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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这间屋子里，台上

悬挂着毛泽东同志和朱总司

令的照片，两面墙上悬挂着党

旗。1949年，中国共产党七届

二中全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

当时，参加会议的有中央

委员 34 人，候补中央委员 19

人。会议确立了中国革命由

农村转到城市，并由城市领导

乡村，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

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由农业

国转到工业国的总任务和总

途径，确定了推进革命引领胜

利的各项方针，制定了全国胜

利后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外

交方面的基本政策，描绘了新

中国的蓝图。

在网友“古籍”提供的一

张解放区出版的《嫩江新报》

老照片中，头版头条显著位置

刊登着《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

全会闭幕》的新闻，“批准发起

召开新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

合政府号召全党同志戒骄戒

躁努力建设战后新国家”的副

标题，概括了此次会议的重要

内容。

郝勇至介绍，当时毛泽东

亲自撰写的新华社新闻公报

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第七届

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在石家庄附近举行，会议经过

8天，现已完满结束……”打破

了以往对中共中央所在地严

格保密的惯例。

七届二中全会之后，中

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国人

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出

发，挺进北平。从 1948 年的

5 月 28 日到 1949 年的 3 月 23

日，短短 10 个月的时间里，

中 共 中 央 在 西 柏 坡 这 个 小

山 村 里 胜 利 完 成 了 土 地 革

命 、三 大 战 役 、七 届 二 中 全

会等一系列重大历史转折，

为 从 新 民 主 主 义 向 社 会 主

义过渡开辟了通途，确保了

新中国的成立。

一幅蓝图 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小山村里绘出新中国蓝图

七届二中全会会址所在地是
西柏坡的一处小院，院子大门开
在西北角。小礼堂是西房，东西
跨度较大，房顶有天窗，南北都有
门。平时北门做正门，召开七届
二中全会时，北门布置成了主席
台，临时绕走南门。

七届二中全会的会址，现在
大多说是当时中央的大伙房，开
会时布置成了会场。西柏坡纪念
馆工作人员郝勇至介绍，中共中
央启程进京前，将西柏坡中央旧
址移交给了当时的建屏县政府，
而县政府又交给建屏师范。

“师范学校的几名学生会干
部来西柏坡接管，看了看各院室
的现状，听取了留守人员的介绍，
后来还在一个大伙房吃了十几天
饭。”郝勇至说，“据当事人回忆，
这个大房间北门上挂着一个用毛
笔写的‘小礼堂’的木牌子，室内
室外均无锅灶、烟囱和打饭的窗
口，确实是个礼堂。院门口下坡
才是大伙房，下雨下雪天，小礼堂
也可以当作餐厅，但其主体功能
仍然是小礼堂。”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建有
大礼堂和小礼堂。大礼堂在东柏
坡，小礼堂则成了西柏坡唯一的
大房间，一些较大的活动都在此
举办，将七届二中全会的会址称
为“大伙房”只是近几年的说法。

1947 年，初冬的华北平

原，西风漫卷，落叶萧萧。华

北战场上的局势发生扭转，解

放军晋察冀主力部队由战略

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连续进

行了正太、清沧、保北三个战

役后，又在清风店地区全歼从

石门北上的国民党第三军主

力，只此一战，驻守石家庄的

国民党军被消灭近半，石家庄

这个“即将熟透的果子”，到了

摘取的时候。解放石家庄促

成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迁

至西柏坡，并为西柏坡创造了

安全屏障。从此，西柏坡成为

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心。

本报记者 呼延世聪

七届二中全会
是在大伙房开的吗？

一个小山村

中国革命的指挥所

10月末，山里的秋天即将接近尾声。漫

步西柏坡，远望群山，红、黄、绿三种颜色在山

腰上层层晕染。平原和山区的交会处，一片

向阳的马蹄状山坳里，这个冀西山区滹沱河

北岸的小山村显得格外安静。

三面环山，一面邻水，西扼太行山，东临

华北平原，距石家庄仅90公里，得天独厚的地

理条件和自然环境使得西柏坡易守难攻，既

适宜危机时刻向山里撤退，顺利时又便于向

城市进军。毋庸置疑，西柏坡成了中共中央

移驻最佳选择。

秋收后的秸秆已被粉碎在地，为来年小

麦的丰收提供了充实的肥料。70年前，家住

东柏坡村的刘叙叙只有15岁，他记得当时村

子很多人家里都住着解放军，有的还是中央

干部。“打仗的时候，不少老百姓家里的房子

都被炸塌了，都是和别人家挤在一起，”刘叙

叙说，“后来解放了，大部队过来，战士们还帮

着给村里修房子。再后来为了给战士们腾出

房子，老百姓都主动搬了家。”

石家庄的解放，使西柏坡得到了党中央

的垂青。半年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

人组成的中央机关抵达西柏坡。这里成了中

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也是

“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沿着干净的土路，寻访一个个小院，修缮

过的中共中央旧址保留了原有的土坯墙、木

窗户，根根木檩条虽做了加固，但仍抵不过岁

月的侵蚀。中央工作人员曾经用过的桌椅沉

默地站在那里，它们见证了紧张局势下主人

废寝忘食的工作。站在这里，仿佛仍能看到

来往穿梭的战士们，仍能听到作战室里滴滴

答答的发报声，还有那一张张神色凝重的面

孔，心里却在为即将迎来的光明和希望感到

兴奋和喜悦。

西柏坡中央作战室，是一

间44平方米的农家北屋。墙上

的老地图照旧挂着，上面红色

铅笔留下的箭头依然还在，桌

上的毛笔、电话、电台好像刚刚

才用过。当年，就是从这里发

出的一封封密电，指挥了著名

的三大战役。

“三大战役期间，（毛泽东）

有时连几个小时的觉都保证不

了。前线的电报接连不断，他要

阅读、复电、发指示，所以工作常

常是通宵达旦。仅为辽沈战役，

他就写了77封电报。有关三大

战役的电报、指示，收入《毛泽东

军事文选》的就达 200 余封之

多。”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研究馆员王聚英在《最后一个农

村指挥所》中这样写道。西柏坡

纪念馆的解说员也是这样介绍

的：当时，仅毛泽东亲自起草的

电报就多达190多封，可以说他

“不发枪，不发炮，却用一封封电

报打败了敌人”。

据相关文献记载，中央工

委进驻到西柏坡之后，曾帮助

晋察冀野战军打了4次较大的

胜仗，其中解放石家庄战役的

胜利，意义尤其重大。这场战

役的胜利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

两个解放区连成一片，打下了

统一华北解放区的坚实基础，

给党中央顺利进驻华北开通了

道路。彼时，新民主主义革命

正处于转折的重要时期，人民

解放战争也正面临着决定性的

一战，西柏坡成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心。

据西柏坡纪念馆的工作人

员郝勇至介绍，为了革命与战

争的胜利，1948 年 9 月党中央

在大院的两间中灶食堂里召开

了著名的“九月会议”，为决战

奠定了思想、组织与物质上的

基础。也是在这里，中共中央

的领导人指挥了辽沈、淮海、平

津三大战役，宣告了敌人的覆

灭，而三大战役的胜利，使人民

群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为

全国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大战役 人民群众的胜利基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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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届二中全会旧址七届二中全会旧址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现场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现场

董必武学纺线

在西柏坡，董必武旧居每天
都第一个接待来访者。1947 年
夏初，董必武和刘少奇、朱德等人
一起来到西柏坡。虽然是首长，
但睡的是农家土炕，铺的是延安
大生产时织的早已多处破损的旧
毛毯。

进入房间后，炕上的一架纺
车十分引人注目。西柏坡的解说
员刘晓介绍道，早在延安时期，董
必武的夫人何莲芝就是纺织能
手，曾被评为边区的劳动英雄。
到了西柏坡之后，她仍坚持纺
线。当时董必武虽然上了年纪，
却一直坚持参加劳动，工作之余，
还叫何莲芝手把手地教他纺线。

由于是初学，董必武左右手
总是配合不好，纺的线粗一段细
一段，经常纺着纺着线就断了，渐
渐地，额头沁出点点汗珠，何莲芝
心疼地劝他“歇歇吧，歇一会儿看
看我怎么纺线你再纺”。看着夫
人熟练的动作，董必武深有感触，
随口吟道：“捻手巴掌握手拳，看
时容易做时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