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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素有「隴上江南」之稱的甘
肅隴南成縣，張忠被譽為

「成縣通」、「活字典」，60餘
年致力研究當地歷史人文，雖已
年屆80歲，他依然精神矍鑠、思
路清晰。談及紅軍，更是滔滔不
絕。正是他如信仰般的執着、不
懈的追尋和嚴謹的考證，紅二方
面軍的長征史平添幾分壯美，一
度湮沒於歷史塵煙中的英雄再次
熠熠生輝。
1934年10月，紅軍開始二萬五
千里長征。1936年，紅二方面軍
途經隴南，賀龍、任弼時指揮
「成徽兩康戰役」（分別為成
縣、輝縣、兩當、康縣地區），
歷時20天，留下許多傳奇，其中
就有獨臂猛將賀虎的故事，在激
烈的成縣五龍山伏擊戰中，賀虎
單手射擊，帶隊阻擊數倍於己之
敵，在山頂道觀院與四名戰士殺
出一條血路。戰鬥中，一發炮彈
穿透道觀後牆落於供桌上，卻未
爆炸。
賀虎最終在此役中壯烈犧牲，

遭敵暴屍，幸得成縣蘇維埃政權
成員趁夜偷出遺體，秘密安葬。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有人懷
疑賀虎的真實性，也有人說賀虎
為賀龍親弟。面對種種說法，張
忠走訪當年支前群眾、蘇維埃政
權成員，不辭路遠、不厭其煩，
證實賀虎確有其人其事。

賀虎自幼參軍南征北戰
張忠並不滿足，1960年6月1

日，尚就讀於師範的他致信賀龍
元帥。6月 15日，「賀辦」回
信：「賀虎同志從小就參加了紅
軍，經過歷次戰鬥，表現英勇，
他擔任過戰士、班長、排長、連
長、營長直至團長，在五龍山犧
牲時，擔任紅二方面軍突擊隊隊
長……」但回信未說明賀虎與賀
龍的關係。
1979年，張忠致信中央軍委，

並附「賀辦」覆信。中央軍委辦
公廳覆函：「你們十月廿三日寄

來的賀辦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五日
給張中（張忠曾用名）同學的覆
信原件，經有關同志回憶，該信
是屬實的」……「要說明的是，
賀虎同志不是賀龍同志的親兄
弟。」
張忠還不罷休，上世紀80年

代，他自費赴湖南、四川、江
西，從賀龍家鄉，到紅二方面軍
轉戰地，走訪賀龍親人、老紅軍
戰士，逐一求證，終於還原：賀
龍的大姐賀英組建地方武裝時，
賀虎即追隨，賀英1928年將千人
武裝全交賀龍，賀虎便加入紅
軍，南征北戰。
至此，一位紅軍英雄因張忠的

矢志不渝而被證實，並血肉豐滿
地展現於世人面前。

銘記軍民魚水情深點滴
除了考證還原紅軍長征的傳奇

歷史，張忠還將這段歷史中的軍
民魚水情深的點點滴滴記錄在
案，以讓後人銘記和流傳。
村民陳永康的爺爺，在家附

近發現一位十四五歲的紅軍小
傷員，他們不顧自身安危，將
小戰士帶到家裡。爺爺懂醫
術，毫不猶豫救治了這名紅軍
傷員。誰知，剛剛包扎完傷
口，國民黨兵就跟蹤而來。危
急時刻，他們將這位小紅軍藏
在了糧食屯裡，才躲過了搜
查。第二天，這位小紅軍，就
繼續追趕部隊去了。
成縣侯德成侯家，一家八口全

部參加了紅軍，侯德成與女兒侯
么妹在戰役中犧牲。1959年，侯
德成的長子侯清芝來到徽縣尋訪
父親的下落，張忠陪他找到了父
親的墳墓。兒子侯宗元寄養於當
地村民何天順家，改名何九生，
直至1957年才與自己的母親和哥
哥團聚。2006年，何九生回成縣
給父親掃墓並訪故友……
成縣留下太多紅軍傳奇，是張

忠一手記錄並賦予了這些傳奇真
實的生命。

大山深處的重慶秀山縣
洪安鎮貴措村，村民張敏

家的小店乾淨整潔，佔地面積不大，卻有着不
少意想不到的功能。
小店名為「武陵生活館」。前來送貨的村民
們手裡拿着土雞蛋、臍橙、臘肉等「土貨」，
圍滿了這家小店。
張敏仔細地把這些「土貨」收撿起來，檢查
品質，貼上二維碼後，再放入包裝箱中，裝上
物流車後發往縣城的電商倉庫，再通過快遞發
往全國各地。
「村裡70多戶農民和我簽了網上銷售的合
同，每年要採購2萬多枚土雞蛋、20多萬斤臍
橙。」張敏說，村民們的「土貨」通過電商銷
售，價格高而且方便，店主則通過提取佣金獲
得利潤。

組建農村物流「雲智速遞」
地處武陵山區腹地的秀山縣，位於重慶、貴
州、湖南三省市交界處。中國著名作家沈從文的

代表作《邊城》，即是以秀山為原型所著。
如今，互聯網的春風也吹到了這座昔日被重山

阻隔的「邊城」。秀山縣也「搖身一變」成為電
商雲集、物流集散的區域中心。
像張敏的小店一樣的「武陵生活館」共有233

家，已覆蓋全縣所有行政村，它們承擔着讓
「土貨變網貨」的功能。土雞蛋、柑橘等農產
品，依託「武陵生活館」匯聚到縣城電商倉
庫，再通過快遞發到全國各地的消費者手中。
在山高谷深的秀山縣，物流成本高昂曾是電子

商務發展的最大障礙。2013年，秀山縣組建專注
農村物流的企業「雲智速遞」，整合80多家物流
快遞企業，共同建設「電商物流分發中心」。
「通過合理分工、接力快遞，讓秀山縣每年
能節約 1 億多元（人民幣，下同）物流成
本。」「雲智速遞」負責人車玉昕說。

掃二維碼看農產品品質
過去，農產品因為品質不穩定而讓不少消費者

在購買時有所顧慮。「現在，掏出手機掃一掃二
維碼，就能知道「土貨」生長環境、聯繫方式
等，發生品質問題，也能追責。」秀山縣委書記

王傑說，秀山已獲認證的土雞、茶葉等特色農產
品電商基地108家，供應點3,600多個。
在秀山縣的網商孵化園，譚邦森的巴谷鮮商貿
公司一年網上交易額已突破3,000萬元。最近，
正值白皮柚銷售旺季，譚邦森忙得不可開交。
「能不能多採購一些柚子？我這邊又賣斷貨
了……」譚邦森一邊忙着指揮工人裝箱發貨，
一邊打電話向「武陵生活館」簽約店主催貨，
要求加大產品採購量。
目前，秀山縣已聚集電商企業180多家，它

們與「武陵生活館」合作，構成了「農產品電
商」的順暢通道，日均銷量3萬多單，年交易
額近70億元。

直播銷售供不應求
現場割蜂蜜、山坡上捉土雞……網絡直播銷

售，原汁原味地展示着「土貨」的價值，也造
就了不少「土貨網紅」。
在清溪鎮太平村，蜜柚成熟後，農村電商企業
一邊網絡直播採摘過程一邊叫賣。村民曾慶洲家
的3,000多個蜜柚，不到4個小時就銷售一空。
太平村300多戶村民自從搭上電商「快車」，

生活就與互聯網分不開了。曾慶洲這樣能吃苦、

懂技術的農民，負責農產品種植；頭腦靈
活的年輕人，經統一培訓後負責網上銷售；而
網貨分揀、打包等工作主要由家庭主婦負責……
「農村電商的網絡交易大數據，讓農業從『

種什麼賣什麼』變成『要什麼種什麼』。」秀
山縣物流園區管委會主任楊小民說，農村電商
讓農民們的市場嗅覺更靈敏，讓農民生產與市
場需求「零距離」對接，正在改變着農業的生
產經營方式。
■新華社記者栗建昌、李松、趙宇飛 重慶報道

地處西秦嶺南麓腹地、長江上游嘉陵江水系的成
縣有一樣源於唐朝的特產——橫川燒酒。紅軍過成
縣，群眾捧佳釀，美酒治療了傷病，也為崢嶸歲月
增了幾分英雄豪氣。
1936年9月18日，紅軍攻克成縣，召開群眾大
會，宣佈成立成縣蘇維埃政府和隴南抗日游擊大
隊，賀龍、任弼時、關向應先後講話，並出演宣傳
抗日救國的文藝節目。20樽橫川燒酒擺上歡慶會，
賀龍感言：「古人云，美酒鼓英雄志，美酒壯英雄

膽，今天能喝上鄉親們的
慶功酒，明天定能打個大
勝仗！」
10月1日，紅軍在成縣

橫川（今紅川鎮）南場整
編組建新兵團並宣傳北上
抗日主張，史稱「南場擴
軍」，隴南3,000餘子弟參
加紅軍，僅成縣就有800
餘眾。橫川燒酒翹楚——
「春和涌」燒坊，奉上10
壇窖藏陳年老釀，在關帝
廟犒勞紅軍，賀龍大讚
「好酒好酒！」並緊握
「春和涌」掌櫃容向榮的
手說：「恭喜貴燒坊美酒
藏春，生意興隆！」容向
榮懇邀賀老革命成功後再

來小酌，賀龍欣然接受。
「這些細節並非演繹。」張忠說，自己曾尋訪到

給紅軍做飯的廚師、「春和涌」燒坊釀酒師，請他
們詳細回憶並記錄下了當時的場景。

走出國門 助力「帶路」合作
張忠還講述了一段插曲，容向榮之子容恭，1934

年考入省立西安第一中學，接受「一二．九」愛國
學生運動洗禮，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解放
先鋒隊」。「西安事變」時，容恭晉見張學良和共
產黨代表，被派往陝北送信，受賞識留在延安，遂
隨母姓，更名何載。1950年，何載調到毛主席身邊
工作。1992年，他以中組部秘書長一職離休，著有
《毛澤東對我的教育》、《紅旗漫卷西北高原：緬
懷習仲勳在西北》、《彭德懷的故事》等書。
1958年，為紀念紅軍，橫川鎮改名紅川鎮，中
國首版《辭海》中收錄的千年佳釀「橫川燒酒」亦
更名「紅川酒」，榮膺首批「中華老字號」、「國
家地理標誌保護產品」，其釀造技藝列入省級非遺
名錄。2015年，香港舉辦的「綠色中國」環保獎
評選中獲「綠色健康成就獎」。同年，紅川酒業
代表隨習近平出訪白俄羅斯，助推「一帶一路」合
作。
「千年古縣的小小一杯酒，見證了奮鬥的艱辛與

功成的喜悅，迎來了最好的時代。」張忠說，「成
縣臨時革命根據地讓經歷重重艱險的將士得以及時
休整，可以說是紅二方面軍長征途中的加油站。」

重慶「邊城」搭電商「快車」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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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慶秀山縣重慶秀山縣
的的「「武陵生活館武陵生活館」」
將村民們拿來的將村民們拿來的
「「土貨土貨」」通過電通過電
商銷售商銷售，，改變農改變農
業的生產經業的生產經
營方式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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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忠一生，早注定了與紅

軍的不解之緣。1936年，

紅軍長征經過他的家鄉，其

祖父被推舉為村蘇維埃主席，為紅軍挑戰馬、籌

軍需，賀龍以隨身用品相贈，張忠從記事起就浸

潤於祖輩講的紅軍故事裡。

■香港文匯報記者 肖剛 甘肅報道

成縣佳釀見證戰爭歷程成縣佳釀見證戰爭歷程

張忠亦是新華社的特約通訊員，發表文章數
百篇。如今年事已高仍筆耕不輟，完成的6部
地方史誌正待出版。
如今，張忠最大的心願是在成縣建一座紅二

方面軍紀念館。
「硝煙散去，80多年後，成縣成為國家電

子商務進農村綜合示範縣，電商年銷售額十幾
億元人民幣。」張忠說，離貧困越遠的時候，
總有一些人和事，值得後人去瞻仰、緬懷。

發文數百篇 盼建紀念館

■■張忠在甘肅五龍張忠在甘肅五龍
山伏擊戰舊址講述山伏擊戰舊址講述
紅軍烈士賀虎的傳紅軍烈士賀虎的傳
奇故事奇故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肖剛肖剛攝攝

■■成縣烈士陵園斗室內的紅二方面軍戰史展成縣烈士陵園斗室內的紅二方面軍戰史展，，張忠的夙願張忠的夙願
是能有是能有「「一座像樣的紀念館一座像樣的紀念館」」。。 香港文匯報記者肖剛香港文匯報記者肖剛攝攝

■■紅川紅川鎮鎮「「南場擴軍南場擴軍」」故地故地，，張忠張忠（（中中））講述講述
紅軍當年整編情況紅軍當年整編情況。。 香港文匯報蘭州傳真香港文匯報蘭州傳真

■張忠收集到紅軍陣
地未爆的炸彈，並移
交烈士陵園展室。
香港文匯報蘭州傳真

■賀龍辦公
室以及中央
軍委辦公廳
的回信，張
忠至今保存
完好。
香港文匯報
蘭州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