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誉为“中国命运定于此村”“新

中国从这里走来”的西柏坡，似一颗璀

璨的明珠镶嵌于太行山东麓苍松翠

柏、湖光山色的滹沱河畔，彪炳革命史

册。这个小山村，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团

结带领人民书就的壮阔历史画卷：掀

起了轰轰烈烈的全国土地改革运动，

指挥了震惊世界的辽沈、淮海、平津三

大战役，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

七届二中全会，奠定了人民共和国的

基石，培育了伟大的西柏坡精神。

1951 年 8月，中央老区慰问团将

毛泽东专门书写的“发扬革命传统，争

取更大光荣”的锦旗赠送给西柏坡人

民。1973年 2月，周恩来为西柏坡题

词：“西柏坡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

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

所，指挥三大战役在此，开党的七届二

中全会在此。”2013 年 7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西柏坡与干部群众代表座谈时

说：“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

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

西柏坡精神内涵丰富、博大精深。

关于西柏坡精神的内涵有多种表述，

大家认同较多、流传较广的说法，即

“两个务必”的创业精神；“两个敢于”

的进取精神；“两个坚持”的民主精神；

“两个善于”的科学精神。这几个方面

相互贯通、彼此呼应，构成了一个完整

的精神体系。其核心是教育全党要经

得起新的历史阶段的考验；其实质是

巩固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其目标是

不断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其中，“两

个务必”是西柏坡精神的灵魂。

西柏坡精神，是红船精神、井冈山

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

的传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

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

成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的思想基础和文化支撑，是中华民族

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今

天，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是西柏坡“进京

赶考”的延续。 据叶党史博采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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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原红故事

黄梅戏音乐剧叶霜天红烛曳以黄冈师范学院

的红色校史为创作背景袁以百年老校野不忘初心尧
甘于坚守冶为主题袁以黄梅戏音乐剧为形式袁讲述

了以黄师兰为代表的教师群体在上个世纪革命

战争年代里袁不畏世事变迁袁不怕牺牲袁坚持办

学尧野一根教鞭伴终身冶尧野薪火相传尧玉汝于成冶的
感人故事遥

甘肃广电总台 视听甘肃
详情请扫描二维码

讲述红色热土上的往事
要要要黄梅戏音乐剧叶霜天红烛曳播出

近日袁水利部公布了红色基因水利风景区名

录袁我省景电水利风景区尧民勤红崖山水库水利

风景区和迭部白龙江腊子口水利风景区入选遥 该

名录由水利部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和水利风景区建设与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

发布遥
甘肃广电总台全媒体记者:苏磊 李维宇
详情请扫描二维码

我省 3个水利风景区
入选红色基因水利风景区名录

两当兵变
令人悬心的名单

精神谱系

西柏坡精神

求变，杀出一条血路。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军阀

混战，赤地千里，饿殍遍野，人民处于水

深火热之中。流传于甘肃当地的一首民

谣，深刻描述了劳苦大众的苦难：

甘肃封建割据袁股头统治人民袁
搜刮剥削袁苛捐杂税遥
官兵变土匪袁土匪变官兵袁
民不聊生袁十室九空遥
1930 年初，为拯救人民苦难，壮大

红军力量，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各地党

组织，“调派得力同志到中心部队中

去”，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条件成熟

时发动兵变或武装起义。两当兵变就

是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发动的一次

武装起义，习仲勋是两当兵变的主要

组织者和领导者。

数十年后，习仲勋曾回忆说：“那时

没有最大的牺牲决心，是不能够在国民

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的，因为我还没有

忘记，自己是以共产党嫌疑被捕押过的

人，这样的人到国民党的军队里干事，对

敌人说来是多么危险，多么引人注目。一

经被査获，就是处死，我之所以能在这时

去敌军搞革命活动，主要原因是我在出

狱之后一年多的农村生活，使我亲身体

会到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以及旧社会

极端黑暗的情况，激发了我的革命勇气，

不管多么艰苦，就是下决心要革命。”

自古英雄出少年。1913年 10月 15

日，习仲勋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淡村镇

中合村。1926年 5月，在县立诚中学高

小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8 年 4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0 年春节后，受中共陕西省委的

委派，年仅 16 岁的习仲勋，抱着革命到

底的决心，到驻长武亭口镇西北民军总

司令甄寿珊部所属第一师第二支队搞兵

运斗争。

习仲勋只身到达长武县后，通过老

乡唐福亭的引荐，与第二支队司令王德

修会面。王德修最初让习仲勋担任支队

通讯排长，后来被任命为二连见习官，主

要职责是承担全连粮油副食采购与供

应。习仲勋很快与在该部从事兵运工作

的共产党员李秉荣、李特生、田光烈、孙

一君取得了联系。3 月下句，李秉荣、李

特生和习仲勋组成党小组，由李秉荣负

责，商定从关心士兵日常生活入手，发动

士兵进行反对打骂、按时发饷和发鞋袜

等日常斗争，在士兵中发展党员，逐步将

党的工作推向全营。不久，中共陕西省委

又派吕剑人、刘书林、陈云樵等中共党员

来到该部，进一步加强党领导兵运工作

的力量。

1930 年 11 月，王德修所在西北民

军被国民革命军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

收编，编为陕西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旅

长为苏雨生，二营营长为王德修，习仲勋

任二连特务长。经过半年多的工作，习仲

勋、李秉荣、李特生在全营发展党员 30

多人，在各连建立了支部，并成立了营的

党委会，李秉荣任营委书记。后来，营委

书记由一连特务长李特生继任。1931 年

初，习仲勋任营委书记。

1931 年夏，王德修营移驻彬县时，

旅长苏雨生背叛杨虎城，二营在跟谁走

上面临选择。习仲勋认为，杨虎城具有进

步倾向，而且部队内始终有中共秘密组

织存在，二营如果留在杨部，有利于保护

党已经培植的革命力量。遂向王德修建

议，不要跟着苏雨生走，王德修接受了习

仲勋等人的建议。这是一个正确的抉择，

苏雨生很快垮台，王德修部随即改编为

杨虎城部陕西警备第三旅第二团第一

营，旅长为唐嗣桐，二团团长为曹润华，

王德修任一营营长。唐嗣桐和曹润华都

是坚定反共分子，是兵运工作的障得。期

间，习仲勋家乡一位叫刘玉琪的民团头

目也来到该旅任高级参谋，发现习仲勋

后就向唐嗣桐告密，说习仲勋曾参加过

学潮。习仲勋被传到旅部问话。唐嗣桐问

习仲勋为什么来军队里干事，习仲勋机

智地回答道：“农村环境不好，容易染上

坏习气，到正规军队干事，过有纪律的生

活，使自己有所进取”。唐嗣桐未探出究

竟，但威胁说知道了习仲勋的底细。之

后，唐嗣桐密令全旅严防“反动”分子活

动。团长曹润华更是频繁调换连队干部，

致使兵运工作更加困难。

习仲勋等人一直在寻找进行兵变的

机会。1931 年秋，中共陕西省委派焦维

炽来该部巡视工作，商榷举行兵变事宜。

习仲勋等人认为条件不成熟，未执行省

委指示。此年冬，陕西警备三旅二团奉命

开往凤县及甘肃省两当县、徽县、成县一

带与川军作战。战后，王德修营营部和一

连、机枪连驻凤县县城，二连驻双石铺，

三连驻两当县城。这时，省委派李杰夫来

巡视工作，他力主发动兵变，习仲勋等人

认为举行兵变力量孤单，无外部力量的

配合接应，极有可能失败，在营委成员的

一致反对下没有执行。其间，在党组织的

发动下，士兵开展了多次反压迫斗争，人

心思变，斗争情绪逐步高涨。

翌年春，杨虎城命唐嗣桐旅一营由

陕西凤县开往甘肃徽县，与二营互换防

地。3月的陕西省西部和甘肃省陇南山

区，春寒料峭，寒气逼人。而一营士兵衣

服破烂不堪，有的甚至连鞋袜都没有，且

士兵大多是陕西省乾县、彬县人，所以一

股抵制换防的情绪在全营蔓延开来。习

仲勋敏锐地发现，兵变时机已经到来，随

即主持召开营委会，讨论兵变具体事宜，

并派人立即赶赴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

报。陕西省委同意该营在换防中择机举

行兵变，并派刘林圃担任特派员前往具

体指导。

刘林圃到达凤县的当天晚上，习仲

勋即在双石铺镇丰禾山古庙内主持召开

营党委扩大会议，传达省委指示，部署兵

变行动。最后确定，由刘林圃协助营党委

领导兵变，利用换防之际，在一营发动兵

变，地点定在两当县城，兵变后把部队带

到刘志丹领导的陕甘边苏区，部队番号

初定为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

4月 1 日黄昏，部队抵达两当县城。

晚 9 时，营委扩大会议如期在县城北街

一个骡马店召开。会议推举许天洁为兵

变军事行动总指挥，兵变时间定在午夜

零时。会议决定，以许天洁鸣枪为号开始

行动，各连党员先将一、二、三连的反动

连长处决；明确了吕剑人、高瑞岳、左文

辉、张子敬等骨干分子的任务；要求各

连、排在完成任务后，迅速将队伍带到北

门外窑沟集合。

午夜零时，兵变准时进行。各连负责

兵变的同志按既定计划行动，迅速击毙

反动连长，收缴枪支。其间，吕剑人带一

连士兵包围了机枪连，因该连已有防备，

以猛烈火力抵抗，机枪连阵地久攻未破。

营长王德修听到枪声后，仓皇翻墙逃走。

鸡叫时分，三个步兵连共 300 余人在各

连负责人率领下，迅速撤到两当县城北

门外的窑沟集合。见各路人马均已到齐，

刘林圃站在高处大声向战士们问道：“愿

不愿意当红军回陕甘边找刘志丹去。”战

士们齐声高呼：“愿意!”此时，天已拂晓，

兵变部队沿广香河向太阳寺方向北进。

2日上午，兵变部队到达两当县境

北端的太阳寺，营委对部队进行了整编。

刘林圃宣布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

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许天洁任支

队长兼第三连连长，刘林圃为支队政委，

习仲勋为中共队委书记；任命吕剑人为

一连连长，高瑞岳为二连连长，左文辉为

三连副连长。出发前，刘林圃、习仲勋和

许天洁分别作了动员讲话，阐明了这支

队伍的性质和宗旨。

下午，陕甘红军第五支队从太阳寺

出发向北前进。趟过渭河后沿陇县边境

向东挺进，沿途与国民党军、地方民团作

战多次。在甘肃省灵台县蔡家河东梁与

国民党杨子恒部遭遇后，发生激战，前进

方向受阻。为了保存实力，第五支队转入

麟游县以北的崔木。在蔡家河，支队开会

决定，派吕剑人(吕是乾县人)、刘林圃前

往乾县找熟人关系，把部队带到有中共

组织的驻乾县刘文伯部暂渡难关；派习

仲勋、左文辉去长武县亭口镇侦察有无

敌军，打探泾河渡口船只情况，设法与刘

志丹率领的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由许

天洁、李特生把部队带到麟游和永寿两

县交界的岳御寺休整，等待两路情况回

馈后，再决定部队行动方向。

但是，由于对岳御寺一带情况不明，

许天洁、李特生带领的第五支队误入大

土匪王结子的地盘，被土匪团团包围，激

战数小时后，弹药消耗殆尽，支队伤亡惨

重，部队最终被打散，与刘志丹红军会合

的计划只差渡过泾河一步而落空。

两当兵变失败后不久，刘林圃被捕

遭到杀害，吕剑人、许天洁被捕后判刑，

直至 1936 年底经党组织千方百计营救

才出狱。听到部队被打散后，习仲勋又急

又累，病倒在亭口。三个月后，习仲勋病

愈辗转回到渭北苏区，在照金杨柳坪见

到了陕甘游击队班长王世泰，两人深入

地交流并总结了兵运失败的教训。

王世泰晚年回忆说：“这次见面，使

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对仲勋这位战友

和兄弟打心里佩服。他虽然年纪轻轻，却

承担着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重任，他能

在短短的几个月搞起一个营的兵变，其

中所付出的心血和代价是常人所不能够

的。在我们同代人中，他确实是个难得的

人才。”

血雨腥风应有涯，人间遍种自由花。

两当兵变是中国共产党在驻甘肃国民党

部队中发动的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目

的的军事斗争行动，兵变虽然失败了，但

唤起了陇原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的政治觉

悟。两当兵变影响深远，受其影响，在

1932 年 4 月至 1933 年 4 月的一年里，

甘肃境内先后发生了靖远、西华池等十

多次武装起义，掀起了陇原大地的革命

风暴。

习仲勋对两当兵变的总结是深刻

的：“两当兵暴是一次具有重要的政治、

军事意义的革命暴动。之前，我们进行了

一段比较完整的兵运工作，其方针是比

较正确的。兵暴失败的教训也是沉痛的。

一是没有与农民运动配合，没有创造根

据地进行游击战争，如果当时就在凤翔

一带山里坚持游击战争，情形就会不同。

二是政治上的联合政策还懂得不多，没

有和当地的哥老会、有进步倾向的军队、

民团搞必要的联合，有时走到一个地方，

连鸡狗都跑光了，往往陷于孤立。三是对

动摇分子没有及时遣散。四是旗帜不鲜

明，兵暴后仍打着白军的旗帜，没有提出

明确的口号，群众不了解，失去依靠。”

据叶南梁红色故事曳

红五军副军长：罗南辉
罗南辉，1908 年出生，四川成都西

郊人。早年在四川军阀邓锡侯的二十八

军第七混成旅当兵。当时，该旅已有共

产党的地下组织，他于 1927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后来，罗南辉担任过中共川

东特委军委书记、南充中心县委军委书

记，三次参与领导农民和士兵起义。

1933 年春，他领导一个连起义，参加了

红军。

1933 年 10 月，罗南辉被任命为红

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第九十七师师长，

不久又升任副军长。11月，国民党四川

“剿共”总司令刘湘发动了对红四方面

军的“六路围攻”，红三十三军奉命担任

左翼阻击任务。罗南辉担任前线总指

挥，他命令九十八师从正面突击，九十

九师向敌侧翼迂回，一举歼敌 4 个团，

为主力红军粉碎敌人的“六路围攻”作

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 4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

江，开始长征，红三十三军担任后卫。罗

南辉指挥部队痛击尾追之敌，掩护主力

部队渡江。6月，罗南辉升任红三十三军

军长。红四方面军南下后，他率部驻防绥

靖一带，清剿反动地方武装。这里人烟稀

少，补给困难，买不到粮时，他组织大家

摘树叶、挖野菜和草根吃，千方百计克服

困难，完成了战斗、值勤任务。

1936 年 1 月，红四方面军总部决

定，将红三十三军与红五军合并，组成新

的红五军，董振堂任军长，罗南辉任副军

长。8月，红四方面军继续长征，罗南辉

同董振堂并肩战斗，率领红五军进入甘

肃南部。9月，红五军参加攻打岷县县城

的战斗。10月，红军三大主力准备在甘

肃北部地区会师，为了保证红军主力胜

利会师，红五军奉命在华家岭一带阻击

敌人。10月 22日，敌军9个团向红军逼

来，罗南辉率红五军一部，在华家岭南侧

占据有利地形，与敌展开激战。23日，在

会宁南部的大墩梁制高点———官堡子，

继续阻击敌人，打退了敌军5次攻击。敌

人调来 7架飞机参战，向红军轰炸、扫

射。这一带山头都是光山秃岭，无任何遮

蔽物，给防守的红军造成很大困难，878

名红军指战员血洒战场，罗南辉也壮烈

牺牲，时年28岁。

渊据甘肃省延安精神研究会冤

1940 年 6月 6日，设在兰州城区

内周家庄的中共甘肃工委机关遭到严

重破坏，主要负责人李铁轮、罗云鹏等

被捕。

前一天晚上，工委干部在周家庄

2 号罗云鹏家里开会，因时间太晚，李

铁轮、赵子明就住在了罗云鹏家。凌晨

时分国民党特务突然来搜查，李铁轮、

罗云鹏、赵子明等干部全部被捕。而工

委委员王实先、郑重远因住在别处，幸

免于难。

第二天，王实先获知工委机关被

破坏的消息十分震惊。但他知道，在国

民党白色恐怖下，搞地下工作时时都

有危险。同时，他还想到了一个极其重

要的问题：在河口李铁轮住处的皮箱

里，藏有一本记录着全省地下党员名

单的小本子，如果特务顺藤摸瓜，到河

口李铁轮家找到这个本子，对全省地

下党将是一场灭顶之灾。事不宜迟，应

该在特务行动之前，赶快取走那个本

子。王实先没有犹豫，他不顾特务正在

四处搜捕的危险，立即叫上郑重远同

志前往河口先把箱子拿到手再说。

河口在兰州城外40多公里的一个

地方，王实先和郑重远乔装打扮了一番

匆匆出发了。出城门时，敌人果然盘查

得很严，又是搜身又是审问。因找不出

任何破绽，就放他们出城了。

赶到河口李铁轮住所，房东正好

在家，经过此前王实先的周全安排，房

东没有怀疑什么，便让他们取走了箱

子。提着李铁轮的箱子，王实先、郑重

远三步并作两步，急忙来到黄河边，找

到一个较为僻静的地方取出名册，点

火烧了后，他们又赶紧潜入城中，到兰

州八路军办事处对最新发生的情况作

了汇报，以便营救被捕的同志。

李铁轮、罗云鹏、赵子明等人在狱

中坚贞不屈，宁死也不肯出卖同志，敌

人从他们那里什么也没得到。再加上

党员名单没有落入敌手，所以在甘肃

工委被破坏后，甘肃省大部分秘密党

员都安然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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