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列宁号’是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架
飞机，大别山是人民空军的发源地……”日
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河南省信阳市新县
县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李正学自豪
地说。

红军在 20世纪 30年代初就拥有了自
己的飞机？而且还能对敌制空作战？带着
这些问题，记者来到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
博物馆广场，探寻“列宁号”的传奇故事。

“这是一架国民党空军的‘柯塞’式侦
察轰炸机，被红军缴获后经过重新修配组
装，机身被涂上银灰色的油漆，并在机翼两
侧用红漆精心绘制了两颗醒目的红五角
星。为了纪念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
宁，故命名为‘列宁号’。”该馆讲解员韩兰
告诉记者。

1930 年春，国民党军的“柯塞”式飞
机，由武汉飞往开封执行通信任务。在返
航途中，因大雾迷航，燃油耗尽，迫降在罗
山县宣化店（今属湖北大悟县）附近的陈
家河河滩上。罗山县第一区第十乡赤卫
队大队长陈国清发现后，一边派人去向鄂
豫边特委和军委报告，一边带领赤卫队
员，同闻讯赶来的地方反动武装民团展开
激烈争夺，缴获了这架飞机并俘虏了飞行
员龙文光。

红三十一师副师长徐向前命令将飞机
运送到卡房居畈林家湾（今属新县）隐藏起
来。随后，飞机被拆解运达。同时，徐向前
亲切接见了飞行员龙文光。经过深入细致
的思想教育工作，龙文光愿意参加红军，并
继续担任飞行员。

1931年 2月，新集（今新县县城）解放，
成为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鄂豫皖特委
和军委决定，把飞机重新装配起来。1931
年 4月，在龙文光等人的共同努力下，飞机
顺利修配组装完成，“列宁号”飞机在战火
纷飞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诞生了。

就这样，中国工农红军拥有了第一架
飞机，龙文光成为红军的第一位飞行员。

组装飞机时，徐向前和几位红军指挥
员都在现场观看。有人问正在认真检修的

龙文光：“它还能飞起来吗？”龙文光回答：
“要有汽油才行。”又有人问：“如果找到汽
油，你真能让它飞？”龙文光笑道：“还得有
机场。”徐向前记住了龙文光的话，迅速派
人加以落实。

“很快，鄂豫皖苏维埃政府通过特别渠
道得到了汽油，并于 1931年 4月，成立鄂豫
皖苏区军委航空局，龙文光担任局长。红
军的第一个航空局就此诞生，航空局设在
新集北侧的普济寺，并在普济寺院外修建
了一个占地一百多亩的飞机场。”李正学
说。同时，在黄安（今湖北红安）、英山等地
修建简易机场。

“在苏区数次反‘围剿’斗争中，‘列宁
号’曾飞往固始、潢川、武汉等地散发标语、
传单，示威飞行，袭扰敌军，轰炸国民党黄
安守军阵地，在战场上大显神威。”李正学
介绍道，1932年 7月，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
边区发动第 4次“围剿”，红四方面军“反围
剿”失利后，在被迫向西转移前，“列宁号”
飞机遭拆解并埋入大别山中。

随后，记者来到鄂豫皖苏区军委航空
局旧址，“列宁号”飞机复制品在门前陈列
着。航空局内室正在装修。从门前纪念碑
获悉，这里是全国重点革命文物保护单位。

李正学告诉记者，1977年，新县文管会
将旧址进行了维修，并将旧址正殿辟为“列
宁号”飞机作战史陈列展厅。2006年由国
家文物局拨款对旧址进行了全面维修，并
重新进行了旧址复原陈展。

“新县始终重视红色旧址的保护利用
工作。2018年争取项目资金 2000万元，对
包括航空局旧址在内的七处旧址进行修
缮。”鄂豫皖苏区首府旧址管委会副主任章
桂文告诉记者，“房屋修好之后，我们立即
着手对布展进行提升，邀请专家进行文字
大纲的撰写，目前已完成布展。”

记者看到，在位于河南省信阳市区的
鄂豫皖革命纪念馆，“列宁号”飞机复制品
在广场上陈列着，仿佛正诉说着红军的辉
煌战史。每年，有上万人来这里瞻仰……

信阳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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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5日，定陶区应急管理局、区教体局、天马救援队的志愿者走进清华园学
校，进行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

活动现场，天马救援队的志愿者通过互动的方式让学生尝试“水中憋气”比赛，
并谈各自的感受；模拟溺水场景，指导学生进行求救，互救、自救、他救的方法和注
意事项，并指导学生开展对溺水者怎样实施医疗急救的模拟演练，讲练结合，增强
了师生安全的意识。通过此次教育活动，学生防溺水知识得到了普及，防溺水安全
意识得到增强。 记者 刘卫国 摄

让大别山精神永放光芒

短 评

6月6日，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市文联、市文旅局、菏泽一中南京路校区联合
开展的“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菏泽市“书法、戏曲进校园”活动举行。活动
现场，市书法家协会的书法家向学生进行书法理论知识授课并与学生泼墨互动，
市地方戏曲传承研究院山东梆子剧团的曲艺家为学生带来了精彩的戏曲表演，让
青少年近距离感受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活动的开展，促进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传承，有利于培养青少年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兴趣，促进青
少年的健康发展。 记者 常鲁燕 摄

““列宁号列宁号””：：红军的第一架飞机红军的第一架飞机

传统文化引领青少年成长传统文化引领青少年成长

河南信阳，大别山腹地，这里不仅起
飞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架飞机“列宁
号”，而且培育了多支红军主力，创造了

“28年红旗不倒”的奇迹，更是铸就了“坚
守信念、胸怀全局、团结奋进、勇当前锋”
的大别山精神。

光阴荏苒，大别山精神没有因岁月流
逝而褪色，更没有因时代变迁而黯淡，反
而在时间的淬炼下，越发历久弥新。在大
别山精神的引领下，老区信阳旧貌换新

颜。
2019年9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河南深入信阳革命老区，提出了“把老区
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的殷殷嘱托。我们要进一步弘扬大别山
精神，担负起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
因的责任和使命，以久久为功的韧劲、驰
而不息的精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书写出新时代老区建设新篇章，告慰
英烈、不负时代、走向未来！ 马迎春

鄂豫皖革命纪念馆广场上陈列的鄂豫皖革命纪念馆广场上陈列的““列宁号列宁号””飞机复制品飞机复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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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炎炎，骄阳似火。鄄城县旧城镇黄
河滩区内高高矗立的三合村村台，在阳光的
照射下显得格外耀眼。村台上一排排整齐划
一的两层小楼，干净整洁的街道，齐全的配套
设施，繁忙的生产车间，学校里认真学习的孩

童 ，都 让 人 眼 前 一
亮，好一幅安居乐业
的美景……

“如今，咱老百
姓搬出‘水窝子’、住
进了‘新社区’、开启
了新生活、走上致富
路，曾经‘出行难、上
学难、就医难、安居
难、娶亲难’这些滩
区百姓心中的痛再
也一去不复返了。”
正在装修新房的村
民陈景才激动地说。

三年攒钱、三年垫台、三年建房、三年还
账，这是以前很多滩区群众的生活循环和真
实写照。据陈景才介绍，以前村民把全部积
蓄花在修房上，村台是越垫越高，日子却越过
越穷。“而现在，房屋干净明亮，卧室、客厅、厨
房、卫生间样样俱全，家家还有个小院，不比
城里的房子差。早晨有早点，晚上有夜市，生
活必需品不出村就能买全！”说起以前滩区生
活的艰难，陈景才一肚子苦水，转而面对新

居，他有说不出的满意！
三合村台涉及三合村、武西庄、毛洼、西

周楼、王庄等 5个自然村，共 2104户、6526人，
不仅配备了标准卫生室、幼儿园、小学、服务
中心等设施，还规划建设了两处创业车间，引
进藤编、发制品、服装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入驻，为 300多名村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
位。除此之外，周边还相继建成中药材、果品
等种植示范基地，夯实了滩区的产业基础，让
滩区百姓既能搬得出、稳得住，还能致富。

村民王凤娥原先靠种地、打零工挣钱，日
子过得紧巴巴。听说要搬到村台，还担忧水
费、电费等一系列费用增加，生活会更艰难。
但自从搬上村台后，她就来到创业车间的鄄城
永铭地毯有限公司打工，经过一个月练习，已
经成为一名熟练工。“在这里不仅学会了制作
地毯的手艺，每个月还有 3000元左右的收入，
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王凤娥说。

陈伯光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他 2009年
流转土地栽种葡萄，赚了 30多万元，尝到甜
头的他又引进了黄桃种植，并成立了鄄城县
特润果品种植专业合作社，准备带领村民大
干一场。而很多村民看他赚了钱，也想跟着

干，但当时的道路和水利等基础设施让大家
望而却步，严重制约了发展速度和规模。

“如今搬进新社区后，不仅生活住房条件
得到很大改善，我们的合作社也跟着沾了
光。”陈伯光说，环境美了、道路宽了，农田水
利配好了，彻底扫清了发展障碍，也增强了他
们扩大规模的信心。

现在合作社社员已经发展到 100多人，
黄桃种植面积已超过 3000亩，还有苹果、葡
萄、中草药等，吸引了徐州、临沂、焦作、连云
港、大连，以及菏泽周边的客商前来洽谈收
购。

“丰产期的桃树每亩产量达 7000 斤至
9000斤不等，按照黄桃平均 1元/斤的价格计
算，亩产毛收入 1万元左右。”陈伯光说，有的
村民加入合作社跟着种植，也有的村民把土
地外租后到合作社打工，都实现了增收。

陈伯光说，他们正计划种植南非黄桃新
品种，不但可以规模种植，还可以进行深加
工，等规模扩大后再引进加工设备，争取把他
们村打造成集产业加工、观光旅游、采摘于一
体“黄桃小镇”。

文/图 记者 时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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