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春时节的假日清晨，明亮温暖的阳
光早早地驱散了山城重庆的薄雾。

渝北古路镇草坪村不算大，也不算高：
面积6.2平方公里，平均海拔385米。但难得
的是在农历三月，这里能看到漫山的红枫。
“红枫似火照山中，寒冷秋风袭树丛。”

形容的是深秋的山中，枫林一片通红。在印
象中，也该是秋赏红枫的。而在此处，枫叶
却赶起了春的热闹，密密红叶将郁郁葱葱
的村子，装点得别具一格。

在和煦的春风吹拂下，蛰伏了一冬的
红枫，伸展开腰肢。低矮的、高大的、纤细
的、粗壮的，各个品种的枫树争相吐出新
芽，穿上深红的新衣。微风吹过，枫叶挥动
起它那带有锯齿的小手，似在招呼游人赶
紧按下相机快门。与红枫相约竞艳的，还有
山上五彩缤纷的不知名的草花。登上路边
的山冈，放眼望去，绿树、红枫、草花由远而
近、由高到低构成了村庄的美丽图景。

从红枫吐艳的山冈下来，沿平整的村级公
路漫步，随处可见绿色的果园和菜园。春有草
莓，夏有蟠桃、葡萄，秋冬有柑橘，加上应季蔬
菜和林下养殖的土鸡，足以让游人尽享农家之
乐。徜徉在春日的草坪村，但见草莓成熟鲜销
旺，桃树青果已挂枝，而在葡萄园的长廊，嫩绿

的新叶已悄然爬上了藤架。行至此处，人们似
乎都能闻见收获时节，村中散发的甜蜜芳香。

村子尊尚慈孝，加上村庄隶属古路镇，
原是古代驿站，行人们乘坐流动的车马将
这里慈孝的故事远播出去，便更加成就了
村子的好声名。

驿站虽然不在了，此处重视慈孝却不
改。在“李家湾”大院近百米的木架长廊里，
每隔几步便挂有一块木牌，上面刻着慈孝
文化名言；在村里的慈孝文化公园中，慈孝
文化墙上用剪纸的形式展现出“二十四孝”
的故事，引得孩童们不时驻足观看；古路镇
政府编辑出版的《孝道》《孝星》《慈孝行为
规范》系列读本和慈孝挂历，免费向村民发
放；在学校课堂，慈孝教育格外受到重视。
长慈幼孝就这样渗入人心，历久弥新。
“园丽花留客，林茂鸟唤宾。”草坪村不

是知名的旅游景点，但近几年来，这里的美
也吸引来了不少重庆主城的游客，更吸引
了外地人来这里安居。四川人李俊良就是
其中一位。陶醉于这里的环境，他在草坪村
租房开起了“养生庄”农家乐餐馆。“不求能
挣多少钱，图的是这里风景好，天天能呼吸
到新鲜空气，逍遥自在。”老李乐呵呵地说。

一路走来，总能被散发着川东风格的

民居所吸引：一栋栋统一规划的两层小楼
联排而立，白墙为底、灰条勾缝、坡度屋顶、
门前挂有仿古的楹联、墙上嵌进棕红色的
窗棂……加上房前屋后的枫树、花坛、塑胶
篮球场，处处都告诉人们，这是一个没有抛
弃传统、抛弃自然的现代草坪村。
“原来村民们散居在山顶、山坡，生活

很不方便。现在集中居住，跟城里人一样
了。”说起村民生活巨大的变化，村主任颜
昌武的脸上乐开了花。

●小贴士

怎么去 从重庆主城经渝宜高速、渝邻
高速在草坪出口下。

吃什么 草坪过水鱼、 草坪凉拌鸡、养
生汤、新鲜水果。

玩什么 赏枫叶、采鲜果、乡村休闲旅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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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河河坝坝

韩江是中国东南沿海最重要的河流之
一，古称员江、恶溪，后称鄂溪。韩江流域范
围涉及广东、福建、江西 3省 22 市县，流域
面积 301 1 2 平方千米。

三河坝位于梅州市大埔古镇三河镇。
是大埔县境内的汀江、梅江、海潭河三水汇
合成韩江的起点。“韩江源”石雕矗立于此，
石雕母亲高 9.8 米，重 136 吨，头扎发髻，
背男牵女，勤劳善良的客家妇女形象，与对
面的睡美人遥遥相望、相得益彰。

三河坝镇，一个只有 10 平方公里的
不起眼的粤东小镇，有史家称之“得此控闽
赣，失此失潮汕”，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
地，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军三河坝战役
就在这里打响。

●概貌

三河坝旧时被称作“西通两粤、北达两
京”———溯汀江北上，可到福建长汀、上杭；
沿梅江西航可到江西赣南一带；沿梅潭河
往东可到福建闽南的九峰等地；顺韩江而
下直通潮州、汕头。

三河坝边的笔枝山形如鱼尾，高 80
米，总面积达 18 万平方米。山上松林茂
密，山后连接重重山峰，居高临江，地势险
要，易守难攻，大有一山镇三河之势，占据
了笔枝山就等于控制了韩江的交通。

●历史

三河坝拥有宋元以来众多的古迹。《清
廷稗珠录》记载：“宋置三河口盐务于此，元
为三河站，明洪武九年（1375 年）设三河巡
检司。”明嘉靖年间，粤东地区农民起义风
起云涌，统治者为加强镇压，于嘉靖四十二

年（1563 年 ）耗银 4000 两，历时 1 年零 3
个月，在三河坝筑成一座长 1944 米、高约
4 米的城池，名“三河镇城”，并驻以重兵。
非县治以上而筑城，广东只两处，另一处为
饶平县黄岗。

清朝初年，总兵吴六奇曾在三河坝设
立行营长期扼守，并在东门一带加高城垣，
增筑城楼、雉堞，并改名为“汇城”。清汇城
有四门，东门名“永清”，南门名“宣和”，西
门名“镇守”，北门名“拱极”，现仍存镇守、
宣和两城门和残余城墙 100 多米。

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年代，汇城人口繁
盛，从事小手工业和经商者多，商业贸易发
达。清《一统志》记载：“三河坝市，贸易者星
布，为县巨镇。”20世纪 70 年代梅湖公路建
成后，雄伟壮观的三河坝大桥横跨韩江两
岸，镇政府、圩场和企业逐渐东移，汇城已不
再是工商贸易中心，但仍存不少街道。

●景观

“八一”起义军
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
纪念碑高 15 米，碑座宽 4米，碑顶宽

1 米，长 8米。碑身用 35 种规格 343 块密
纹花岗石建成。碑底平台长 36 米，宽 21
米，周围是石雕白玉栏杆，美观雅致。平台
步阶中间斜放着两块直径１米，长 2米的
板石，是敬献烈士的花圈。平台四周松柏苍
翠，象征先烈们永垂不朽、万古长青。碑的
正面，镏金镌刻朱德同志的亲笔题字：“八
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底座碑
文为周士第同志撰写。整座纪念碑造型完
整，雄伟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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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军三河坝战役
就在这里打响。

●概貌

三河坝旧时被称作“西通两粤、北达两
京”———溯汀江北上，可到福建长汀、上杭；
沿梅江西航可到江西赣南一带；沿梅潭河
往东可到福建闽南的九峰等地；顺韩江而
下直通潮州、汕头。

三河坝边的笔枝山形如鱼尾，高 80
米，总面积达 18 万平方米。山上松林茂
密，山后连接重重山峰，居高临江，地势险
要，易守难攻，大有一山镇三河之势，占据
了笔枝山就等于控制了韩江的交通。

●历史

三河坝拥有宋元以来众多的古迹。《清
廷稗珠录》记载：“宋置三河口盐务于此，元
为三河站，明洪武九年（1375 年）设三河巡
检司。”明嘉靖年间，粤东地区农民起义风
起云涌，统治者为加强镇压，于嘉靖四十二

年（1563 年 ）耗银 4000 两，历时 1 年零 3
个月，在三河坝筑成一座长 1944 米、高约
4 米的城池，名“三河镇城”，并驻以重兵。
非县治以上而筑城，广东只两处，另一处为
饶平县黄岗。

清朝初年，总兵吴六奇曾在三河坝设
立行营长期扼守，并在东门一带加高城垣，
增筑城楼、雉堞，并改名为“汇城”。清汇城
有四门，东门名“永清”，南门名“宣和”，西
门名“镇守”，北门名“拱极”，现仍存镇守、
宣和两城门和残余城墙 100 多米。

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年代，汇城人口繁
盛，从事小手工业和经商者多，商业贸易发
达。清《一统志》记载：“三河坝市，贸易者星
布，为县巨镇。”20世纪 70 年代梅湖公路建
成后，雄伟壮观的三河坝大桥横跨韩江两
岸，镇政府、圩场和企业逐渐东移，汇城已不
再是工商贸易中心，但仍存不少街道。

●景观

“八一”起义军
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
纪念碑高 15 米，碑座宽 4米，碑顶宽

1 米，长 8米。碑身用 35 种规格 343 块密
纹花岗石建成。碑底平台长 36 米，宽 21
米，周围是石雕白玉栏杆，美观雅致。平台
步阶中间斜放着两块直径１米，长 2米的
板石，是敬献烈士的花圈。平台四周松柏苍
翠，象征先烈们永垂不朽、万古长青。碑的
正面，镏金镌刻朱德同志的亲笔题字：“八
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底座碑
文为周士第同志撰写。整座纪念碑造型完
整，雄伟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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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坝战役

●故事

1 927 年 8月 1 日，南昌起义军胜利
占领南昌城后，挥师向闽西上杭、永定、
长汀及广东大埔进军，准备占领梅州、潮
州、汕头、广州。

在周恩来为总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
会领导下，进入大埔县（茶阳）。8 月 20
日，兵分两路，一路由周恩来、贺龙、叶
挺、刘伯承等同志率领三万多人，顺汀
江、韩江而下，直向潮州、汕头进发；一路
由朱德率领第十一军二十五师和第九军
直属教导团共约三千人，据守三河坝，以
防敌人从闽西、梅州偷袭我主力进军潮
汕。朱德率领的起义军到达三河坝后，立
即张贴“安民告示”唤起群众，并严密布
防，准备迎击来犯之敌。10 月 1 日，国民
党钱大钧部三个师约两万多人，由梅州
市梅县区松口乘船沿梅江而下，气势汹
汹地向三河坝扑来。起义军在朱德副军
长和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

勋等同志的指挥下，在东江工农军一部
的配合下，与敌激战三昼夜，打退敌人无
数次的进攻，歼敌几千人。10 月 3 日下
午 5时，敌增援钱大钧之黄绍宏部由大
麻东渡韩江后，占据起义军阵地南部制
高点阵地，北部亦被钱大钧部占据。在敌
众我寡、弹少援绝的险恶情况下，为了保
存实力，指挥部决定采取“次第掩护，逐
步撤退”的办法，取道河腰、百侯，经双
溪，于 10 月 5 日进入饶平茂芝。后起义
军艰苦转战，两进湘赣边，终于在 1928
年 4 月 28 日到达江西井冈山与毛泽东
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胜利会师。

在三河坝战役中，担负掩护部队撤
退的二十五师七十五团第三营勇士们，
打完最后一颗子弹、甩尽最后一颗手榴
弹，英勇跳出战壕，与敌人展开肉搏战，
全营官兵壮烈牺牲在笔枝山上。

●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