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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良（右）和他的战友

王良请刘亚楼进馆子

1930年8月前，已20岁出头的

刘亚楼从未下过馆子，这年8月红

军第一次攻打长沙经株洲撤退时，

王良请他进馆子吃饭才算开了先

例，并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

刘亚楼家在武平县湘店乡大

洋泉村，1910 年 4 月出生，家境贫

困。母亲因他出生时屋破受寒身

染大病，两天后便离开了人世。父

亲实在无力抚养，便将刘亚楼送给

了当地一个铁匠。

1929年2月初，王良率部随红

四军主力首次进军武平县，开展宣

传和发动群众工作，推动武平土地

革命运动开展。在红军的指导和

帮助下，至1929年10月，武平县级

红色政权诞生。

红四军进入武平开展革命斗

争，19岁的刘亚楼受到极大影响，

踊跃报名参加了农民协会。1929

年 6 月，又参加了游击队，同时加

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6月，红四军主力第二

次进入武平。王良在毛泽东、朱德

领导下，广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

田地，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建

立各级红色政权，形成了纵横300

多里、人口近 100 万的红色区域，

近80万人分得了土地。闽西苏区

基本形成，王良为此作出了重要贡

献。

这段时间前后，刘亚楼先是担

任闽西游击队排长，不久毅然参加

了红军，随即被送到红四军随营学

校学习，并在随营学校担任学员班

长。从黄埔军校毕业的王良，有时

也到随营学校上课。刘亚楼对王

良的了解熟悉，也渐渐多了起来。

通过学习，刘亚楼军事素养有了很

大提高，仅在随营学校学习不到4

个月就毕业了，并安排到红 12 军

当了连长。

不久，红军建制调整，刘亚楼

所部编入红四军，先后担任红四军

第3纵队8支队政治委员，第12师

35 团政治委员，第 11 师政治委员

等职务，直接在王良领导下工作。

1930年7月底，红军第一次攻

打湖南长沙后，王良率部经株洲撤

退，刘亚楼和杨成武与王良同行。

王良作为已参军几年的老兵，身上

当时有几角钱，看见同行的刘亚楼

和杨成武饥饿疲惫的样子，便热情

邀请他们二人进馆子吃饭。

这是刘亚楼第一次进馆子，后

来他回忆，这辈子进馆子吃饭印象

最深的大概要算这一次了。当时

杨成武也参军不久，家里也很穷。

王良作为首长和老兵，就大方地请

他俩吃了这一顿。

刘亚楼被从鬼门关
拉回来

刘亚楼自从参加红军后，就为

自己立下了“死打硬拼，身先士卒”

的座右铭。每次作战，他都冲锋在

前、勇猛善战。从参军到1932年6

月，短短的三年时间，刘亚楼就从

连长升到了师政委的职务。

而在这三年里，刘亚楼也曾多

次负伤，但他从没畏惧过。有一

次，他已经被送进了棺材，是王良、

张赤男他们又把他从棺材里抬了

出来。

这件事发生在1931年第二次

反“围剿”时期，当时刘亚楼任红四

军第11师第32团政治委员。在第

二次反“围剿”作战中，针对敌强我

弱的态势，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

挥下，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

乘胜追歼”方针，避开国民党主力，

让敌人深入赣南，使其无用武之

地。红军由兴国向富田突破，在人

民群众支援下，先打弱敌，各个击

破，半个月横扫 700 余里，连打 5

仗，共歼灭国民党军 3 万多人，缴

枪2万余支，巩固和扩大了中央苏

区。

在战斗中，王良及刘亚楼率

部，连打3次恶战。特别是在黄陂

战斗中，刘亚楼部和兄弟部队与敌

恶战两小时，才占领了黄陂。此次

战斗中，刘亚楼腿部中弹，流血过

多昏死过去，卫生队将他抬下战

场，进行包扎抢救。

刘亚楼醒来后，不顾伤痛，跳

下担架，又提枪返回战场。激战持

续，部队的子弹打光了，刘亚楼便

指挥战士们用石块、木棍和一切可

以利用的东西与敌人搏斗。在作

战中，由于第11师人员伤亡很大，

只得与第12师合并。合并后的番

号仍是第11师，师长王良，政委张

赤男，刘亚楼改任第 11 师 32 团政

委，团长向玉成。

不久，红军主力转移到宁都、

石城一带，王良和刘亚楼等一面让

部队休整，一面扫清根据地内的残

余据点。在石城战斗中，红军 32

团面临强敌，刘亚楼和向玉成率部

与敌人拼杀，官兵们一天一夜没有

吃饭，由于疲劳作战，又饥又饿，个

个精疲力竭。加上敌人施放毒气，

部队伤亡很大。刘亚楼身先士卒，

战斗在最前线，他的头部、胸口、腿

部都受了枪伤，此时已是气息奄

奄。

向玉成急忙安排卫生队将他

抬下战场，由于伤势严重，此时的

刘亚楼四肢冰冷，口中也没有热

气。向玉成只得派人弄来一些棺

材，将牺牲的同志们一个个抬进棺

材里。战友们看见刘亚楼也没有

气了，便也含泪将他抬进一口棺

材。

王良、张赤男见刘亚楼被抬进

了棺材，十分悲痛，默默地站在棺

材旁向战友作最后的告别。此时

张赤男见刘亚楼穿着的衣服有些

折褶，便弯腰替他整理。当张赤男

手指碰触到刘亚楼的鼻孔前时，竟

突然感觉到还有微微的气息，便兴

奋地大叫：“刘亚楼没有死，快叫军

医来抢救！”这声大喊让王良等在

场的战友们为之一振，迅速将刘亚

楼抬出棺材。

刘亚楼经军医抢救后，奇迹出

现了，慢慢睁开了眼睛。

大禾圩凭吊王良

1932年6月13日，时任红四军

军长的王良率部从福建回师赣南，

途经武平县大禾圩时遭到“土围

子”（土楼）里的敌人袭击英勇牺

牲，年仅27岁。

对于王良的牺牲，刘亚楼十分

悲痛。时隔27年后的1959年5月，

刘亚楼回家乡湘店探亲时，特地前

往大禾圩凭吊战友的英灵。站在

王良牺牲的地方，刘亚楼的思绪仿

佛又回到了27年前那令人悲痛的

一幕。

那天，王良得知“土围子”里的

地主武装拦击，心中十分焦急：如

不迅速打掉这个“土围子”，将会影

响回师赣南歼敌任务的完成。他

与政委罗瑞卿、参谋长粟裕一道，

在一侦察连长的引导下，前往侦察

“土围子”地形，结果王良中弹牺

牲。

当时还在行军即将到达大禾

圩附近的毛泽东听到王良牺牲，策

马向大禾圩奔来。这时，罗瑞卿正

要命令部队炸平“土围子”为王良

报仇。毛泽东为避免伤及周围的

百姓，指示步兵用炮精确轰击“土

围子”边角，吓破胆的地主武装立

马缴械投降。

前进的障碍清除后，红四军将

士们用担架抬着王良的遗体，向会

昌方向撤退。到了武平县与会昌

县交界的乌鸦泊（现名永隆），对王

良进行安葬。

刘亚楼当天率部由闽返赣路

经家乡，本来非常高兴。没想到军

长在此牺牲，心情一下变得十分悲

痛。刘亚楼赶到乌鸦泊参加葬礼

时，罗瑞卿、粟裕已站在青山上。

罗瑞卿告诉刘亚楼，他和王良、粟

裕在离土围子很近的一间破房子

里边观察敌情，王良脖子上挂着个

望远镜靠前站着，敌人突然打来两

发冷枪，王良英勇牺牲；站在罗瑞

卿侧后的特务连长也当场牺牲。

“也怪我们太小看了这些地主武

装，没有很好地隐蔽。”粟裕也补充

介绍道，话语带着几分自责。

这些可恶的地方土豪的土楼，

让我们的军长英勇牺牲，刘亚楼悲

痛万分。

如今，在王良牺牲地，大禾圩

群众立起了石碑，每逢清明、中秋

等扫墓时节，大家都纷纷自发前来

这里祭扫，以此表达对烈士的深切

怀念之情。

转自 2020 年第 3 期《红岩春

秋》，本报编用有改动。

刘亚楼与王良的战友情
本报记者 刘克洪

开国上将、新中国首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福建武平县人，是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1929年2月进

入武平县时参加革命的；重庆綦江籍著名烈士王良多次率部在武平县进行革命斗争，最后在该县大禾圩

英勇牺牲。刘亚楼1930年至1932年6月，先后在红四军中任第3纵队8支队政治委员、红11师第35团政

治委员、红11师政治委员等职务；其间王良在该军中，先后任第1纵队司令员、红11师师长、红四军军长

等职务。

在两年多的革命斗争中，刘亚楼作为王良的战友和部下，一直在王良领导下征战。在刘亚楼心中，

王良作为红军创建初期的军事指挥员，一贯作战勇敢，待人诚恳，他与王良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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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廖雪梅）3月27

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住房公积

金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在重庆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召开。

重庆日报记者从会上了解到，

目前川渝两地已初步建立跨区域转

移接续和互认互贷机制，职工在成

渝地区间转移住房公积金，由“两地

跑”变为“一地办”，办理时间由1个

月压缩为2至3个工作日，办理要件

简化为1张表，真正实现了“账随人

走、钱随账走”。

“通过建立两地互认互贷机制，

职工可更加便捷跨区域使用住房公

积金贷款，方便两地间人才流动，建

立了川渝两地推进住房公积金一体

化发展的合作基础。”重庆市住房城

乡建委人士介绍，今年1月，重庆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动对接四川

省住房公积金监督管理部门，多次

协调、多方论证、反复修改，拟制了

住房公积金一体化发展合作备忘

录、工作机制等相关文件，为本次座

谈会的召开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此次座谈会形成了《深化川渝

合作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住房

公积金一体化发展合作备忘录》。

该备忘录就建立工作机制、推进信

息共享、深化互认互贷，联动治理住

房公积金欠缴、套取、骗贷失信行

为，以及两地资金融通等方面达成

一致共识。

双方还商定，近期将在成都召

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住房公积金

一体化发展首次联席会议，签订合

作备忘录，交流工作经验，研究合作

事宜。

据3 月 30 日《重庆日报》

4月1日，经市政府同意，《重庆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强化用地

保障支持产业发展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正式发布。该《意见》内

容虽然只有9条，却条条都是干货，

不仅可切实减轻企业负担，还将加

大新基建、“芯屏器核网”、大健康产

业等项目用地的保障力度。

这 9 条内容分别是：全力保障

产业发展用地、灵活确定产业项目

供地方式、合理确定产业用地地价

标准、鼓励工业用地提质增效、支持

工业企业转型升级、减轻工业企业

经济负担、支持企业土地抵押融资、

支持工程建设项目方案优化调整、

优化项目用地规划审批。

重庆出台9条“干货”
保障产业发展用地

《关于强化用地保障支持产业发展的意见》
发布，对新基建、“芯屏器核网”、大健康产业等加
大用地保障

成渝两地公积金实现互认互贷

据4月 2日《重庆日报》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