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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渡河畔英雄多 红色基因永传承

——从红军长征路到抗震救灾路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雅安市地方志编纂中心

编者按：2021 年 6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

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

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

党政治本色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源泉。

本文通过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与“9·5”泸定抗震救灾两个重大

历史事件记述，进一步生动诠释了伟大长征精神及其在四川的传

承与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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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9月 5日 12时 52分，四川省泸定县发生 6.8级地震，

震源深度 16公里。地震造成甘孜州泸定县、雅安市石棉县人员伤

亡和重大经济损失。灾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作出

重要指示，要求把抢救生命作为首要任务，全力救援受灾群众，

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灾情就是命令，救灾就是责任！在党中央、中共四川省委坚

强领导下，雅安与甘孜两地迅速开展抗震救灾工作。87年前，从

石棉到泸定的大渡河畔，留下了红军长征从强渡大渡河到飞夺泸

定桥的英雄壮举；如今，从石棉新民乡、王岗坪乡，到泸定得妥

镇、磨西镇一带，几乎是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迅速打响了

一场抗震救灾遭遇战，再一次上演了惊心动魄又感人肺腑的一幕

幕，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彰

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87 年前

从石棉到泸定的那段红军长征路

1935年 5月 25日，为了在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大渡河防

线上打开一个缺口，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带领 17名

勇士组成渡河奋勇队，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成功强渡大渡河。之

后，中央红军开始陆续渡河。但渡船只有 3只，往返一次约 1个

小时，要使 3万多人马全部摆渡过河，大约需要 1个月。但国民

党的大批追兵离中央红军仅有几天行程，如果中央红军不能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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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渡过大渡河，非但不能到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还将被分

割在大渡河两岸被敌人“围歼”。形势万分危急。只有夺取安顺场

上游的泸定桥，红军大部队才能快速渡过大渡河。26日上午，毛

泽东等中央领导在安顺场研判后，决定兵分左、右两纵路赶到泸

定桥，其中红四团为左纵队的先头部队。安顺场离泸定桥有 320

里，中革军委限红四团在 3天内赶到。27日清晨，红四团从安顺

场沿大渡河西岸向北进发，在今石棉县田湾东北面的菩萨岗打败

防守敌军，当晚宿营在菩萨岗北面的什月坪（位于今石棉王岗坪

乡幸福村）。

5月 28日清晨，红四团接到中革军委电文，要求他们提前一

天即 29日赶到泸定桥，也就是把 2天的行程缩短到 1天。那时距

泸定桥还有 240里，红四团临危受命急行军。沿途山势陡峭、道

路崎岖，“这里的所谓路，有时是绝壁上硬凿出来的栈道，有路，

也只是蜿蜒缠绕、忽起忽伏的羊肠小道，左边是刀壁一样高入云

端的峭崖陡壁……再往右看，大渡河汹涌澎湃，它象一条宽阔的

白链，盘桓在数丈深的峡谷里，闪着寒光，吐着白浪，令人心惊

目眩，稍不注意，就有失足落入这万丈深渊的危险。”恰逢暴雨浓

雾天气，“暴雨冲打着战士，山洪从峰顶直泻大渡河，本来已经难

走的羊肠小道，此刻被雨水冲洗得像浇上了一层油，滑溜得厉害。

拐杖也不灵了，稍不留神就来了个倒栽葱，真是三步一摔，五步

一跌，队伍简直是在滚爬中前进。”红四团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负

重急行军，一路上还要阻击敌军。在猛虎岗山顶，与敌人短兵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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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穷追猛打溃散之敌；在磨西，重新架起被敌人恶意炸毁的过

河的唯一木桥。红四团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英雄气概，历经

艰险，终于按时到达泸定桥西桥头。他们昼夜兼程冒雨行军 240

里，创造了人类行军史上至今都无人超越的奇迹，而作为“起飞地”

的什月坪，也因此载入史册。当天下午，由红四团 22名共产党员

和积极分子组成的夺桥突击队，攀着被敌人拆除了桥板的铁链，

顶着敌人的密集炮火，奋勇夺下泸定桥。

中央红军从强渡大渡河到飞夺泸定桥，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围

追堵截妄想消灭中央红军主力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在红军长征

史和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党和红军为了捍卫全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了救国救民，与敌人展开了百

折不挠、英勇顽强的斗争，在刀光剑影中趟出了走向新生、走向

胜利的革命道路，为伟大长征精神的铸就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践

基础和丰富内涵。

87 年后的今天

从石棉到泸定的那段抗震救灾路

地震发生后，雅安、甘孜两地迅速展开抢险救灾工作。雅安

市委、市人民政府第一时间启动地震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然灾

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成立由市委书记、市长任双指挥长的“9·5”

泸定 6.8 级地震市县抗震救灾联合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前线

工作、灾害监测与防控、抢险救援、群众安置、医疗救援、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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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等 19个工作组，分线作战。石棉县王岗坪乡、草科乡道路阻

断、通讯中断，一时间成为孤岛。市、县相关部门紧急联动，紧

急调度 15艘冲锋舟，以党员为先锋组建突击队，从水路挺进孤岛

开展救援，上演了新时代的“强渡大渡河”。石棉县 320名退役军

人传承“大渡河勇士”精神，组成大渡河勇士突击队，主动请战进

灾区。他们连续奋战 3个昼夜，搬运救灾物资近 400吨，搭建帐

篷近 200顶，安置受灾群众近 300人。其中 70余名大渡河勇士突

击队队员，水陆并行 5小时，挺进重灾区草科乡抢险救援。同时，

全市已集结数百支党员突击队和党员先锋队，数万余名党员干部

逆行出征、奋战一线，让鲜红的党旗高高飘扬在抗震救灾的最前

沿。

在泸定县磨西镇与青岗坪交会处，开展救援的特警队员被湍

急的流水拦住去路。身旁是悬崖峭壁，身下是滚滚激流，他们徒

手攀绳前往对岸，用身体和绳索搭起“生命桥”，打通救援通道，

以命换命救出被困群众 900多人。

在受灾严重的泸定县贡嘎布乡，因连续下雨，河流上涨桥梁

垮塌，消防员踩着临时用树木搭建的简易木桥运转伤员。在磨西

镇共和村，救援人员打通水上索降救援通道，运送“水中孤村”的

伤员……这惊险的场景与 87 年前红军攀着光溜溜的铁链飞夺泸

定桥何其相似！桥下还是那惊涛骇浪，桥上还是那赤胆忠心，这

让人泪目的一幕幕，被网友誉为“飞夺泸定桥般的救援”！

面对突如其来的地震，无论在石棉还是在泸定，武警、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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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公安、民兵、党员干部等救援力量都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把抢救生命作为首要任务，争分夺秒开展人员搜救、

抢通道路，全力以赴救治伤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尽最大

努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用实际行动践行“万众一心、众

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

救灾精神。

不同的时代 同样的英雄

不同的任务 同样的初心

大渡河畔英雄多。不同的时代，同样的英雄。从石棉到泸定

的大渡河畔，洒满了勇士们的热血与汗水。87年前，为了战胜敌

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解救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大众，

勇士们在大渡河畔与时间赛跑，与敌人浴血奋战。87年后的今天，

为了解救受灾受困的群众，在同样的路段，面对同样的艰险，同

样有一群勇士飞速奔赴，在波涛汹涌的大渡河畔、在滑坡塌方中

断的山路上，与生命赛跑。这是一场跨越 87年的同框，是一场同

样为人民的“战役”！

红色基因永传承。新的时代，伟大长征精神留下的红色基因

在大渡河畔延续。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

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

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

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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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

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

斗的精神。无论是 87年前还是今天，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

勇士们闻令而动、尽锐出战，充分彰显了一切行动听党指挥，矢

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对党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

政治本色！充分体现了顾全大局，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面前，

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勇往直前、使命必达的民族精神！充分体

现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把人民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始终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始终坚守“以人民为

中心”的根本立场！充分体现了伟大长征精神在四川的传承与弘

扬。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

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在石棉到泸定的大渡河畔，从红军长

征路到抗震救灾路，一路上奏响了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这是伟

大长征精神的时代传承，是红色基因在巴蜀大地落地开花的结果，

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生动实践！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伟大精神感召下，在红色基因浸润

下，巴蜀儿女众志成城，共克时艰，必定打赢抗震救灾和灾后重

建硬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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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省委书记，省政府省长，省政协主席，省委副书记、常委，省人大常

委会党组书记，省人大副主任，省政府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

省直各部门。

雅安市委、雅安市人民政府，甘孜州委、甘孜州人民政府。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

各市（州）地方志办公室（党史地方志研究室、地方志编纂中心）。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综合处 2022年 9月 13日印发

（共印 6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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