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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城县委1930年至1931年驻地薤山之旧址。

谷城县委苏维埃政府驻地薤山之旧址。

薤山红军游击司令部驻地薤山之旧址。



湘部西苏区地图。

九里坪乡农工兵组织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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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红三军占领石花街后，贺龙和邓中夏在抚州馆内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了攻打均州等行动计划。上图和左

目为石花抚州馆旧址。



红三军进驻谷城大观音堂后，在薤山游击队的协助下，李剑如率便衣队来

到了沈垭天主堂(图为1930年时的沈垭天主堂)，在这里收缴了该教堂的枪支
弹药和粮食。

1931年。贺龙、邓中夏、柳直苟率红三军主力进入谷城大观音堂。在此汇合薤

山红军游击队。图为大观音堂旧址。



谷城茨河人，一九二五年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一九二，一九三0年任中共汉口区委秘书长，

昌英勇就义，年仅二十七岁。

高如松。。甲共谷城县委第一任书记，谷城茨河人，一九二五年入党，曾先后领导了茨河、盛康、石花、县城四次农民大暴动，领导创建了谷城第一个红色政权Il谷城县苏堆埃政

府。解放初，任第一任裹阳行署专员．一九七四年病逝。



红三军进入谷城时，担任红三军政治部

P股长的老红军樊哲祥同志。

1939年至1940年任鄂西北区党委书

记的王翰同志。

^修，黄康人，革命烈士。圉共合作时期在谷城领十命运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在薤山苏区丧

口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石花街。



1939年，鄂西北区党委、省委迁驻谷城茨河。并在茨河成立

“鄂北手纺织训练所”。为鄂西北十五县培养抗日干部，所以又称

“鄂北抗大”。图为1939年5月1日，“鄂北手纺织训练所”在茨

河正式开学，教职员工和学员们的合影。

“鄂西手纺所”在茨河开学，第一期学员和教职员工正在分

组进行热烈讨论。



1939年5月1日，鄂北手纺织训练所第一期学员和教职员
工一起在关帝庙左侧的平场上分组讨论的情景。

1939年5月1日，由技术员陈玉阳、陈贤雄，正在指导朱文华

等人进行纺纱前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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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5月1日，朱文华和江梅君在棉纺机前操作时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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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5月1日。“部北手纺所”实习工厂正式开业，茨河下

街山西会馆内，技术员高豪亮、唐元正正在指导学员朱文阜、江

梅君、饶守仙等进行三十六锭“七七拂纺机”的操作。



图为学员在进行轧花训练。

训练所的木工厂设在江西会馆，这是当时雇请的木．r-4rl正-在

仿制“七七棉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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