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睢县，不仅是睢杞战役的主战
场、淮海战役的大后方，还是抗日
战争时期睢杞太根据地的中心，也
是解放战争时期豫皖苏区党委和军
区所在地。吴芝圃、彭雪枫、粟
裕、张震、张爱萍、叶飞等老一辈
革命家曾在这里从事过革命活动，
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的大
军曾在这里留下过战斗足迹，广大
军民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军民团
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壮
丽诗篇。

激烈的战争已融入岁月的年
轮，但英雄的光芒依然无比璀璨，
烈士们在前仆后继中铸成的精神丰
碑激励着后人砥砺前行。昔日的睢
杞战役战场，如今已成为美丽的村
镇和生产繁忙的产业集聚区。“全
国百佳深呼吸小城”“全国健康宜
居小城”“中国长寿之乡”“中原鞋
都 ”“ 中 原 电 子 信 息 产 业 基
地”……一张张“睢县名片”越擦
越亮，为中原更加出彩源源不断注
入着新生力量。

（黄业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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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湖环绕，松柏苍翠。红日照耀下的睢杞战役纪念碑
显得庄严肃穆。

“睢县是红色的热土、革命老区，睢杞战役是中国第二
次国共内战在中原地区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兵团作战，是
豫东战役的一部分。”5月 24日，在睢县睢杞战役纪念馆
内，负责人汤海涛向记者讲解睢杞战役的感人故事。如
今，这里已成为河南省红色教育基地，来自省内外的社会
各界人士络绎不绝。

“今年 5月 10日，现年 93岁的抗日老战士、睢杞战役
一等功获得者、广州市黄埔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陈作明在
家人及战友的陪同下来到睢县，先后到睢杞战役烈士陵
园、睢杞战役事迹陈列馆、睢杞战役龙王店歼灭战旧址等
地，踏寻革命足迹。”汤海涛说，他每到一处，都讲述着先
烈事迹。

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陈
（赓）谢（富治）兵团和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挺进中原，以
“品”字形阵势完成战略展开，并挫败了国民党军对大别山
根据地的围攻。1948年 5月上旬，国民党军为摆脱中原战
场被动局面，调集重兵至鲁西南寻求决战，华东野战军决
定先打开封再歼援敌。

1948年6月至7月，华东野战军西线部队在中原野战军
配合下，出其不意地攻占河南省会开封。蒋介石急令以整
编第 5军和整编第 83师组成的邱清泉兵团等部继续向开封
攻击前进，以整编第72师、第75师及新编第21旅组成的由
第六绥靖区副司令区寿年指挥的第 7兵团由民权经睢县、
杞县迂回开封。

“1948年6月28日下午，杨拐村战斗打响了睢杞
战役的第一枪。”睢县党史研究专家洪

广亮说，此场战斗，华野
司令部与纵队

极为关注。粟裕将军命令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拨出纵队炮
兵团配属 16 师行动。29 日晚 8 点整，在猛烈的炮火掩护
下，主攻部队从村子东南、正南、西南和正面四个方向同
时发起强攻，激战竟夜，攻击部队虽接连突破守敌鹿砦、
夺占前沿地堡，终不能攻入杨拐村，战争十分惨烈。激战
四日，四打三停，至 7月 1日战斗结束，16师攻克杨拐村，
全歼国民党军一个团，其中俘敌团长以下 800余人、毙伤
敌 750余人。在杨拐村西的岗岭周边，曾是睢杞战役的烈
士墓群，粟裕、叶飞等高级将领曾多次来此瞻仰。如今，
烈士墓已迁葬于睢县睢杞战役烈士陵园。

在杨拐村战斗打响的同时，6月 29日，我军全歼睢县
常郭屯村守敌 75师 6旅指挥部及其所属 18团。6月 30日，
我军攻克睢县丘屯村，11纵队在睢县陈小楼村歼灭国民党
新编21旅。

“7月 1日黄昏，粟裕将军下令向龙王店村发起攻击，
激战一天一夜，歼灭区寿年兵团部、整编75师师部及区寿
年兵团主力 5000 余人。”在睢县蓼堤镇龙王店歼灭战旧
址，龙王店村党支部书记陈国臣说，当时经过战斗洗礼的
龙王店村，大坑、坟地、破房旧屋散落村中，大街小巷一
片狼藉。

睢杞战役历时10天，全歼敌区寿年兵团和黄伯韬兵团
大部 5万余人，生俘了国民党兵团司令区寿年、参谋长林
曦祥、敌整编75师师长沈澄年。

在回忆豫东战役时，粟裕曾说过：“这次战役，是一次
包括攻坚战和运动战在内的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大
兵团作战，也是我亲身经历的最复杂、最剧烈、最艰苦的
战役之一。”

激情依然燃烧，壮志雄心飞扬。近年来，睢县县委、
县政府以传承睢杞战役精神为源泉，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奋斗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爆发出强劲动力。

围绕“争先晋位、富民强县”总目标，睢县把勇

于担当、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睢杞战役精神”转化为
全县干部群众干事创业、后发赶超的正能量，有力推动了
全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高质量发展。通过着力打造一都
（中原鞋都）、一城（中原水城）、一基地（中原电子信息产
业基地）、一中心（中原运动旅游休闲中心），努力建设活
力富强宜居和谐幸福新睢县。睢县先后荣获全国平安建设
先进县、全国义务教育基本均衡达标县、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模范集体、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国家园林县城、国
家卫生县城、河南省文明县城等 20多项国家、省级荣誉。
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综合目标考核评价中，睢县由2015年
第72位上升到2019年第26位。2021年2月，睢县县委被党
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如今在睢杞战役故地，睢县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大力
发展制鞋、电子信息两大主导产业，被中国轻工业协会、
中国皮革协会授予“中国制鞋产业基地”，被科
技部评为国家火炬商丘睢县智能终端特色产
业基地。产业集聚区先后被省委、省政府
评为全省“十快”产业
集聚区第一名、全省
综合先进产业集聚
区、河南省优秀产
业集聚区。

睢杞战役主战场：

红色热土迸发强劲发展动力
商丘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业波 胡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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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组在睢杞战役事迹陈列馆采访战役经过。 韩俊杰 摄

《商丘日报》“百年华诞寻初心”采访组在睢杞战役烈士陵园纪念碑前重温入党誓词。
韩俊杰 摄

本版新闻统筹 黄业波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甄 林） 5
月25日，艳阳高照，麦浪起伏。在睢县白楼乡
海涛农机专业合作社，一辆辆联合收割机整齐
排列，整装待发，农机技术人员在做最后检修。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目前，我们合作社
96台联合收割机、152台播种机已全部检修完
毕，就等三夏会战。”该合作社负责人王海涛
说，他今年在睢县农机局的指导下，采取‘走
出去、请进来’的作业方式，加强与县外农机
合作社的合作，现已有 35台机械到湖北作业，
预计 6月 1日回到睢县，将保证睢县 10万亩小
麦颗粒归仓。

为确保今年小麦丰产丰收和三夏生产安
全，睢县农机局未雨绸缪，先后开展了全县农
机手、农机大户、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关于农机
维修技术和安全生产知识培训，受训人员达
2600人次，要求广大农机手作业时杜绝吸烟，
落实发动机秸秆清理、必备灭火器材、农机不
熄火不检修制度；成立 2个农技服务小分队，
分别在商登高速睢县东路口、民权睢县交界地
带安置接待站，全程为外来农机手做好全方位
服务；同时全面落实惠农政策，加大对联合收
割机、秸秆打捆机、播种机、粮食烘干机等农

业机械的补贴力度，提高农户购机积极性和工
作效率。

“据登记造册显示，今年我县拥有大型联合
收割机3200台，已检修近3000台，与县外签订
作业合同 380台，预计从开镰收割到麦收结束
将在 7天内完成。”该县农机局局长项继军说，
同时加大秸秆循环利用宣传力度，发放宣传单
1 万余份，号召广大农户广泛使用秸秆打捆
机，让废弃秸秆成为蛋鸭养殖和睢县天壕新能
源原料，从而从根本上解决秸秆焚烧问题并增
加农户收入。

近年来， 睢县农机局以创新、创造、创未
来的工作思路，加强与多方高新科技公司的交
流与合作，多渠道引进智能化机车，把农机新
技术、新机具推广工作与国家购置补贴政策结
合起来，与基层农机推广体系改革和项目建设
结合起来，与生产企业及经销企业开展的演示
活动结合起来，与深耕深松项目实施结合起
来，与农机合作社、种植大户、农机大户结合
起来，让农机新技术在农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
更大作用，相继获得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县、全
国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示范县等多项国家、
省、市级荣誉称号。

睢县农机局：

厉兵秣马备战三夏

图为睢县农机局技术人员在为农机手发放《农机安
全作业明白纸》。 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5月25日，睢县白楼乡海涛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技技
术人员在检修小麦收割机。 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5月26日，市民在睢县环境优美的北湖岸边
晨练散步。近几年，睢县以打造中原水城、争创
全国文明城为突破口，着力开展城市软、硬件建
设，取得显著成效，先后获得全国文明城市提名
城市、国家园林县城、国家卫生县城、全国百佳
深呼吸小城等 30 多项国家和省级荣誉称号。

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