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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雪枫白马驿整训
□记者 王锦春 何晴 徐松

������部队开饭了，战士们围在一起用餐，今天吃什
么？

几个战士亮出手中的饭。 有的说那细长、带有
黑斑的坏红薯是“香肠”，有人称黑色窝窝头为“猪
肝”，还有人把稀汤叫“抗战牛奶”……风趣乐观的
笑声在人群中回荡。

这个瞬间发生在 1938 年年底新四军游击支队
白马驿整训期间。

1938 年 12 月下旬，彭雪枫率领新四军游击支
队来到郸城县白马驿（当时隶属鹿邑）开始整训。游
击支队为什么要整训？

彭雪枫率部东征以来，支队迅速扩充，部队的
成分发生很大变化。 一部分战士军政素质较低，思
想觉悟不高，缺乏必要的军政训练，不能适应当时
的抗战环境。同时，部队两个月间长途跋涉、深入敌
后，几乎每天都在战斗和行军中，供应困难，人困马
乏，亟须休整。

白马驿地处豫皖两省交界， 尚未遭到日军侵
犯，环境相对安定，特别是游击支队坚决执行我党
的抗日民族统一政策，与中共特别党员、国民党鹿
邑县县长魏凤楼等保持着良好的统战关系。

游击支队整训，组织指战员学习毛泽东的 《论
持久战》， 进行形势教育； 向指战员宣传贯彻 “三

大纪律、 八项注意”。 指战员的学习热情很高。 一
本游击战术的油印小册子， 互相传抄， 争相阅读。
一位老战士回忆说：“这本书我读了又读，珍藏多日，
不忍释手。 ”

军事训练成为整训重要内容。白马驿一带的空
地上、河岸边，处处都是练兵场。 彭雪枫、张震等首
长，每天同战士们一起出操，亲自检查，纠正动作。
看到首长与自己一起训练，战士们的练兵热情持续
高涨。

当时，部队供给非常困难，连每个战士三分钱
的菜金都发不出来， 每天只能吃一些发霉的红薯、
谷糠窝头，清水稀汤。即便如此，游击支队也不多征
民粮，也不向老百姓派粮派款。战士们衣单身寒，依
然保持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坚持出操、训练；
积极帮老百姓打水、推磨、修房子、扫院子。

部队的困难，老百姓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纷纷
把家里能吃的、能穿的，省出些、挤出些送给战士
们。 魏凤楼“解衣推食”，送给游击支队 3000 块银
元、3000 套棉衣，真是雪中送炭。

1939 年 1 月 1 日，千年古镇白马驿人声鼎沸。
游击支队在这里举行元旦庆典， 演出文艺节目，官
兵同乐，军民同庆，生机勃勃。支队领导还给战士们
每人发一块银元过元旦，大家非常兴奋。 有些战士

把这块银元珍藏多日，不舍得花。军民的欢乐气氛，
一扫日寇蹂躏及生存艰难带来的阴霾。

还有一件更大的喜讯让指战员倍感振奋。
1938 年 12 月 30 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彭雪

枫：“你在豫皖苏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根据地的
计划是对的，并已开始获得成绩，望放手做去，必获
大效。”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彭雪枫率队东征以来
取得成绩的肯定。 这一消息刊发在 1939 年元旦出
版的《拂晓报》上，油渍未干的报纸，在指战员手中
争相传阅，欢呼雀跃。

经过战斗考验和严格训练，游击支队名声大振，
部队迅速发展壮大。 在白马驿期间，部队进行整编，
在原来大队的基础上组建两个团， 加上一个月后组
建的第三团， 这时的新四军游击支队已是豫皖边区
一支规模可观、力量强大、举足轻重的抗日武装了。
有老战士回忆说：“第一次看不
见部队的首尾了。 ”

白马驿整训， 成为新四军
游击支队及后来新四军四师发

展史上的重要环节。
元旦过后， 带着白马驿整

训的成果， 彭雪枫率部继续东
进，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②18

到“最美书廊”品氤氲书香

������人们常说， 书读多了， 会改变一个人的气
质。 那么， 书店多了， 也会改变一座城市的气
质。 近日， 记者慕名来到入选第三届全民阅读
大会·年度最美书店的周口沽读书廊品味书香。
刚走进书店 ， 记者便被店里的 “通天书塔 ”
“知识穹顶” 所吸引。 不同于传统书店， 沽读书
廊在空间上把图书区和茶座区、 餐饮区等进行
穿插融合， 店内书香氤氲。

“2023 年沽读书廊举办了两场大型书展 ，
服务读者 20 万人次。 当年我们举办名家讲座和
名家读者见面会 ， 还举办了 20 多场读书分享
会、 阅读分享会和艺术沙龙， 并进行线上直播，
受众达 700 多万人次。” 书廊创办人张弛告诉记
者， 沽读书廊融书店、 沙龙、 餐吧于一体， 现
有人文、 社科 、 经管 、 文艺类图书 3 万多册 。
近年来， 沽读书廊把推进全民阅读作为重要工
作， 参与了周口伏羲书展， 邀请阅读名家组成
“沽读书廊选书小组”， 为读者推荐优质书籍 ；
邀请单霁翔、 张平等知名作家、 学者做客书店，
通过一系列活动引领广大市民真正爱上阅读。

记者 李瑞才 文/图

������“书店是一座城市的灯塔，城市因书店而灵动、
因阅读而精彩。 我们沽读书廊先后荣获长三角及全
国部分地区最美文化空间、首届河南最美书店等称
号， 此次又入选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年度最美书
店，这些荣誉是对书店最好的认可。 ”张弛表示，沽
读书廊已在中心城区开了两家分店。 未来，他们仍
将通过人文环境之美、专业选品之美、名家引领之

美、文化服务担当之美和业态融合之美，来让更多
的市民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为“道德名城”周口
增添文化魅力。

“这里环境幽雅，读书氛围好，孩子们愿意来这
里看书买书，还能喝咖啡、吃牛排，满足一家人的需
求，周末能在这里待一整天。 ”正在店里专心阅读的
市民孔彩贺对记者说。 ②18

沽读书廊一角。

沽读书廊创办人张弛介绍书店发展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