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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县北中区位于县西北，距县
城 60 余公里，东抵潜山 （今岳西），
南连弥陀，西与蕲春接壤，北与英山
毗邻，属大别山南麓。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31
年 10月7日，北中区苏维埃政府在玉
珠畈吴家祠堂成立，并相继建立武装
力量及群团组织，开展武装斗争，进
行土地革命，建设根据地，劳苦人民
第一次真正当家作主，扬眉吐气。北
中苏区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
分，在太湖县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
辉一页。

红色政权在革命烈火中诞生

3月9日上午，太湖县北中镇明珠
村，被青山环抱着的玉珠畈安静祥和。

90年前，太湖人民在同国民党反
动派和地主豪绅进行斗争时，曾在玉
珠畈建立起一个工农专政的红色政权
——北中区苏维埃政府，政府设在当
地的吴氏祠堂。

记者来到吴氏宗祠时，工人们正
在对祠堂进行修缮。祠堂院中，当地
退休教师63岁的吴卫东在现场查看修
缮进度及质量。吴卫东是当地吴氏后
人，在政府实施的吴氏宗祠修缮项目
中承担监督及顾问工作。

吴氏宗祠已有200多年历史，作
为北中区苏维埃政府旧址，现为市级
文物保护单位，修缮工作于2019年 10
月开始。“祠堂坐西朝东，一进两幢，
南北各有厢房，中间是院子……南边
的厢房用于办公，厅这里是会议室
……”吴卫东介绍。

怀着对革命历史及家族文化的敬
畏之情，此次祠堂修缮前，吴卫东走
访村里的老人，搜集文字及照片资
料，制作展板，请人画像……这段红
色历史在他的心中烙下了深刻印记。

时间回到90多年前。党的八七会
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
的方针，黄麻起义、商城起义和六霍
起义点燃了大别山的革命烈火，创建
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根据资料记载，1928年春，太湖
县建立了党的组织。1930年，中共太

湖县委领导和发动的大石岭暴动，席
卷太、宿、望，威慑安徽省会安庆。
此时，与太湖北中区一山之隔的英
山、蕲春县也建立了党的组织。蕲春
县共产党人何寿堂、田南村、詹大
慈、詹奉举等在蕲春县张家塝秘密进
行革命活动，北中区玉珠畈雇农吴生
禅对此甚为向往，经常与詹奉举联
系。1929年秋，经詹奉举介绍，吴生
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 1月 29日，英山党组织发
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号召
农民行动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推翻
国民党统治，实行耕者有其田，建立
苏维埃政府。

1931年 6 月 18 日，中共英山中心
县委成立，领导英山、太湖等7县工
作。8月，中共北中区总支委员会成
立，刘汉清为书记，下设两个支部，
第一支部书记詹思久，第二支部书记
吴生禅。9月，中共北中区委员会成
立，选举刘汉清为书记，吴生禅为组
织委员，吴凤先为宣传委员，吴思来
为秘书。

太湖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
任王茂华说，通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
作，党组织得到较快发展。到1931年
底，北中区党组织已发展党员52名。
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和卓有成效的工
作，为北中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奠定
了坚实基础。

1931年8月26日，英山中心县委书
记王晓挺（王效亭）在英山县城主持召
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红山（英山
县改名）县苏维埃政府。

1931年 10 月 7 日，北中区苏维埃
政府成立大会在玉珠畈吴家祠堂召
开。会上宣读了红山县苏维埃政府的
决议和法令，选举了北中区苏维埃政府
主席和委员，通过了关于成立一、二、三
乡苏维埃政府和赤卫队的决议。区苏
维埃政府设在吴氏祠堂，政府主席吴浩
元负责全区行政工作，政府设土地、粮
食、经济、文化、审判等委员。

“苏维埃区政府为北中区的最高权
力机关，受红山县苏维埃政府和北中
区委的领导，贯彻上级和同级党委的
决议，实行民主集中制，下级服从上

级，个体服从整体，统一受党的领
导。”王茂华说。

1931年 10月，区苏维埃政府分别
建立了一、二、三乡政府，紧接着又
建立了村级政权。随着革命形势不断
发展，1932年2月至4月间又先后建立
了四、五、六乡苏维埃政府。政府工
作人员都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各级
政府脱产人员严格控制，所得报酬十
分菲薄。

区、乡苏维埃政府建立后，将经
济、文化建设摆在重要的位置。政府
发动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大力发展
公私合营商业和私营商业，没收豪绅
商业，实行统一累进税，免除劳苦百
姓和红军家属的税收……大办就地取
材、因陋就简的工业，兴办了油坊、
制药厂、缝纫厂、篾器厂等，开办了
布店、商店等。这些措施，既繁荣了
市场，又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随着
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也在苏区
蓬勃发展起来。

北中苏区开展土地革命

北中区苏维埃政府建立后，共青
团、少先队、儿童团（童子团）、妇女
会、工会等陆续建立。

王茂华介绍，群团组织的建立和
发展，进一步调动了北中区人民群众
的革命积极性，加强了苏区政权建
设，巩固和发展了革命形势，同时储
备了后备力量。党通过这些组织把贫
苦百姓紧紧地团结在周围，齐心协力
支援革命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建设
根据地，北中苏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
荣的景象。

北中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决
定在一、二、三乡进行土改工作。
一、二、三乡共有2500多户，6000多
人口，总耕地面积9000余亩。地主、
富农占有耕地5500亩，公堂占有土地
1550余亩，两者占总耕地面积的74%
左右，而占总人口90%以上的贫雇农
和中农仅占26%左右土地，特别是占
总人口50%的贫雇农无地或少地，靠
出卖劳动力为生，农民对土地的要求
非常迫切。

1931年 10月，区委召开扩大会议，
讨论制订土改工作计划。接着区政府
召开各乡土地委员和乡主席联席会
议，进行具体布置。同时组织宣传队
深入各乡各村，开展土改运动的宣传。

一、二、三乡的土地改革，从
1931年 12月中旬开始，到1932年 3月
中旬结束，历时85天，经过了组织宣
传、划线没收、估产登记、分配插标4
个阶段。按照“依靠贫农、雇农，联
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
和“保护中小工商业者”的路线及鄂
豫皖省委《土地问题草案》，进行阶级
划分，没收土地和财产。共划出地主
32户、富农28户，没收地主、富农和
公堂庙宇土地6600余亩、耕牛 110余
头、大型农具180余件、小型农具和家
具500余件、粮食14万余斤。

土地分配原则是：打破原耕地界
线，全乡土地统一登记，然后根据土

质、水利、耕作难易、风向等自然条
件，由土地委员会评定田地的课数
（即定产量），按全乡人数总和，求出
平均课数，按课分田，分田各乡标准
不一。分田时照顾红军家属和单身
汉，贫雇农分好田。

估产登记后，插标划界开始。农
民在分得的田地上插上篾签，上面写
有田主姓名、田地亩数及田界。土改
结束后，各乡召开了庆祝大会。没收
的耕牛、农具、家具全部分给贫雇
农，粮食和现金除了少数一部分分配
外，大部分上交到了苏维埃政府，支
援红军做军需。

在土改运动中，各地组织力量认真
宣传贯彻了红山县委、红山县苏维埃政
府颁发的《婚姻问题决议案》，推行“男
女平权”、放足剪发、送还童养媳、恋爱
自由，出现了男女平等的新气象。

开展武装斗争保卫革命成果

1931 年 10 月 9 日，北中区赤卫队
在吴家祠堂宣布成立。参加会议的100
余人中，当场报名参加赤卫队的有30
多人，编为3个班。

赤卫队成立后，经常处在战斗状态
中。不到两个月时间，赤卫队转战10余
次，屡战屡胜，附近敌人闻之丧胆。

红山县委和北中区委见北中赤卫
队英勇善战，又有枪支，决定将赤卫
队改编为游击队。11月24日，北中游
击队正式宣布成立，全队62人编为2

个排、6个班。
游击队刚成立，望天“黄字会”

勾结英山、潜山两县“黄字会”1000
余人再次进犯张家河。游击队抢占了
张家河两面的山头，拉开两里多长的
战线，诱敌深入，发起猛攻，在追击
中打死敌人9人、俘虏15人。

1932年 1 月 19 日，国民党太湖县
长胡拔翠带领县自卫团第一、二队及
各处团防 1000 余人，向北中苏区进
犯，巧逢头天傍晚红军二一八团500
人由英山开进了玉珠畈。20日上午，
在玉珠畈石头桥，两军相遇，红军二
一八团沉着应战。双方一接火，胡拔
翠即知遇上红军主力，急忙撤退，因
敌情不明，红军和游击队也没有进行
追击。此次战斗歼敌 5 人，俘敌 10
人，缴机枪1挺、步枪15支。

在吴氏宗祠东边不远处，玉珠河
上还有一座旧桥，两端桥面已经断
裂，中间还有 3 个桥墩支撑着桥面。
这是石头桥旧址，当地人习惯称其

“红军桥”。
吴卫东说，历史上的石头桥早已不

在，这是上世纪60年代在石头桥原址
上建的桥，不过现在也已经不再使用。

到1932年3月，游击队发展到178
人。这时红山县独立十三团派来一个
营，将游击队和一、二、三乡第二批
组织的赤卫队 20 人组成北中区警卫
营，原游击队编为第二连。6月，红山
县独立十三团与北中警卫营合编为红
军游击师。不久，红军游击师随红四

方面军北上参加长征。红军游击师撤
出后，国民党武装加紧了对北中苏区
的进犯。

1932年 6月 21日，1000余敌人进
驻玉珠畈，实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
杀，在北中区先后杀害党员、干部和
群众60余人，玉珠畈血流成河。苏区
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北中区党组织遭
到彻底破坏，苏维埃政权被摧毁。

吴卫东回忆，家中老人曾说过，
祠堂北边的一条小路上有一棵桂花
树，敌人将区委和区乡苏维埃政府党
员干部杀害后，将头颅悬挂树上，村
中儿童十分害怕。

北中区苏维埃政权是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在中国工农红军的支持
下，太湖人民建立的工农专政的红色
政权，从1931年 10月建立到1932年 6
月被摧毁，历时9个月。北中苏区是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分，在太
湖县的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王茂华说，第一，它开天辟地进
行革命武装割据，建立了工农政权，
支援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
争，也为后来党在太湖建立政权积累
了经验。第二，它推翻了封建土地制
度，进行了土地革命。在苏维埃政府
领导下的土改运动，是一场深刻的农
民革命运动，打倒了地主豪绅，农民
第一次做了土地的主人。第三，它为
革命培养了干部，为红军输送了兵
员，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为后期太
湖县革命斗争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北中苏维埃：烈火中诞生的红色政权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员 吴承钺

修缮前的北中区苏维埃政府旧址（吴氏宗祠）。 通讯员 陈达华 摄

北中区苏维埃政府儿童团使用的武器（现藏于太湖县博物馆）。
太湖县委史志室供图

太湖县北中镇新貌。通讯员 陈达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