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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的夏天，我被安排到洛南县麻坪镇
栗西口村包扶贫困户，期间有幸认识了村委会
的炊事员程兰英，慢慢地和她成了无话不谈的
好姐妹，了解到她有一位令人敬仰的英雄父亲。

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我跟随兰英姐走进
她家的堂屋，被墙上悬挂的玻璃牌匾所吸引，
那是国家民政部于 1983 年 5 月 20 日给兰英姐
的父亲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旁边悬挂着
她父亲的遗像。兰英姐一边端详着父亲俊朗
的面容，一边给我讲述从母亲那里知道的关于
父亲的故事。

兰英姐的父亲叫程利新，1921 年 9 月出生
在麻坪一个穷苦人家，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
民。他的童年时期，正值军阀混战，食不饱腹，
衣不蔽体，饱尝生活的艰辛，听说当兵能吃饱肚

子，打小就萌发了当兵的念头。
24 岁那年，他把想去当兵的意愿告诉了父

母，父母拗不过他，只好同意了。1945年冬，程利
新如愿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穿上了
自己喜欢的军装，度过了一段光荣的军旅生涯。

退伍后，程利新先后在宁夏和陕西铜川等

地工作。他平易近人，生活朴素，曾育有 3 个女
儿，兰英姐最小。

1960 年 7 月 24 日，时任铜川市公安大队中
队长的程利新奉命骑马追捕一名逃犯。执行任
务途中经过一条小河时，口干舌燥的他下马饮
水，剧烈跳动的心脏不幸被凉水击破，倒在了追

捕逃犯的路上，生命定格在 39 岁。程利新牺牲
后，遗体安葬在故乡油坊公社杨树沟大队（今麻
坪镇栗西口村杨树沟二组）。兰英姐的母亲独
自抚养 3个年幼的孩子，过着平淡的日子。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
了神州大地。为了进一步做好革命烈士褒扬工

作，提高革命家属的社会地位，国家民政部于
1982 年下发了关于换发、补发《革命烈士证明
书》工作的通知，于 1983 年 5 月 20 为兰英姐的
父亲程利新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

1989 年 1 月 19 日，兰英姐的母亲余小莲
积劳成疾，在弥留之际，她拉着小女儿兰英的
手，将丈夫程利新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一张
一寸黑白照片及丈夫生前用过的一顶蚊帐交
给女儿，用微弱的声音对她说：“娃呀，我把你
爸交给你照看，你一定要替我照看好，千万不
能让他冻着饿着。”兰英姐含泪接过母亲交给
她的东西，泣不成声……

从那以后，兰英姐就成了父亲的唯一继承
人（两个姐姐都已去世），逢年过节，她都会去父
亲的坟前祭拜。

热 血 丹 心 铸 警 魂
——追忆革命烈士程利新

郝 敏

1996 年 5 月 13 日，一列长长的车队缓缓驶过商州北
新街。街道两旁，站满了肃穆迎送的群众。车队护送着开
国中将陈先瑞的骨灰，开往二龙山大坝上边的仙娥湖畔。

陈先瑞将军是安徽金寨县人，但他视陕南为自己的
第二故乡。战争年代，他曾三度转战商洛，为商洛人民的
翻身解放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陈将军对商洛的山水
人物有着特殊的情怀，临终前立下遗嘱：死后将骨灰分为
两份，一份撒到他的家乡大别山，一份撒到他长期战斗过
的商洛山区。陈将军的夫人王彦和子女遵照遗愿，扶灵
(骨灰盒)来商。原地委、行署在商洛烈士陵园举行了简短
的仪式之后，陈夫人和子女含泪驾舟，将骨灰撒在了仙娥
湖畔的山水之间。

我曾两次到过陈将军的家中。印象最深的是 1988
年夏天，我们进京送审资料，并最后校订由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的《40 年后的报告》一书。因为去的人多，待的时间
较长，陈将军考虑到商洛是贫困地区，工作经费紧张，就
让我们住在总政招待所他的一处住所中，并多次前来看
望。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协会原主席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写的那本影响很大的书《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我就是
从陈将军那里得到的。

陈先瑞随红 25 军长征时，是第 223 团政治处主任。
进入商洛后，于山阳县九甲湾奉命带一个连下到地方，开
辟建党建政工作，发展地方武装。他和其他领导同志一
起，组建了中共鄂陕特委、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及其县区
乡组织，改造大刀会、红枪会，组建了 6 路游击师，他担任
鄂陕游击司令部司令，为开创以商洛为中心区域的鄂豫
陕革命根据地和创造新苏区提供了经验。1935 年 7 月，

红军主力北上陕北后，鄂陕和豫陕特委及其领导的游击
武装会合，成立了中共鄂豫陕特委(即陕南特委)和红 74
师，陈先瑞任特委委员、红 74 师师长，率部独立在陕南继
续坚持根据地武装斗争，直到 1937 年 2 月。其先后在镇
安青铜关，商南赵川、富水关，山阳漫川关等地打了许多

胜仗，保持了根据地红旗不倒。影响最
大的就是 1935 年 12 月，中共中央在瓦
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分析国内外形
势，研究部署“抗日反蒋、渡河东征”的
时候，红 74 师从洛南石坡西出渭南，绕
着华山脚下转了 3个大圈，并派出 50 多
名战士登上华山，张贴标语，造成了很
大的声势与影响。后来毛泽东主席见
到陈先瑞时说：“中央在陕北部署东征，
你就在南边闹华山，配合得好呀！”并称
陈先瑞为红军的“陕南王”。

陈先瑞第二次转战商洛，是 1946
年的中原突围。中原部队突围时，他先
率部随南路突围部队到达鄂西北，开创
了鄂西北根据地第三分区，接着又奉调
率部北渡汉水，到达商洛地区，担任豫
鄂陕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所部在镇
安、柞水以西地区开辟了豫鄂陕军区第
五分区。1947 年 2 月，区党委和军机关

率第一野战纵队北渡黄河后，他奉命将未及北渡的部队
收拢起来，组建为第二野战纵队，经过艰苦转战，终于顺
利渡过黄河，与先期渡过黄河的部队胜利会师，参加了晋
城整训，为战略大反攻做准备工作。

1947 年 9 月，任西北民主联军第 38 军副军长的陈先

瑞，奉命亲率第 38 军 17 师第 3 次转战商洛，指导商洛及
陕南的解放战争，直到商洛全境解放。

1988 年 4 月，75 岁的陈将军来到商洛老区，故地重
游，探亲访友，凭吊先烈。他一到镇安县，就想起了当年
红 25 军的老战士、担任鄂豫陕苏区镇安县委书记的白明
俊，即对陪同的同志说：“给我把白麻子找来，我要见他。”
听说白明俊身体不好，住处距县城 100 多里地时，他坚定
地说：“设法抬来。他是红军时期地方干部的表率，我来
了，不见心里过不去。”每到一地，他都要召开老红军战士
座谈会，问寒问暖，表示慰问之情。他在向地直机关干部
讲话时说：“我同商洛人民的感情是很深的，不是一般的
感情，而是战争年代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在战斗当中同生
死、共患难建立起来的真诚的感情，这个感情是永远也不
会忘记的。”“我虽然离开了陕南，离开了商洛，但是我的
心和你们连着。”

是啊，陈先瑞将军战争年代为商洛人民的解放事业
作出了重要贡献，生前为商洛被批为革命老区付出了努
力，直到最后也要魂归商洛山水，他是真真正正地将自己
完全融入了商洛啊！

仙娥湖我是常去的。每次到了沿山主路和下到湖畔
的分路口时，我都会驻足片刻，默然静立。陈将军骨灰抛
洒之处，一点标志也没留下，但我是当年参与踏勘选址，
并参加了整个活动过程的当事者之一，在我的心里，那里
是高高耸立着一座丰碑的。

陈 先 瑞 将 军 的 陕 南 情
刘少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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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娥湖畔公路转弯处下面的山嘴仙娥湖畔公路转弯处下面的山嘴，，即撒陈先瑞骨灰处即撒陈先瑞骨灰处。。

陈先瑞将军陈先瑞将军 红红7474师师长陈先瑞就联合抗日问题给国民党柞水县县长贾师师长陈先瑞就联合抗日问题给国民党柞水县县长贾
志璞的信志璞的信。。 （（中共柞水县委党史研究室供稿中共柞水县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本报讯 （记者 胡 蝶）6 月 1 日，商洛学院联合市政

协、市网信办、市科协、市科技局等单位举办“全国科技工作

者日·科技活动周”暨商洛学院《云端秦岭科技馆 公益科普

大讲堂》科普视频发布仪式。据悉，发布仪式上共发布“传承

文化的红色基因”“云端探秘神奇的自然”“走进奇妙的物化

魔法”等 6个专题共 32个优秀科普视频。

科普兼具科学性、权威性、艺术性和通俗性、趣味性，

科普视频能够使科普更具场景化，现已成为向公众传播

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的重要途径。云端秦岭科技馆

是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的重要

平台，也是落实 2022 年陕西省高校网络文明建设“四个

一”活动、通过新媒体平台向全民展示现代科技的重要载

体。此次科普视频发布，旨在充分发挥高校的人才优势，

体现专业知识和技术水平，塑造科普品牌，传播知识，启

迪智慧，服务商洛全民科学素质的提升，助力区域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商洛学院发布系列优秀科普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