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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之战，惨烈空前，被称为“绝命后卫师”的红 34 师就此在中央红军的番号中彻底消失。桂北土地上洒满了
红 34 师将士的鲜血，那些有名和无名的红军烈士，兑现了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承诺，以近乎全师覆没
的代价，完成了保护主力部队渡过湘江的艰巨任务。

“绝命后卫”惊天地

追寻红色足迹 长征精神在路上（三）

1934 年 11 月，湘江战役打响之
时，在敌人前堵后追、左右夹攻的
“口袋阵”中，红军左冲右突，急渡
湘江。

担任全军后卫的红五军团处境最
为凶险。五军团是全军的后卫，而由
陈树湘师长率领的红 34 师则是五军团
的后卫，可以说是红军后卫的后卫，
他们走在庞大队伍的最后，担任着正
面阻击庞大追兵的艰巨任务。

11 月 26 日，红五军团军团长董
振堂、参谋长刘伯承，在湘江岸边召
开红 34 师团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命令
要求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留在原地
“坚决阻止尾追之敌”，掩护行动缓
慢并且走了弯路的第八军团，同时担
任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卫，掩
护主力红军和中央机关两个
纵队安全渡过湘江。中革军
委的命令还特别指出：“万
一被敌截断，返回湘南发展
游击战争。”董振堂号召：
“在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紧

要关头，为了党和红军，希望红三十
四师全体指战员要坚决完成中革军委
赋予的光荣任务”。

在董振堂讲完话后，刘伯承亲切
地拍拍陈树湘的肩膀叮嘱道：“你们
既要完成这一伟大而又光荣的任务，
又要做好万一被敌截断后孤军作战的
准备！”刘伯承说完，陈树湘带领全
师与会干部庄严宣誓：“请军团首长
转告朱总司令、周总政委，三十四师
坚决完成军团委交给的任务，为军团
争光！”此时此刻，整个湘江东岸的
敌情日益严重，中央红军数万人的后
卫掩护便落在了这个师的身上。

散会后，陈树湘在路上就给各团
布置了战斗任务，然后率领全师抗击
湘粤两敌的追兵，掩护大部队安全渡

江。
11 月 28 日，天气异常阴冷。陈

树湘指挥红 34 师在灌阳水车一带布置
好阻击阵地，敌军就从三面铁桶般合
围上来，空中还有几十架敌机轮番轰
炸，双方爆发激战。守卫在前沿阵地
的 100 团 12 营在“与阵地共存亡，坚
决打退敌人进攻，保证主力部队抢渡
湘江”的响亮口号下，与敌人展开殊
死搏斗，一位福建籍的连长身负重
伤，肠子都被打出来了仍然坚持指挥
战斗。

第二天，红 34 师在中央纵队后面
的文市以东地区，继续与追击的国民
党中央军展开了战斗，面对十几倍于
己的敌人，陈树湘与政委程翠霖、参
谋长王光道、政治部主任蔡中等师领
导镇定自若，全体指战员团结奋战，

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他
们就这样前后鏖战 4 天 5 夜，终
于为中央两个纵队及红军最后一
支部队——— 红八军团顺利渡过湘
江赢得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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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指出，
“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
的精神”，是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
部分。

在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中，这种精神是胜利的动力源泉，
更是胜利的保证。

在湘江战役中，这种精神更是
迸发出了最为闪亮的光芒。

在中国工农红军生死存亡的最
危急时刻，正是因为广大红军将士
都怀着一颗奉献之心，誓要将自己
的一切都奉献给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事业，奉献给与自己并肩作战的亲
密战友，才在危急关头迸发出患难
与共的团结精神、迸发出无比坚韧
的意志和牺牲自我的精神。

其中，以红 34 师为代表的红
军后卫部队，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
主力部队抵挡了敌人的飞机大炮和
枪林弹雨，以自己的战斗和牺牲，
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用
鲜血和生命书写了长征路上团结与
奉献最壮丽的诗篇。

时至今日，“顾全大局、严守
纪律、紧密团结”的长征精神，仍
然鼓舞桂林人民奋进在新时代的长
征路上，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形成加快发展的强大合力。

“后卫的后卫”鏖战四天五夜1

灌阳革命烈士陵
园里，为红 34 师所立的
无字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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