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樹勇紅 軍 長 征 過 雲 南 大 事 記
1935年2月4日

先頭部隊進入雲
南威信地域

2月6日

博古向洛甫移交裝有重要
文件、會議記錄和印章的
挑子（交權的象徵）；由
水田寨行進至石坎子

2月9日

各軍團相
繼完成扎
西集結

2月10日

發布《軍委關
於各軍團縮編
的命令》

2月12日

部隊開始轉移
2月14日

中央紅軍全部離開威信縣
境，回師東進；游擊縱隊
跟隨到達四川底塔四合
頭，與主力紅軍告別

2月5日

在水田寨花房
子召開政治局
常委會議

2月6日－9日

在大河灘莊子上
召開政治局會議

2月9日－10日凌晨 2月11日

軍委下達作
戰命令，回
師東進

2月13日

毛澤東等隨
紅一軍團離
開扎西

在江西會館召開政
治局擴大會議

走進「扎西會議」紀念館，來自審
計部門的幹部神色凝重、莊嚴列

隊，參觀文物陳列、認真聽取講解；紀
念館一側的「扎西會議」會址，香港文
匯報記者見到一隊稅務幹部整齊列隊，
聆聽扎西幹部學院教師的現場教學。威
信縣委副書記趙紅介紹，扎西幹部學院
的教學早已排期至十月，各地黨員幹部
紛至沓來，換上紅軍裝、戴上八角帽，
聽黨史、上黨課、唱紅歌、重走長征
路、參觀遺址遺蹟、拜謁紅軍烈士陵
園……了解「扎西會議」的歷史地位與
作用，領略紅軍鬥爭史。

村民助力 提供開會房屋
1935年2月，中共中央率中央紅軍6

路入威信，召開「扎西會議」，解決了
政治局常委分工、縮編中央紅軍、確定
新的戰略方針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為中
國革命走向新的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扎西會議」中的政治局常委會是在

水田寨花房子召開的，扎西幹部學院教
師杜朝娥介紹，始建於清末的花房子是
當地鄭姓鄉紳的住宅，因其屋門、窗、
板壁上雕刻有花草蟲魚鳥等圖案而得
名。政治局會議是在向扎西行進途中的
大河灘莊子上召開，莊子上屋主後人、
84歲的王世聰老人解釋，莊園房大屋
寬，周圍山高林密，便於掩蔽。政治局
擴大會議則在扎西鎮江西會館召開。
「扎西會議」的三個會議原址幾經修
繕，保持了當時的模樣。兩張或數張八
仙桌拼成的長桌上擺放着馬燈、茶壺、

電話機，條凳在八仙桌四周圍成一圈，
牆上懸掛着參會人員照片，領導人當時
的住室亦恢復如舊。
扎西鎮的江西會館，懸掛着胡耀邦於

1985年2月親筆題寫的「扎西會議會
址」匾額。威信縣黨史研究室主任余嘉
策介紹，胡耀邦當時為「中央工作團」
文職人員，在部隊精簡縮編中編入紅三
軍團十三團任黨總支書記。

3927威信兒女加入紅軍
「二月裏來到扎西，部隊改編好整

齊，發展川南游擊隊，擴大紅軍三千
幾。」余嘉策介紹，當年為牽制強敵，
中央決定成立和組建中共川南特委，開
闢川滇黔邊區革命根據地，並建立中國
工農紅軍川滇黔邊區游擊縱隊。3,927名
威信兒女參加紅軍；並有2,000餘人先
後參加川滇黔邊區游擊縱隊及雲南游擊
支隊，佔到了當時扎西鎮總人口的
10%。雲南游擊支隊在川滇黔邊區堅持
敵後武裝鬥爭12年，2,974名將士幾乎
全部犧牲。
扎西紅軍烈士陵園遍植塔柏、雪松、

白玉蘭、萬年青等花草樹木，綠樹成
蔭、環境優美；高大的柱形紅軍烈士紀
念碑氣勢雄偉、莊嚴肅穆；緩坡上呈弧
形分布83位紅軍烈士個人生平事跡碑；
屏風式大碑分別鐫刻155名烈士英名錄、
毛體長征詩、張愛萍將軍為紅軍川滇黔
邊區游擊縱隊的題詞：「紅軍主力長征
北上，川滇黔邊區游擊戰場，孤軍奮鬥
牽制強敵，壯烈犧牲萬代敬仰。」

依山而建的扎西老街，石板街道蜿蜒起伏、
曲徑通幽，頗具川南民居風格的穿斗式木結構
建築錯落分布。夜色中，懸掛於街道兩旁屋簷
下的紅燈籠，給扎西老街染上一抹暖紅。威信
縣委宣傳部長陶永朝稱，扎西紅色小鎮有忘不
了的紅色記憶，帶不走的紅色鄉愁。
扎西老街始建於1856年，是威信縣政治、經

濟、文化中心，也是當年紅軍進入扎西的主要
活動地域。區域內的扎西會議會址，環境清
幽，花繁葉茂；四街九巷布局的街頭，紅星閃

耀、紅旗招展、紅歌嘹亮，分布於各處的紅軍
井、長征詩詞、店舖售賣的紅軍餅、一幅幅懸
掛於建築外牆的老照片，令人穿越時空，彷彿
走進中共中央在此完成歷史轉折的時刻，中央
紅軍在此休整、簡編、擴紅的紅色歲月。
威信縣委宣傳部副部長張朝坤稱，當年紅軍

進入扎西時已是深冬，十分寒冷，但紀律嚴明
的紅軍將士默默地在街邊、屋簷下、灶台旁和
衣而臥，秋毫無犯的紅軍與威信人民建立了深
厚的魚水情，深受當地人民擁戴。

威信地處烏蒙山區，大山磅礡、山高路遠，
但驅車由縣城前往水田寨花房子、大河灘莊子
上等會議舊址，道路寬敞平直，途經的兩合岩
天險，依稀可見當年紅軍沿赤水河流域進入扎
西的古棧道。威信縣副縣長丁開硯介紹，交通
基礎設施的極大改善，不但把威信由雲南東北
角末梢，變為融入川渝、連接南亞東南亞的通
道，也把威信境內的紅軍歷史文化遺存串聯起
來。
2019年建成通車的成（都）貴（陽）高鐵，讓
威信進入了高鐵時代；而途經威信的宜（賓）畢
（節）高速公路，構建了威信外聯內通的大交通
格局，對於改善威信縣的區位條件，優化交通環
境、投資環境、發展環境、營商環境，發展紅色
旅遊都將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香港文匯報記
者在威信接觸到的眾多當地人士，都津津樂道地

列數已通車的高鐵和高速公路，他們將此視為黨
和政府對老區人民的關愛！

文旅融合 開發行軍旅遊線
威信縣是紅軍在雲南活動範圍最廣的地區，

川滇黔游擊縱隊雲南支隊活動長達12年，遺存
遺址遺蹟216處。丁開硯介紹，投資3億元人民
幣、總長107公里的S201省道已建成投用，沿
線的川滇黔游擊縱隊雲南支隊紀念地、紅山頂
戰鬥遺址、紅三軍團舊址所在地、扎西會議紀
念館等重要紅色資源實現了串聯發展。而長征
國家文化公園威信段，以「扎西會議」為核
心，以中央紅軍11天行軍路線為主線，以川南
游擊縱隊和雲南游擊支隊的戰鬥與保障區域為
延展，將重點建設管控保護區、主題展示區、
文旅融合區、傳統利用區。

重溫扎西會議

解決中央政治局分工等問題 推動中國革命走向勝利

位於川滇黔交界的雲南威信，素有「雞鳴三省」之稱。

1935年2月，遵義會議後的中國工農紅軍一渡赤水集結威

信11天，中共中央在水田花房子、大河灘莊子上、扎西江

西會館連續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政治局會議和政治局擴大

會議，史稱「扎西會議」。

扎西會議完成了遵義會議提出而來不及解決的組織領導、

軍事領導、常委分工等問題，確立了正確的指導思想，部署

了新的戰略方針，是遵義會議的繼續、拓展和完成；是紅軍

長征35個重要事件之一。2020年1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

考察雲南聽取省委工作報告時說：「扎西會議」改組黨中央

的領導特別是軍事領導，推動中國革命走向勝利新階段。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樹勇 雲南報道

驅車盤山公路，翻越座座大山，立於山
口遠眺，一座綠水青山掩映下的小村莊映
入眼簾，洋房錯落、村容整潔的院門口村
民小組令人眼前一亮。
院門口村民小組隸屬於威信縣雙河鄉茨

竹壩村，是一個典型的山區苗族村寨。茨
竹壩村黨總支書記楊涵說，以前村民走的
是泥巴路、80%的農戶住的是茅草屋；
2017年東莞結對幫扶以來，投入資金硬化

道路、改造房屋，改善生產生活條件。幫
助4戶農戶實施改頂、改柱、亮化的房屋
改造，幫助39戶住房拆除重建，並幫助建
立了養羊專業合作社。

6國家級貧困縣摘帽
如今，平直整潔的水泥道路進村入戶，43

戶人家全部住上了窗明几淨的小洋房，發展
起了方竹種植、羊養殖等產業，7戶農戶養

羊340多隻，走上了小康路。坪山村民小組
的建檔立卡戶張佐良，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
名的養牛合作社，最多時存欄肉牛50餘頭，
與其它養牛戶一起將牛賣到了昆明、成都及
廣東等地。
威信縣所在的昭通市，是全國貧困人口

最多的地級市和雲南省脫貧攻堅最難啃的
「硬骨頭」。自2016年起，東莞對口幫扶
雲南昭通的昭陽區、魯甸縣、巧家縣、鎮雄
縣、彝良縣、威信縣等6個國家級貧困縣
（區），開展東西部扶貧協作，當時6縣（區）
有貧困人口82.18萬人、貧困村874個。

公開報道顯示，東莞累計投入財政資金
13.08億元（人民幣，下同），社會幫扶資
金5.88億元，引導推動169個產業項目入
駐，累計幫助貧困勞動力轉移就業93,803
人，幫助銷售農特產品7.7億元，累計派出
教育、衞生、農業技術、文化、社工等掛
職支援人才314人，支持6千零74名貧困
家庭學生到東莞就讀職業學校。2019年
初，威信縣在昭通市率先退出國家貧困縣
序列；至2020年，東莞對口幫扶昭通的6
個縣（區）全部退出貧困縣，當地千百年
來的絕對貧困成為歷史記憶。

東莞千里幫扶 大山苗寨巨變

老街遍布記憶 難忘紅色鄉愁

高鐵公路通車 串聯文化遺存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扎西會議會址採訪期間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扎西會議會址採訪期間，，見到一隊稅見到一隊稅
務幹部整齊列隊務幹部整齊列隊，，聆聽扎西幹部學院教師的現場教學聆聽扎西幹部學院教師的現場教學。。

●●「「扎西會議會址扎西會議會址」」匾額匾額，，為為
胡耀邦胡耀邦19851985年親筆題寫年親筆題寫。。

傳承

●紅軍與扎西人民結下魚水深情。

●扎西紅色小鎮充滿紅色記憶。

●扎西會議是中國革命勝利的重要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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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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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中的院門口村民小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