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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政袁化石文化尧史前文化尧非遗文化尧
红色文化交融碰撞袁 这些珍贵的文化都是十

分宝贵的精神财富遥今天袁请大家认识一位和

政的抗日英雄马秉忠遥
甘肃广电总台 视听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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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和政抗日英雄马秉忠

在甘肃袁有一个毫不起眼的地方袁它就是肃北县马鬃山镇要要要甘肃唯

一的边境小镇袁位于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县城北部袁这里企业分布广尧种类

杂袁G7 京新高速尧马桥高速公路贯穿马鬃山全域袁危化品车辆日过境量超

7000 辆袁一旦发生灾害事故袁势必造成巨大损失和恶劣影响遥 在春节假期

万家团圆的日子里袁酒泉市消防救援支队马鬃山消防站的消防员们依然坚

守在这里袁肩负职责与担当袁用一腔热情温暖着当地群众和来往司机的心遥
1 月 22 日早上袁大年初一袁马鬃山口岸袁

风呼呼地怒吼着袁像一个马力十足的鼓风机袁
吹得人几乎要凌空而起遥 国家消防救援队伍

队旗在疾风中坚强屹立袁迎风招展袁消防站全

体指战员在这里进行庄严宣誓院 我志愿加入

中国消防救援队伍袁对党忠诚袁纪律严明噎噎
甘肃广电总台全媒体记者院邹雅倩 李靖
详情请扫描二维码

春节里的野橙色冶坚守

镇原群众支前忙

赶着羊群送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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踊跃参军袁为部队输送兵员

解放战争开始后，镇原群众很快

掀起了参军热潮，为主力部队和地方

部队输送了大批兵员。据不完全统

计：1945 年镇原群众参军人数为 212

名；1946 年参加正规军人数为 509

名，参加地方武装和民兵人数为 293

名；1948 年，10 名干部随军出征；

1949 年，参加解放军正规部队人数为

760 名，参加地方武装和民兵人数为

516 名。

解放战争开始后，镇原解放区群

众就出现了参军参战热潮，参军光荣

蔚然成风，涌现出一大批先进模范人

物和动人事迹，当时，父送子、妻送夫、

兄弟相争参军上前方的事例不胜枚

举。1946 年，仅孟坝、柳洲、三岔 3 个

区，父母送子参军的事例 11 起，弟兄

相争参军的 2起，妻送夫的 1起。孟坝

区在两天内就有 50 多人报名。据

1947年 10月 28 日《边区群众报》记

载：8 月 20 日镇原县群众大会上，就

有 20名青年现场报名参加解放军，三

岔的一名 17岁青年在大会上报名，并

道出了群众的心声。他说：国民党统治

三岔时，他家里年年不够吃穿；自从在

党的领导下翻身后，他家再也“没出过

负担”，如今刚要过“好光景”，国民党

反动派就来了，所以他一定要参军，彻

底打败国民党反动派，保卫“好光景”。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时时都有青

年骑马挂红奔赴前线，拥军歌声、口号

声全县随处可闻。全县干部群众认真

抓好拥军优属工作，凡烈军属家中生

产，由农会组织群众代行。同时，干部

群众承担起为烈军属修房屋、送柴草

等任务，随时为烈军属解决各种问题。

镇原青年参军后，作战勇敢，其中有不

少人立功受奖，为家乡人民争了光。

做军鞋尧交公粮袁确保前线军需

解放战争期间，县里成立了支前

委员会，广泛发动群众支援前线、支援

解放战争。县委、县政府各级部门利用

各种节日、纪念日加强宣传，对全县广

大妇女进行教育，鼓励广大妇女进行

反封建斗争，在号召妇女参政、参加生

产的同时，号召妇女为支前作出贡献。

做军鞋、担架运输是支前工作中

一项大量的、经常性的重要任务。解放

军的鞋袜，消耗量大，全靠发动老百姓

制作，保障供给。当时做军鞋的办法

是，由县政府下达任务，按任务发给相

应的布匹作为材料和手工费。由于政

府财政和物资困难，材料往往发不到

或不能按时发到群众手中，老区的广

大妇女不计较报酬，农忙时白天干活，

夜晚挑灯赶做，农闲或天阴下雨则日

夜赶做，全县老区当时 4.49 万人，据

不完全统计，全县妇女做军鞋 14994

双，另外还有服装、被褥等。

解放战争期间，镇原县人民踊跃

缴纳公粮，并积极为解放军部队筹集、

转运粮草和各类军需物资，全力保障

前线的后勤供给。据不完全统计，1945

年，镇原县老区交公粮 2766 石(每石

450 斤)，饲料 166480 斤，“草代金”

49.94 万元；1946 年，交公粮 5000

石，其中米 700 石，小麦 3200 石，饲

料 1100 石；1947 年，交纳公粮(细粮)

6800 石，“每斤粮带草 17 斤”；1948

年交公粮 10500 石，饲料 105 万斤；

1949 年，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和收复，

夏秋两季筹集粮食 57900 石、饲料

11109 石。

镇原县群众在人手短缺的情况

下，动员一切力量，多次圆满完成上级

交给的运输任务，及时把粮草安全、快

速地转运到前线。1947 年 10 月，他们

从寺沟将 100 石粮食、100 石饲料送

往环县木钵；1949 年 6 月，镇原县群

众向固原县运送粮食 195 万余斤，面

粉 9.4 万斤，饲料 16.4 万斤；同年 8

月，向平凉运送粮食 45281 石，饲料

12159 石，面粉 800 万斤，另给驻固原

县解放军西北部队送米 21600 斤、面

粉 208万斤、饲料 1200 石……

抬担架尧搞运输袁征途一片繁忙

担架及运输是解放区人民一项有

组织的、固定性的支前任务。镇原县干

部群众组成的担架队和运输队，平时

参加劳动或承担其他战勤任务，遇有

战斗，部队打到哪里，担架队和运输队

就紧跟到哪里，及时抢送伤员，运送弹

药、粮食和军需物资。即使前方战事一

度平静，后方运输线上也经常是一片

繁忙景象。

据不完全统计，1946 年，镇原县

组织 5983 人携带担架 704 副随解放

军出征，另有 1404 人协助，还为地方

武装组织了担架 308 副；1947 年，县

组织进一步投入担架队员 2000 余

人，运输队员 543 人；1948 年，新增担

架 86 副、运输队员 2000 余人；1949

年 6月，组织担架 554 副，3030 人随

军出征，西进宁夏、兰州等地，运输物

资、抢救伤员，还协同部队参加战斗；

当年 9 月，镇原县两次组织担架 298

副，支援解放大西北的战斗，同时还抽

调 100名民兵，组成战勤服务队，随军

修桥补路，破坏敌人碉堡工事、押送俘

虏。担架队和运输队的领导职务，多由

县、区、乡、村的主要负责干部中的党

员、积极分子担任。

为解除支前民工的后顾之忧，镇

原县委、县政府组织群众对支前民工

家庭给予各种应有的照顾，使支前、生

产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

慰劳过境部队袁掩护救助伤员

革命年代，镇原广大人民群众不

仅冒着生命危险救护子弟兵，而且凡

遇到解放军过境，总是箪食壶浆，远接

远送，体现了深厚的鱼水之情。此外，

镇原县还发动群众在交通大道上每

30 里设一个供水点、粮草供应点，派

专人负责过往解放军部队的饮食供

应，确保过境子弟兵有喝、有吃、有住，

牲口有草有料。

1946 年 8月，王震率三五九旅转

战千里向陕甘宁边区转移，途经镇原

县时，镇原县军民在有力打击牵制敌

人、掩护三五九旅安全过境的同时，还

筹集大批物资慰问过境部队，并为部

队的食宿供给做了大量工作。8月 29

日，三五九旅 500人进驻马渠，马渠群

众在政府号召下，立即走出家门，为子

弟兵洗补衣服、做热乎饭菜，让子弟兵

感受“回家的温暖”。部队离开时，群众

除提供补充供给外，还提供了如服装、

粮草、医药等大批慰劳品。另一路部队

到达屯字镇后，当地的许多群众，家家

做饭、烧水，供战士使用。第二天部队

开拔时，当地群众 200多名青壮年主

动帮助部队扛机枪、背行李，还有部分

群众拉来毛驴、骡子为部队送伤病员、

驮弹药，一直送到太平镇。后来部队领

导特意给该区群众写信表示感激之

情。

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深入，在部

队、担架过往途经的要道之处，镇原县

群众还增设数量不等的沿途兵站。兵

站主要任务是接待伤病员转运后方治

疗和收集粮草运往前线。此外，群众纷

纷组织起来，不断修整、完善境内桥

梁、道路，确保部队重型武器、军车的

过往。

1948 年，屯字镇战斗打响后，面

对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进

攻，解放军西北野战部队奋勇迎敌。危

急关头，镇原县群众和子弟兵休戚与

共，冒着生命危险，自告奋勇为解放军

做向导、抬担架、搞运输，并运走、抢救

了数百名伤员。解放军突围转进后，当

地群众依然千方百计救护伤员，掩埋

烈士遗体。就在解放军突围后的当天

下午，群众不顾个人安危，隐蔽了解放

军受伤战士 100多人，晚间，将大部分

战士秘密护送归队。部分重伤战士，被

群众抬到家里藏匿起来养伤，偷偷请

来医生治疗。敌人前来搜查，有人事先

通风报信，群众就把战士们送进山洞

里藏起来，白天偷偷送饭，晚上去人做

伴，等敌人离开，晚上又把受伤战士背

回家来。一段时间后，受伤战士基本痊

愈，在群众的护送下陆续归队。1948

年 10 月，陕甘宁苏维埃人民政府西北

文艺工作第一团的苏一苹等以此为素

材，编写了一个名为《孙大伯和他的儿

子》的剧本，在解放区上演，引起强烈

反响。

据叶人民政协报曳

1939 年，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

和政府决定将一位烈士的遗骸移葬

于其家乡陕西枣树坪。毛泽东先后

两次为其墓题词———“民族英雄”

“虽死犹生”。这位烈士，就是陕北红

军和苏区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国工

农红军高级将领谢子长。

谢子长，1897 年生，陕西安定

（今子长县）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1926 年，投笔从戎、立志“以

武装打垮旧世界”的谢子长，来到政

治倾向进步的石谦旅的一个团里任

连长，并在该团秘密发展中共党员，

建立中共特别支部。他对士兵们的

生活关怀备至，甚至不惜变卖自己

的家产，以改善战士们的生活，深得

大家的拥护与爱戴。谢子长率部驻

防安定时，还十分注重维护军民关

系和群众利益：不侵占民房；公审当

地大土豪，为贫苦工农平反冤屈，并

宣布废除苛捐杂税……这些举措，

使土豪敛迹、贪官胆寒，当地群众亲

切地称他为“谢青天”。

1927 年 10 月，谢子长组织领

导清涧起义，任西北革命军游击支

队营长、副指挥。1931 年 10 月，他

和刘志丹等将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

击支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第

二年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

队，谢子长任总指挥，率部转战陕甘

边，创建革命根据地。

1934 年，谢子长任中国工农红

军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

挥、红 26军 42师政治委员，指挥部

队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苏区的

“围剿”。这年 8 月，在河口战斗中，

他不顾个人安危，在前线指挥作战，

不幸胸部被敌弹击中。虽然身负重

伤，但他坚持不下火线，忍着剧痛指

挥作战，直至部队大获全胜。此后，

谢子长不愿离开自己心爱的战斗岗

位，仍旧带伤坚持工作。同志们担心

他的伤势，却谁也说服不了他去歇

一歇、养一养。这年九十月间，谢子

长自感身体实在支撑不住，才放下

手头的工作，来到离家不远的杨道

峁村休养。养病期间，他仍不忘关心

游击队的战况和战士们的生活。

快到春节时，谢子长伤势日趋

严重，外甥去看望他，他记挂的还是

那些战士们：“兵们怎么过年？”外甥

说：“已准备肉和白面。”谢子长嘱咐

道：“一定要让同志们吃好些！”他还

悲痛地说：“我给老百姓做的事太少

了！”1935 年 2 月 21 日，由于病情

恶化，谢子长不幸与世长辞，时年

38岁。

1946 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及陕

甘宁边区政府在瓦窑堡为谢子长烈

士修建了陵墓，并举行了隆重的追

悼会和公葬仪式，毛泽东第三次为

其题词，“谢子长同志千古，前仆后

继，打倒人民公敌”。

渊摘自叶党建曳袁原标题叶毛泽东
三次题词纪念的野谢青天冶曳冤

解放战争中，共产党皋榆工委有个

重要的联络点———兰州市近郊八里窑王

受天家。这里处在城乡接合部，偏僻、幽

静，而且是通往城外的咽喉要道。在兰

州地下党负责人罗扬实的教育下，王受

天加入中共党组织，他的夫人和几个孩

子也全都加入到为党工作的行列。为避

人耳目，王受天和罗扬实对外以“亲戚”

相称。

那是兰州解放前夕，入夜，王受天的

四合院门前响起“梆、梆、梆”的敲门声。

门开了，一个身影闪了进来。“姨

父，是我。”来人是罗扬实。

“是这样，有个大事需要你帮助完

成。”

原来，彭德怀司令员率解放大军已

经打到了兰州外围，国民党紧急部署马

家军固守兰州，并在皋兰山、沈家岭等军

事要地修建了明碉暗堡，负隅顽抗。为了

顺利解放兰州，彭司令员急需了解国民

党在兰州的军事部署情况，也就是说，需

要一张军事地图。

这个任务自然落在兰州地下党头

上。罗扬实紧急安排分布在各单位的地

下党员搜集情报。为摸清敌人在沈家岭、

狗牙山等处的军事部署，王受天还赶着

羊群上山，进行了实地侦察。根据搜集来

的情况，罗扬实很快绘好了地图，下一

步，就是把这张图安全送到彭总设在榆

中县乔家营的指挥部。

彭司令员和广大指战员急需地图的

心情可想而知。然而，怎么把这张图送出

去呢？马家军在兰州通往城外的各条道

路上都设置了关卡，严密盘查路过行人，

怎么度过这些关卡？罗扬实和王受天商

量了再商量，终于定下了行动方案。

这天天还没亮，王受天把炕上的几

个孩子全都叫了起来，交待了一番，然后

赶着 50 只羊，让孩子装成牧羊人，自己

和罗扬实远远地跟在后面，沿着水磨沟

向榆中县方向走去。

这是一条很长的深沟，沿途崇山峻

岭。路上，国民党设置了许多关卡。因此，

他们赶着羊群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尽

量走山路，不走大路。可是，还是被一队

国民党兵拦住了。

“你们到哪里去？”一个队长模样的

军人问道。

“我们是放羊的，顺便在沟里走个亲

戚。”二娃沉着地回答。

军官带着怀疑的目光上上下下打

量了好几遍，从这几个穿得破破烂烂的

农家人身上，看不出什么破绽，于是放

行了。

罗扬实和王受天终于松了一口气。

接着往前走，他们尽量把羊赶到山坡

上，走羊肠小道。这样，可以远远地避

开敌人。

20公里路途，他们走了整整一天，

到晚上，他们才到阿干镇。这里，离解放

军的前沿阵地已经不远了。

王受天在这里找到了两位熟悉山路

的可靠朋友。他们商议了一番，然后趁着

夜色，穿荆棘，翻山梁，终于到达乔家营，

把地图亲手交给了彭司令员。

经过激战，解放军终于打开了古老

兰州的大门。在庆祝兰州解放大会上，彭

老总亲切接见地下党员王受天，他高兴

地说：“你为兰州解放立了大功呀！”

罗扬实（1920要1982），原籍陕西沔

县。1937 年 11 月，被兰州地下党组织

吸收为中共正式党员。解放战争开始

后，党派他为甘肃工委特派员，前往兰

州一带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1948 年

3 月，正式建立了中共甘肃皋榆工委，

任书记，统一领导兰州及周围皋兰、榆

中、洮沙、靖远等广大地区党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到中央党校学习，留党校

工作，先后担任中央高级党校理论教育

科长和教务长等职。

渊据甘肃党史网冤

红岩精神与党的大多数革命精
神诞生于革命根据地或革命军队不
同，其诞生于党在国统区的革命实
践中，集中反映了党领导的中国革
命中一个重要方面———国统区特殊
环境下的革命斗争的精神风貌。红
岩精神的主要内涵为：崇高思想境
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
浩然革命正气。

2019 年 4 月 17 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重庆考察时指出：“重庆是一
块英雄的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

统。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进行了决定
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庆谈判，周恩来
同志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在这里同
反动势力展开了坚决斗争，邓小平
同志在这里领导中共中央西南局进
行了大量开创性工作……解放战争
时期，众多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
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受住种种酷刑
折磨，不折不挠、宁死不屈，为中国
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凝
结成红岩精神。”

据叶党史博览曳

镇原县位于甘肃省东部，1935 年红军长征途经镇原，播下了革命火种，党的组织
随之在此成立；抗战期间，镇原成为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战争中，镇原人民
听从党的号召，顾全大局，克服重重困难，自觉投身于拥军支前运动，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坚
决支援解放战争，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著贡献。

支前群众为解放军指战员送军鞋

谢子长

赶着羊群送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