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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时期的暑假，最爱在沙套湖放牛。
故乡有个湖泊，名叫沙套湖，很大。后来

才知道她是洪湖市第二大湖泊，水域面积达
1.5万亩。沙套湖地处洪湖市新滩镇和燕窝
镇之间，是个典型的蓄水湖。

我家就住在沙套湖附近，从家里出来往
东走300米左右，走到北直沟，然后沿着北直
沟往北走1000米左右，就到了沙套湖。

每到暑假，放牛成了我们村放暑假学
生的必修课，最爱去沙套湖放牛。那里湖
堤两边坡岸到处是青草，湖里有嫩荷，很适
合放牛。

清早，我被父母叫醒，就牵着牛径直到沙
套湖。

到了沙套湖，将牵牛的绳索挽在牛角上，
让牛自由地吃草、吃荷叶。不一会，就来了村
里的几个同学，和我一样，也是放牛的，他们
也用同样的方式，让牛自由自在地吃草。

夏天，荷花就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绽开
了笑脸，有粉色的、雪白的、还有粉白色的。
绿色的小莲蓬藏在荷叶和荷花的旁边，好像
在和小金鱼、小蝌蚪捉迷藏呢！看那粉红色
的荷花碧伞倒置，在荷叶旁亭亭玉立地站着，
活像个美丽的少女！

走近观赏，只见红荷托露，晶莹欲落；白
荷带雨，冰洁无瑕。盛开的，宁静安祥；带蕾
的，娇羞欲语；还有那绿盖叠翠，青盘滚珠，圣
洁得使人不能说，只怕言语不慎玷污了它。

从大清早到正午这段时间，我们几个放
牛娃只能在湖堤上赏荷、聊天，时不时吆喝几
声，不让牛往湖心走远了。

亭亭玉立的荷花在夏日的骄阳里竞相盛
开，争奇斗艳，迷人的水韵，醉人的荷香，形成
了夏日里沙套湖一道靓丽独特的风景。

不一会儿，太阳火辣辣的。天气是那样
炎热，仿佛一点星火就会引起爆炸似的。烈
日似火，大地像蒸笼一样，热得使人喘不过气
来。走在路上，迎面的风似热浪扑来。夏日
炎炎，小鸟不知躲藏到什么地方去了；草木都
低垂着头；牛热得吐出舌头不停地喘气。知
了在枝头发着令人烦躁地叫声，像是在替烈
日呐喊助威。

我们这群放牛娃，早上从家里出来的
时候，就没吃早饭，此时已经又渴又饿，那
个年代，是没有矿泉水这一说的。但对农家孩子来说，这都
不是事。

渴了，下湖去用荷叶当水瓢喝几口，解决了渴的问题；太
阳晒，把荷叶折成帽子戴；热得难受，下湖嬉水；饿了，于是大
家商议一起下湖摘莲蓬。

临近午时，我们就集体下湖去摘莲蓬，几个人在一起，约
定要一起摘，不要摘远了，怕迷失方向，太远了水深，大家在摘
莲蓬时还要互相叫一下名字，怕有闪失。大约半个小时以后，
我们摘了大约半蛇皮袋莲蓬以后，就上岸。上岸以后，几个人
坐成一排，每人拿十个莲蓬出来，比赛吃莲蓬，看谁吃得快，专
门吃比较嫩的，老莲蓬剥了壳带回家去晒。那时候，好像大家
都不怕热。艳阳下，就这样在沙套湖畔晒着我们欢乐的幼年。

暑假期间，我们每天也积累些老莲蓬籽，还有北直沟两旁
的蓖麻籽。印象中，北直沟两旁的沟堤上，都栽着蓖麻，蓖麻
属于大戟科，大戟科是双子叶植物，叶似大麻，子形宛如牛蜱，
故名，我们只知道蓖麻籽可以卖钱，在炎热的夏天也采摘一些
蓖麻籽。那个年代，晒干了的莲蓬籽只有2毛多钱一斤，蓖麻
籽也只有1毛多钱一斤，开学前夕，我们还步行20多里地，到
镇上的供销社去卖，还可以卖得5块多钱，当我接过供销社营
业员给的这些钱时，心里是无比高兴的，这可是我一个暑假的
劳动成果啊！

回想起来，暑假里放牛、饥饿、干渴、赏荷、戏水、摘莲蓬、
晒莲蓬、卖蓖麻籽、莲蓬籽，这些苦痛已不再是苦痛了，而是一
种心灵感悟的财富。

虽说这些事已年过多年，但现在还时不时梦见沙套湖夏
天的荷花、荷叶、莲蓬。灵魂中有多少泥土的气息，有多少荷
花飘香，都在雾蒙的岁月中隐匿了，曾经的苦涩变得那样令人
神往，梦回百转。

荷花展开了甜美的笑脸，荷叶展示了绿色的时装。叶似
翡翠般碧绿晶莹，花如白玉般纯洁无暇。烈日下，撑起一把把
绿伞，给大地一片清凉;风雨中，摇曳苗条的身姿，给沙套湖留
下一片清香。

朋友，你到过洪湖吗？你欣赏过洪湖
夏秋之交的景色吗？

洪湖，东临万里长江，南望浩瀚洞庭，
恰似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江汉平原上。

洪湖，虽不如五湖那么博大，但她却是
世界上最大的、唯一没有被污染的淡水湖。

湖里生长着多种珍稀植物、野禽和野
鱼，其中野鸭、清水螃蟹、莲子最负盛名。
洪湖因其丰富的水产资源和得天独厚的自
然景观吸引着无数中外游客。

夏秋之交，是游湖的最佳时节。此时
的洪湖，湖阔、天高、风轻、水静、荷香、莲
甜、鱼肥，鸟欢。登上游轮、或泛舟湖上，百
里洪湖一览无余，湖光岛色尽收眼底。

举目远眺，湖水浩淼，碧荷接天，渔帆
点点。放眼近看，水平如镜、表里俱清、水
天一色。在风光浪静的清晨，有时还可以
看到水天中两个太阳同时升起的奇观。

清风徐来，湖面泛起道道涟漪，犹如少
女温情的微笑；游船溅起的浪花，更象小伙
子潇洒的舞姿。

湖岸边，水草丰茂。那些千姿百态，五
颜六色的花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芦

荡，芦苇密密麻麻。轻风吹过，叶片沙沙作
响，象恋人在窃窃私语，象诗人在低声吟
诵。芦穗拂动，彬彬有礼，仿佛在向游人点
头示意。浅水处，是荷花的天地。那清脆
欲滴的荷叶，重重叠叠，高低错落有致。高
的亭亭玉立，低的婀娜多姿，矮的妩媚动
人，紧贴碧波，宛如一只摆在柔和绿缎上的
翡翠盘。小船荡起的水波，摇得露珠在叶
盘里滚动、闪烁。再看那清波托起的，绿叶
拱卫的朵朵荷花，有的含苞待放，有的绽葩
吐蕊，有的红妆初卸，无不争奇斗艳，各献
幽香雅韵。

碧叶红花处，飘出了“洪湖呀浪打浪”
的歌声。采莲姑娘们敏捷地划着小船，双
手麻利地拨开荷叶，采摘莲蓬。这些莲蓬
或挤出荷叶，昂仰向天，或倚倚贮立，默听
碧波荡漾。采莲姑娘身轻如燕，在荷林中
瞻前顾后，左采右撷。时而象立在荷叶之
上，时而象坐在莲花之中，可转眼又隐在翠
荷之下。一个个似仙女双袖沾香，两颊抹
着荷粉，撑着翠绿的伞，惹得蜓飞蝶舞，羞
得雁落鱼沉。

当游船靠近，采莲的姑娘们会大方地

向你投来肥硕的莲蓬，随之传来动情的飞
吻，然后留下一串欢快的笑声。

游客再也无法抵御那翡翠莲盘的引
诱，索性登上小船，置身荷海，去亲自寻找
采莲的情趣，去分享莲的清甜，荷的幽香。

采莲船的周围，几个小伙正在踩藕。
一个个似“浪里白条”，一个猛子扎下去，不
一会就从水底托出一支支出污泥而不染的
白藕。

深水处，几艘渔船正在“围歼”。渔民
向包围圈抖开大网，水面顿时沸腾起来，鳞
光闪闪。鱼儿在网中相互挤、跳，撅着小嘴
埋怨，可惜已为时太晚。宽宽的鳊鱼，肥肥
的桂鱼，圆滚滚的黑鱼，金灿灿的鲤鱼，全
都成了俘虏，乖乖地躺进了船舱。

游船驶进湖心，水面浮游着成群的野
鸭和水鸟。这些家伙先是调皮地望着游
人，用嘴梳理着漂亮的羽毛。后来看见游
船逼近，才叫着张开翅膀，飞向另一块水
域，引得那里的大雁、芦鸡和一些不知名的
水鸟不安地鸣叫。

游船绕湖一周，返回岸边。岸边是一
望无垠的良田，金黄的稻子，借着晚霞的余

辉，向游人炫耀着它们的丰盈。
若驻足岸边的金湾花海，那儿百花争

艳斗芳，幽香四溢。岸边渔翁背着装满湖
鲜的竹篓；牧童骑在悠闲的水牛背上，吹着
自制的芦笛。笛声和着轻浪声，伴着欢笑
声，引着鸟叫声，汇成一支动听的交响曲，
在碧水蓝天间回荡。

夕阳西下，凫凫炊烟与朦胧暮色交织，
相映成趣。到了夜晚，那又是一番景致。
大自然的画师和人工巧匠合作，献给你一
幅幅赏心悦目的锦绣。洪湖市旅游局兴建
的湖心岛、莲花源和蓝田景点区，更是锦上
添花，原生态建筑依岛傍湖，“时尚酒店”灯
火辉煌，“水上街市”连着“ 水上长城”。满
湖灯火与灿烂星光辉映，在水中闪烁，宛如
一串串沉落的珍珠。

秋夜旅憩此地，或沿湖散步，或登楼远
眺，或临湖小酌。你定会情不自禁地诵：

“湖如青草阔，月似白莲浮”。你定会感叹：
荷香宜入梦，风柔可作巾。

是啊！“可倾湖平长似镜，四时风景最
宜秋。”人们都说西湖美，但我却要说——
洪湖秋色胜西湖！

说“莲”
□ 李良锷

莲，即莲花，学名荷花，又名芙蓉，她
是中国的十大名花之一。

盛夏，我漫步湖畔，饱览湖中美景，不
禁想起诗人杨万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
日荷花别样红”的诗句。你看那，碧波荡
漾的水面上，恰似一群亭亭玉立少女的
荷花，散发出阵阵幽香，沁人心脾；微张
的花瓣，如倩女在微风中莞尔一笑，这笑
脸既不失娇艳，也不失粉嫩。她们的气
质是那么的清白纯洁，散发着那种温文
尔雅的高贵。她们从不和其它花儿争
艳，而是洁身自好立于清丽宁静的水中，
独自享受那份清静。她性格坚贞，她天
生丽质，不负“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
不妖”的赞誉。

看呐！那托浮在湖面上的田田荷叶，
青翠欲滴。那滚动在荷叶上的粒粒水珠，
明净柔润。荷叶的美，美在它使人神清气
爽的墨绿；美在它细细幽幽、几乎不被人
觉察到的芬芳；更美在它无怨无悔、兢兢
业业的奉献。试想，倘若没有荷叶的“无
穷碧”，哪来荷花的“别样红”？只有荷花、
荷叶融为一体时，才能真正展示出荷花的
妩媚，荷叶的清雅，才能使人为之陶醉。

荷花的种子，生长在膨大的花托中，
称为莲蓬。初夏时，莲蓬只是荷花的花
心，娇小嫩黄，藏在美丽的花瓣之中。盛
夏时节，花瓣缓缓绽放，然后渐渐脱落，变
成了一个个碧绿的莲蓬。我俯身轻嗅，莲
蓬有一种淡淡的清香，那应该是荷花妈妈

留下来的清香吧!
一阵微风拂过，顿时感觉暑气全消，

心旷神怡。莲，浑身都散发出令人钦羡的
美。不仅如此，它全身皆是珍宝。它既是
食品，也是药物。

它的地下茎——鲜藕，含有丰富的矿
物盐，营养价值很高。它既可生食，又可
熟食。用它煲汤，那汤，鲜甜可口；那藕，
软糯清甜。如果加工成藕粉，那可是婴幼

儿、老年人的滋补品。它还可以做成藕
丸、藕夹、藕片。品洪湖家乡的味道，含英
咀华，回味无穷，令人流连忘返。

莲子，鲜嫩时可生食，清香嫩甜，味道
极佳。也可做莲羹，北方人称它“莲参”，
营养价值可与人参媲美。那野莲汁、野藕
汁已成为中外驰名的高级饮品。“洪湖野
莲酒，楚天一独秀”，这是世界名酒协会副
主席陶家驰教授对“洪湖野莲酒”的高度

评价。
荷梗、荷花、莲蕊、莲须中含有各种生

物碱。荷叶加工制作成“荷叶茶”、“荷叶
咖啡”，这可是洪湖享誉全国的名牌饮品。

荷花的各部分都可入药：莲须有固肾
的功能；莲子有收敛镇静之用；莲蕊有清
心、利尿、降压、解烦之效；花托、花瓣有活
血祛痰之妙；花蒂能清暑利尿。

如此好物，无论是莲花的“香远益
清”，还是莲藕的“分惠带湖香”都离不开
种莲人的精心培育。

夏日的午后,骄阳似火,光影透过荷
花,穿过层层叠叠的荷叶，撒下点点斑驳，
在种莲人身旁染出点点光晕。这个季节
也是种莲人的忙季。树荫下，蝉鸣阵阵；
莲池里，人影绰绰。他们用自己的岁月
与 血 汗 在 荷 塘 里 谱 写 着 莲 之 美 ，藕 之
鲜。而我的家乡洪湖，正是著名的“莲藕
之乡”。她正处于北纬 30 度的季风性气
候带，还具有得天独厚的鲜香生态活性
水质，加上富含矿物质的青泥巴肥沃土
壤，这些便孕育了“洪湖莲藕”、“洪湖藕
带”、“洪湖莲子”、“洪湖荷叶茶”四大国
家地理标志品牌。

而创造这些享誉中外的名牌商品不
仅仅需要“种莲人”的辛勤，也需要“说莲
人”的弘扬.“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
而求索。”弘扬之路、说莲之路，何其漫漫，
而“说莲人”，则筚路蓝缕，初心不改，一往
无前……

江山造化，乾坤赐泊；二水镶金，襟带洞
庭；荆楚明珠，锦绣洪湖。

纳巫山之云雨，吐江汉之烟霞。极目荡
怀：泱漭湛黛，如天鉴映碧穹；澄明焕然，似昆
玉呈异彩。

倚潇湘，清水堡邀客，金湾水畔，娥皇女
英会荷仙；

负赤壁，乌林寨饮马，悦兮温泉，曹公周
郎濯袍缨。

钟灵毓秀，腾蛟起凤。元陈友谅，一代枭
雄，倒海翻江，挥师中原逐鹿；清刘心源，当世
鸿儒，阐经著论，巨擘夔门钤印。

殷红土地，血染风采。曾日月之几何，贺
龙元帅，金戈铁马，猎猎旌旗闹革命，河湖港
汊卷雷霆；赤卫队员，锄耰荆棘，万千壮士赴

汤火，芦苇荡里出奇兵；一二八师，抗日先锋，
劲哉师长披坚甲，英勇战倭青史铭；渔家子弟，
建国功臣，黄新廷、杨秀山，五五授衔两将星。

人民共和，改天换地。治水患，抗洪魔，
因地制宜，强农固基，突出水产，村原处处涌
春潮；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启能人，重科技，
顺势而为，工业兴市，旅游惠民，城乡年年展
新颜。

四季风景，人间天堂。春雨缭苍雾，夏荷
连天宇，秋荻飞霜絮，冬鹜抱雪眠。

红霞染棹，紫鳞绕舟，玄鹄卧波，白鹭曜
仪。云闲风逗浪，雨霁荷弄影。画舫游艇载
五洲宾朋，万籁和声奏生态佳音。

若乃茅江两岸，丽樵摩天，馆肆栉比，环
衢扬荣；荆河之滨，平畴沃野，分畦列亩，鱼肥

稻香。龙街夜景，一河虹霓耀银汉；七大公
园，欢歌劲舞动文泉。

文化春风度，百业竞风流。国家园林城
市，国家卫生城市，中华诗词之乡，湖北书法
之乡。唱渔鼓道情，赞盛世幸福生活；赛龙船
凤舟，扬湖乡儿女精神。瞿家湾镇，传统教育
圣地；烈士陵园，古柏苍松慰魂。

国家湿地，水产之都。百泽棋布，沟洫
经纬。鸥凫鹈鹕，鸢鸿鹬鹟；鳝鲂鳜鳢，草鲢
青鳙；鳞介奇质、蚌贝玲珑；芡菱茭芷，郁郁
葱葱。

洪湖莲藕，清甜可口，天下独绝，国家地
理标志；清水蟹虾，膏满脂鲜，荣登国榜，中国
驰名水产。

天地利势，气候温润，处北纬三十度；区

位卓越，鄂之中南，属长江经济带。天堑南北
挂双虹；水乡村镇通巨脉。集装箱港，依托长
江，通达四海；高速铁路，建设启动，未来可
期；通用机场，规划拟定，拭目以待。

南联岳阳，北接仙桃，聚六合紫气，崛起
荆州东门；融入武汉，乘龙御骥，沐都市惠风，
名响神州大地。

百万人民，凝神聚力，怀浩然正气，传承
红色基因；千年古泽，征帆竞发，正乘风远
航，掀起时代浪花。荜露蓝缕，风雨兼程，何
惧云波诡谲！谋求发展，控制疫情，确保社
会和谐。

歌曰：腾光吐图兮，泰安升平；万民效质
兮，众志成城。洪波涌起兮，星汉灿烂；日月
昭昭兮，大道辉煌。

洪湖赋
□ 朱忠柱

遗失声明
洪湖市曹市镇爱心助学协会不慎遗失社会团体法人

登 记 证 书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421083MJH913168L）特此声明作废！

洪湖，是镶嵌在古云梦泽东部长江平原
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四湖”（长湖.三
湖.白露湖.洪湖）诸水汇归之地。温和湿润
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优越的地理环境，
成就洪湖“鱼米之乡”的美名。中囯的吃文
化历史悠久，渊源流长。上至达官贵族，下
至升斗小民，无不为一碗羮汤欢，为一条鱼
痴，因一朵花狂。吃在洪湖，一日三餐大米
饭飘香，一年四季活鱼鲜虾滋润肚肠。左数
右数，前思后想，都少不了荷花，从头到尾无
一不是精华的荷花。

荷叶

她尚处于“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欣悦中，
还来不及关心蜻蜓何时飞来。更加不能逆
料之后她会成为吃货们回味无穷的源起。
第一次知道“叫化鸡”的存在，还是在金庸
写的《射雕英雄传》，黄蓉用荷叶把鸡包起
来埋土烧，洪七公自然是抓耳挠腮，垂诞三
尺。连我读至此处，肚子里的馋虫也被成

功勾起。果然是，美味都藏在民间。荷叶
包鸡，美味无比。荷叶包饭，荷叶蒸菜端上
洪湖人的餐桌，也就顺理成章了。从广东
岭南不辞辛劳落籍洪湖的荷叶包饭，既有
大米的饭香，又有荷叶的清香。毫不夸张
地说，即使没有佐菜，吃它个三大碗都不愿
放下碗来。荷叶采收后晒干，做成荷叶茶，
喝来有一丝淡淡的苦涩味。正好可以消解
夏日酷暑。荷叶茶可以降压，减肥，通便排
毒。盛夏湿热，早晚一杯荷叶茶，生津止
渴，以食疗代替药疗。不亦乐乎？

荷花

如此袅袅婷婷的仙女般的荷花，居然要
被裹上面粉和鸡蛋，到油锅里煎炸，想想都让
人有暴殄天物的感觉。原谅这些有颗火热滚
烫的饕餮之心的吃货吧！还记得洪湖水，浪
打浪里的荷花吗？出水芙蓉是她，“卷舒开合
任天真”是她，“出淤泥而不染，濯青莲而不
妖”也是她……吃一口，酥脆清香，还是她！

藕带

在洪湖的春天，如果没吃新鲜蚕豆，藕带
和空心菜，就觉得这个春天都没过完整。这
其中，尤以藕带为最。藕带，名字特别多，藕
尖、藕苗、藕肠子说的都是它。洪湖水质优
良，微量元素丰富，好水出好藕，洪湖藕苫以

“白、粗、脆、香、甜”牢牢抓住吃货的味蕾。并
且一步步走出洪湖，走向全国乃至全球。吃
藕带的季节，赶早市场，几乎是人手一把白白
胖胖的藕带，提着晃悠悠地走。一个属于春
天的幸福就这么晃悠悠地从餐桌走到心上。

莲子
洪湖莲子成熟的季节，采莲的小舟也和

西洲曲中写的一样“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
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新采摘的莲
子，清甜可口，馋嘴的小孩，边剥边吃，等不到
莲子码到菜盘，去用糖拌，或用瘦肉炒，早进
了小孩子的肚子。无可奈何的母亲，只好一

边驱赶孩子，一边自己亲自动手剥。老莲子
经过精挑细选，磨皮去芯，然后放高压锅里
压，出锅后加上牛奶和冰糖，慢火熬成汁，既
有浓郁的莲香，又有牛奶的醇香，是夏日的风
情饮品之一。

莲藕

莲藕的吃法做法，那可就多了去了。可
以炒藕片，卤藕，做酸辣藕丁，打成藕粉，煨藕
汤……数九隆冬，吃一碗父母亲熬的莲藕汤，
简直比做神仙都要快活。印象中，父母亲要
做藕汤的话，往往提前一天就把好消息告诉
我们。第二天早上，他们选好粉粉的藕和骨
头，洗好切好，再放砂锅里熬。等我们放学回
来时，厨房的藕香一阵阵飘来，恨不能立马写
完作业，飞奔藕汤而去。如今高压锅基本替
代了砂锅，加快了藕汤煮熟的进程。可是，留
在我记忆深处最香的藕汤，仍是父母用砂锅
熬出的。他们守着汤熟，他们笑咪咪地看我
喝汤的模样，一直映在我心中，挥之不去。

吃在洪湖 为“荷”而来
□ 张文霞

洪湖秋色
□ 朱少林

（上接第1版）
吴锦主持会议并介绍荆州市推进湘鄂西革命老区精

神传承与振兴发展有关情况。他说，荆州是一片有着光荣
革命传统、丰沃革命精神的红色热土。近年来，荆州市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
区振兴发展的意见》，在相关国家部委和省直部门的关心
指导下，弘扬革命老区精神，激发内生动力，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推动老区建设与发展迈上新台阶。荆州市将进一
步挖掘、研究湘鄂西苏区历史，秉承历史荣光，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红色血脉，弘扬老区精神，为湘鄂西革命老区振兴
发展夯基蓄势。

吴锦表示，省委赋予荆州建设江汉平原高质量发展示范
区的使命任务，荆州将抢抓历史机遇，保护利用好红色资源，
以“五区五中心”为支撑引领，以“四大会战”为路径抓手，以

“四轮驱动”为动力引擎，推动城市能级新提升、经济量级新跨
越、发展层级新突破，加快新时代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奋力建
设江汉平原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努力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
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最后，吴锦邀请与会领导同志、湘鄂西苏区革命后代和中
共党史、军史专家，常来湘鄂西革命老区走走看看，帮助湘鄂
西革命老区鼓劲呼吁，争取更大力度地研究宣传和政策支持，
为推进湘鄂西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添彩赋能。

此次活动由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发改委、省老促会和荆州
市委、市政府联合主办，洪湖市委、市政府和监利市委、市政府
承办。

链接
1927至1934年，以贺龙、周逸群、段德昌为代表的革命

先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武装割据，浴血奋战，创建
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
立的13块较大的革命根据地中割据范围最大的三块根据地
之一。其区域跨越湖北、湖南两省，形成了洪湖、湘鄂边、鄂
北、鄂西北、荆当远、巴兴归、松枝宜和洞庭湖特区8块红色根
据地，鼎盛时期，连同游击区，跨70多个县，人口约370万，主
力红军3万多人，地方武装约20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