中岳
领导下，举行宁都起义。 云宗连、刘向
三一起参加了起义。 不久，第二十六
路军被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

后来，鹿邑有关人员曾去北京看
望刘向三。 刘向三经常提到，云宗连
的部队职务比他高，只可惜老战友牺
牲得太早了。

革命情、战友情在云宗连 、刘向
三两人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尽管云宗
连牺牲多年， 时年 80 多岁的刘向三
还专程到鹿邑看望云宗连家人。 不得
不说，刘向三是云宗连真正的革命兄
弟。 正是在刘向三帮助下，云宗连家
人才盼来了期待已久的消息。

长征途中 大渡河畔建功勋

找到了刘向三，也就找到了云宗
连的踪迹。 从那以后， 大家才知道，
1931 年 12 月宁都起义后， 云宗连被
调到江西瑞金，在红军第一步兵学校
任军事教官。

从云宗连的人生轨迹看，自从他
参加红军 ， 就时刻处于作战状态 。
1932 年至 1934 年期间， 红军正进行
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1934
年 10 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
央红军开始长征， 实行战略大转移。
中革军委决定， 将中国工农红军大
学、第一步兵学校、第二步兵学校和
红军特科学校合并组建为中革军委

直接指挥的“红军干部团”，即史称的
“军委干部团”，由陈赓任团长，宋任
穷任政委。

这个军委干部团不是一般的单

位，其“战士”全部是接受培训的红军
各级干部。 其中，级别最高的是上级
干部队，简称“上干队”，队长是萧劲
光，“战士”都是由营、团级党政军干
部组成。 此时，团级干部云宗连被派
到干部团任“连长”。 军委干部团成员
装备精良， 主要负责保卫中央领导，
危急时才出兵作战。 毛泽东等中央领
导同志就经常跟随军委干部团一起

活动。
云宗连能进入军委干部团任职，

可见上级对他十分信任。
“提到云宗连同志 ，很多人都知

道他。 在行军路上，他高高的个子，健
壮的身影，总是替身体弱或年龄小的
同志背枪支、拿东西。 云宗连常说，革
命大家庭相互帮助是应该的。 ”这是
战友刘向三在回忆录中对他的评价。

谈到云宗连，刘向三回忆录中还
说，“我和云宗连同志自 1928 年在山
东冯玉祥的部队时相识，直到他牺牲
前，以兄弟相称，往来密切。 听说他牺
牲时，我掉下了眼泪。 ”

有关云宗连牺牲的过程，刘向三
提到了强渡大渡河。

大渡河战役在长征途中关乎红

军生死存亡。 主要包括安顺场强渡大
渡河和飞夺泸定桥战斗两部分。 1935
年 5 月，红军渡过金沙江，先遣队 24
日突袭大渡河安顺场渡口，控制南岸

渡口。 次日，由红一团第二连 17 人组
成的突击队强占北岸渡口。 但由于追
敌逼近，又缺乏渡河工具 ，毛泽东果
断决定兵分左右两路。 其部署是：右
路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一
师和陈赓 、 宋任穷领导的军委干部
团，从安顺场渡过大渡河。 渡河后，沿
东岸北上赶向泸定桥，云宗连就在这
支队伍里。 左路由红一军团二师、一
军团军团部和红五军团组成，沿西岸
北上赶向泸定桥。 两支部队在两岸相
互支援，夹河而上，奋力相机夺取泸
定桥。

飞夺泸定桥先头部队是沿大渡

河西岸北上的二师四团（团长为黄开
湘、 政委为杨成武）。 他们受领任务
后，立即紧急开进，一边走一边消灭
沿途碰到的敌人 ， 一昼夜竟强行军
120 公里， 按时赶到泸定桥。 5 月 29
日， 西岸的左路部队组织 22 人突击
队，冒着东岸敌人的火力封锁 ，在铁
索桥上边铺门板边匍匐射击前进。 与
此同时，东岸的右路红一军团一师和
军委干部团不断击溃和消灭河东岸

沿途敌军，并向死守东岸桥头的敌人
发起猛攻，对西岸四团夺取泸定桥起
策应作用。

关于云宗连牺牲过程，刘向三曾
向到京访问他的鹿邑有关同志回忆：

飞夺泸定桥战斗打响时，西岸的
四团 22 位勇士开始冲锋。 在东岸，军
委干部团被调上去掩护并配合抢占

泸定桥东岸阵地 。 敌人防线开始崩
溃， 西岸 22 名勇士乘机攀索铺板过
河。 东岸桥头的敌人孤注一掷，把早
已经准备好的两桶柴油泼在桥东头，
放火筑起第二道防线。 此时，在东岸
打掩护的云宗连眼疾手快，立即端起
枪击溃十几名放火的敌人，只身闯入
火海，飞起一脚把一个装有半桶柴油
的油桶踢进河里。 接着又奋不顾身把
另一个已着火将要爆炸的油桶推到

桥下。 他因用力过猛，身子随之跌入
河中，用年轻生命谱写了一曲壮歌。

“作为云宗连烈士后人 ，我真的
很想到泸定桥烈士纪念馆看看，哪怕
是在那里抓一把土或者舀一碗水带

回到俺四奶坟前，也算是让俺四爷四
奶相见了。 ”说到此处，云小娇泪流满
面……

座谈中，几位老人真诚地表达了
想为云宗连画像并立碑的愿望，并以
此教育后人，弘扬红色精神。 相信，这
个朴素的愿望一定会实现。

歌颂烈士 再苦再累都值得

近年来，云宗连的故事 ，从不为
人知，到开始传播，再到今天的广为
传颂，当地几位红色文化志愿者功不
可没。

“平时我很注意收集有关云宗连
的消息，有一次，我还在一期《党史博
览》上看到介绍有关长征期间牺牲的
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介绍，其中就包
括云宗连，非常高兴。 ” 80 多岁的孙
德功老师说， 包括自己孩子在内，平
时也很关注这方面的消息。 有关云宗
连的消息，大家齐心协力不断丰富着
充实着，或许将来还会有更多消息。

年已 70 多岁、 多年前就开始收
集云宗连事迹的吴万金就是这样一

位热心人。 他曾写过多篇有关云宗连
的事迹，不遗余力地传承着老子故里
红色文化。

在和云小娇等人座谈结束后，记
者一行专程来到吴万金家中采访。 菊
花、兰花、梅花……吴万金家中的小
院前摆满各种各样的鲜花，一派温馨
景象。

“作为一位退休干部 ，退休后自
发义务搞些地方党史研究感觉很有

意义。 几年前，我开始调查收集云宗
连事迹。 采访中，年已 80 多岁的小学
退休教师王怀祥把全身瘫痪、生活完
全靠他照料的妻子抛在家里让邻居

暂护， 专程陪我骑着三轮车四处调
查、了解云宗连的情况。 ”说起这些
事，吴万金感慨地说，我们都是年迈
之人，但为了烈士，一切都值得。

“为收集云宗连事迹 ，李现理经
常和我一起相约外出采访、写作。 ”

“退休 20 多年并患有严重肺心
病的孙德功不能起床 ，他就把 《党史
博览》2016 年第 10 期刊登有关云宗
连事迹的内容用电话向我介绍。 ”

“云宗连的侄子、时年 79 岁的云
兆启在介绍他四叔云宗连的童年家

事和四婶王月英后半生的生活时声

泪俱下……”
“县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的何

恒当时正在外地出差 ，听说此事后 ，
提前回来帮我翻档案查资料 。 为掌
握更多资料 ， 我从网上查到刘向三
著有 《往事的回忆 》，就向这本书的
出版销售部发电求购 ，但书售告罄 。
他们就把已赠送给他人的书给我寄

来……”
说起收集资料的往事，吴万金累

并快乐着。 就像海边拾贝一样，有辛
苦就有收获。 他十分高兴地介绍：“我
看到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雄师铁
军———宁都起义将士录 》一书 ，书中
记载，云宗连还是一位曾获得过三等
红星奖章的红军指挥员呢。 ”

于是，大家谈论起具有特殊意义
的红军红星奖章。

建军以来，人民军队颁发过各类
奖章，但最早在全军范围内统一颁发
的还是红星奖章。 1931 年 11 月，中华
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

叶坪村召开。 1933 年 7 月，在中央从
叶坪村转移至沙洲坝这一段时期，中
央政府决定奖励有突出贡献的红军

官兵。 1933 年 8 月 1 日，在第一次庆
祝八一建军节时， 颁发了红星奖章。
1934 年八一建军节又一次颁发。资料
显示， 一等红星奖章获得者有周恩
来、朱德、彭德怀等人。 二等红星奖章
获得者有陈毅、罗炳辉等人。 三等红
星奖章颁发给“经常表现英勇坚决的
人员”，获得者有杨得志等人。

云宗连也获得过三等红星奖

章，这是他一生的荣耀。 能收集到这
样的信息，吴万金感到很高兴 、很自
豪。

对自己收集烈士资料的采访感

触，吴万金深情地说 ，为了传承红色
基因，弘扬和挖掘云宗连烈士革命事
迹，应加大宣传，在村里或县里为烈
士树碑立传， 作为红色教育基地，供
后人缅怀瞻仰。 同时，教育子孙后代
学习红军烈士的革命精神和牺牲精

神，激励全县人民为党的事业努力奋
斗。

采访中接触到的众人几乎都认

为，云宗连的许多故事还有待继续挖
掘。 他的故事对于鹿邑，对于周口，是
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 体现在他身上
的长征精神会永远激励着后来人。

湘江、金沙江、大渡河，都留下了
云宗连征战的身影。 滔滔江河水，浪
花颂英雄。 或许未来某一天，云宗连
的“身影”还会在远方某个地方出现。
来自老子故里的家乡人会以最热烈

的方式等待他的“归来”！ ②16

历史天空 彩云长在
———鹿邑籍红军团长云宗连烈士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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