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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3 日袁在传统元宵节到来之际袁由兰

州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 野红色小院闹元宵

党史灯谜知多少冶要要要2023 年元宵节主题活

动在位于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的八路

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举行遥
甘肃广电总台 视听甘肃
详情请扫描二维码

红色小院闹元宵 党史灯谜知多少

1 月 30 日至 31 日袁甘肃省政协主席庄国

泰到庆阳市华池县尧庆城县尧西峰区调研乡村

振兴工作遥 他强调袁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袁认真贯彻落实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及省

委十四届二次全会部署袁 学习南梁红色历史袁
汲取精神力量袁加力补齐乡村振兴短板弱项遥

甘肃广电总台全媒体记者院齐兢
详情请扫描二维码

学习红色历史汲取精神力量
加力补齐乡村振兴短板弱项

革命星火燎陇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甘肃的武装斗争

遗落在甘南的红军“官印”

精神谱系

北大荒精神

矢志宣传革命的冀明信

陇原英烈

陇原红故事
绎 绎

冀明信，又名冀月亭，1905

年出生于河北省万全县。11岁入

私塾读书，13岁入万全县立高小。

1921 年秋，考入保定甲种工业学

校。1925年冬，在宣化国民军干部

学校参加工作，经王仲一（时任中

共张家口地委组织委员）介绍，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被派往

张家口大境门外孤石村和东湾子

察哈尔农林试验场，从事农运工

作。1926年，与贾荣等创建了中共

孤石村、东湾子支部。

1926年 11 月，冀明信随国

民联军来到平凉。国民军联军政

治部离开平凉后，他与共产党员

吴天长留在平凉，以国民党员身

份继续做政治宣传工作。冀明信

在平凉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

广泛开展党的宣传工作，在平凉

省立第二中学和第七师范开设了

政治课，利用寒假举办了政治训

练班，讲授新三民主义和社会发

展史，宣传共产主义和俄国十月

革命的经验，以及南方国民革命

的大好形势；组织军队和青年学

生，成立了“新文化剧社”；以国民

军联军政治部名义创办了《新陇

民报》，任总编辑，宣传革命。

1927 年 4 月，与吴天长一起创建

了中共平凉特别支部和共青团平

凉特别支部，冀明信任共青团特

支书记。

1927 年 7 月大革命失败

后，冀明信和吴天长等以办《新

陇民报》为掩护，在平凉城郊柳

湖乡歇马殿建立了秘密联络点，

继续坚持党的地下活动。同年

10 月，国民党平凉当局奉命开

始清党，搜捕共产党员，冀明信

被迫离开平凉去西安。后受中共

陕西省委的派遣，冀明信去渭南

县立中学当美术教员，任共青团

渭南县委宣传委员，秘密从事

党、团地下工作。

1928年 2 月 29 日，渭南县

宣化小学事件发生后，冀明信被

捕。3月 28日，被押往西安。6月

17 日，冀明信和被捕的其他 8 名

革命志士一起，在西安北门外被

敌人杀害，时年 23岁。

1952年 12月 21 日，中共中

央西北局、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

为纪念冀明信等 9名烈士，在西

安群众堂（现人民大厦）召开了隆

重的追悼大会。

渊据甘肃党史网冤

在陇原大地这片革命沃土上，红色

印章镌刻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浸染着烈士们的鲜血，见证着那段

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穿越历史，一方

印章，因为有了背后的故事，才显得更

加精彩动人。

1988 年夏天，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

县电尕乡的麻日村，村民安告家年久失

修的土房子突然倒塌，倾斜的屋梁上掉

下个羊羔皮小口袋，外面用绳子扎得严

严实实。安告十分好奇地解开，里面竟

是一枚印章。

此印章木质，圆面，由印面、印台和

印柄组成。印面直径 10.5 厘米，印台高

1.8 厘米，柄方形（1.5 厘米伊1.5 厘米），

长 9.7 厘米。印面用铅锌腐蚀板精制而

成。印面有 0.2 厘米宽的边沿，边沿内是

一圈用两颗红五星隔开的隶书文字：上

部文字较小，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

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字样；下部

文字较大，为“财政人民委员”字样。文

字圈内又有一细线圈，圈内雕有两束相

向扎把的麦穗和稻穗，两穗接头处以小

五角星相隔。最中央则是一幅地球图案，

上为镰刀斧头。这明显是一方“官印”。

几经询问，安告才得知这是红军长征中

的遗留之物。

这枚“官印”为什么会出现于一个

偏远的藏族小村庄呢？卓尼县钮子村

的中国作协会员益希卓玛解开了其中

的秘密。

据益希卓玛回忆，1950 年，当时她

正在北京参加在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

伯渠的积极支持和具体指导下开办的藏

族干部训练班，林老常来班上看望学员。

一次，林老向她讲述了当时红军长征中

在甘肃迭部“开仓分粮”的事，林老特别

提到由他掌管的“财政人民委员”印章，

就遗失在一个藏民村庄中，当时派人返

回去寻找，可惜没有找着。

从此，寻找这枚失踪的印章，就成为

益希卓玛心中的一件大事。1987 年 9

月，机缘巧合，益希卓玛走访迭部县崔古

仓时，见到了当年的粮仓看守人巴保之

妻。巴保之妻介绍说：“红军到了崔古仓，

那晚月光很亮。看着院子里来了这么多

官兵，我吓坏了。有个和蔼可亲的戴眼

镜的老红军走进来，紧紧握住我的双手，

不停地比划，让我不要害怕。这些年轻

的兵娃娃们，一个一个饿得面黄肌瘦，身

上没有一件完整衣衫，他们站列得整整

齐齐，面带微笑静静地看着我。我把他

们带到粮仓跟前，老红军给我写了一张

字据，随后从皮包里拿出个木头圆坨坨，

在上面盖了个红红的大印。盖好后，他

就忙着招呼兵娃娃们分粮了。此前杨土

司已下命令不要打红军，但看守粮仓任

务重大，我又担心日后杨土司会怪罪，就

趁着红军长官不注意，偷偷把这个红坨

坨揣进了藏袍里。但让我没想到的是，

红军临走时还在仓内留下了粮款，他们

和以前的官兵真的很不一样。”

印章后来到哪里去了？由于年代久

远，巴保之妻已经不记得了。直到 1988

年安告家房梁倒塌，印章才拂去历史的

尘埃，重新走入人们的视野。

知晓这枚印章是红军长征中遗留下

来的，安告立刻就将印章上缴到电尕乡

政府。迭部县文化馆获知消息，马上派

人前往了解。经与乡政府、安告本人商

定，将这件革命文物收藏在迭部县文化

馆，现属国家一级文物。

渊据甘肃党史网冤

北大荒，位于松嫩平原、三江平

原、完达山和小兴安岭地区，是有着

5万多平方公里的黑土地。

1947年，按照党中央关于建立

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重要指示，一批

解放军来到这片沉睡的荒原，点燃

“第一把火”，拉动“第一把犁”，建立

第一批农场，收获第一次丰稔，有力

支援了解放战争前线。

20世纪50年代以来，14万转业

复员官兵、10万大专院校毕业生、20

万内地支边青年、54万城市知识青年

来到北大荒，义无反顾投身于这场人

类历史上伟大的拓荒运动。我国第三

套人民币“壹圆”上那位标志性人物的

原型梁军，是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

手，也是北大荒最早的建设者之一。经

过几代人的努力，曾因荒芜而得名“北

大荒”的黑龙江垦区，已成为我国重要

商品粮基地、粮食战略后备基地和国

家级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一代代农

垦人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

铸就了“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

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

2016 年 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黑龙江考察调研时指出“东北抗联

精神、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铁人

精神激励了几代人”，强调“我们仍

然要用这些精神来教育广大党员、

干部，引导他们发扬优良传统，在全

社会带头弘扬新风正气”。2018 年 9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农

垦建三江管理局考察调研时强调：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

端在自己的手上。”“农垦为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支援国家建设、维护边

疆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

据叶党史博览曳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袁 党领导了

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袁 打响了武装反

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袁 开始了以

创建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主要内

容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遥 中共陕

西省委遵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袁 先后

领导发动了清涧起义尧 渭华起义等数

十次武装暴动袁 拉开了陕甘地区土地

革命战争的历史序幕遥

逆境奋起挽危局

甘肃虽地处祖国内陆腹地，然而

大革命的风暴同样波及至此，使甘肃

成为西北五省区中中国共产党开展活

动较早的省份之一。伴随着新文化运

动的开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如初春第

一场甘霖，降落到干涸的甘肃大地上，

使得民众主体意识开始觉醒。而此时

的甘肃民众正处于一片水深火热之

中。在部队，国民党军阀为争夺地盘，

大肆征兵扩充势力，士兵成为争权夺

利的工具，生活待遇异常恶劣，不满情

绪十分严重。在农村，连年荒旱，经济

凋敝，农民生活异常贫困。然而赋税徭

役铺天盖地，各路地方军阀轮番袭扰，

多数农民沦为赤贫，天灾、人祸、兵燹、

匪患，将陇原人民置于生死存亡边缘。

1925 年中共甘肃特支成立，随

后，中共兰州、平凉、导河特支纷纷建

立，全省的革命斗争开始在党的领导

下有组织地开展起来。宣传马列主义，

成立青年社、工会、农会、学生会等群

众组织，教育启发人民群众为自身解

放而斗争，一大批进步青年从此走上

了革命道路。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

政变后，甘肃国民党当局实行“清党”

活动，革命形势急转而下。为挽救危

局，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

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做出武装反抗

国民党反动派的决定。中国革命从此

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

起的历史性转变。为落实八七会议的

决议，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

提出“党到军队中去”“培植革命的军

事基础”。从 1929 年下半年起，中共陕

西临时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把

打入国民党军、瓦解国民党军、变国民

党军为人民武装的革命兵变，作为陕

甘党组织的重要任务。为此，刘志丹、

谢子长、习仲勋、张东皎等一批共产党

员，利用和当地军阀部队官兵之间亲

戚、朋友、同学、师生、同乡等千丝万缕

的关系，分头打入驻陕西、甘肃、宁夏

的地方军阀队伍中，开展兵运活动，探

索在陕甘建立中国共产党自己领导武

装力量的革命道路。

陇原处处响惊雷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

花。1930 年 10 月至 1934 年 10 月，陕

甘边革命武装在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共

陕西省委的领导下，为贯彻八七会议

精神，唤醒民众，壮大苏区武装，在甘

肃各地国民党驻军中组织了大大小小

的武装兵变十余次，革命的枪声开始

不断在陇原打响。

太白收枪。1930 年 9 月中旬，刘

志丹返回保安，得知谭世麟仍想找他

当骑兵第六营营长后，刘志丹等果断

决定奇袭太白。9 月 28 日拂晓，刘志

丹率领骑兵部队向太白镇前进。当晚，

党组织派进太白民团当兵的赵连璧，

以喝酒为名找刘志丹详细报告了敌人

的布防情况。次日，刘志丹命队伍分头

与敌人进行官对官、兵对兵的“交朋

友”活动。一面麻痹、迷惑敌人，一面继

续深入侦察敌情。10 月 1 日晨，刘志

丹、杨树荣按照部署，以“商借粮草”为

名，消灭了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这

次行动共缴获长短枪五十余支，骡马

十余匹。这次夺枪行动为日后南梁革

命武装的组建奠定了基础。

两当兵变。1929 年至 1930年秋，

中共陕西省委先后派李特生、李秉荣、

习仲勋等中共党员到杨虎城部陕西骑

兵第三旅二团二营开展兵运工作。

1932 年 4 月 2 日，营党委利用该营从

驻地凤县、两当出发前往徽县换防之

机，发动起义。随后，参加起义的 200

多名士兵到达两当县太阳寺，宣布改

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部队经陕

西宝鸡县、千阳县、麟游县、甘肃灵台

县继续北上。到达陕西永寿县岳御寺

驻扎时，被当地土匪王结子的部队包

围，虽进行了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

而被打散。

泾川兵变。1932 年 4 月，杨虎城

第十七路军在西安举办的潼关行营附

设干部教导队 300 多名学员结业，杨

虎城决定把这批学员送至兰州的邓宝

珊部，以加强十七路军在甘肃的力量，

部队沿西兰公路去兰州。13日，教导队

到达泾川县的凤翔路口休整。中共地

下党负责人曹定侯、陆子江等人，利用

这里与陕甘边根据地比较近的地理条

件实施兵变。起义部队在向陕北转战

途中，遭强敌包围，部队被打散。

靖远兵变。1931 年 10月，陕西杨

虎城部孙蔚如师进驻兰州，孙作宾、常

黎夫、马豫章等随军共产党员，以国民

党甘肃宣慰使署点验小组的名义，将

驻扎在靖远的王子元部改编为甘肃宣

慰使署警备第三旅，同时秘密开展兵

运工作。1932 年 4 月，中共陕西省委

派谢子长、焦维炽到靖远，与驻警备第

三旅的党组织负责人一起讨论兵变问

题。因走漏消息，5月 5日傍晚，起义被

迫提前发动。6日，兵变部队集合于靖

远打拉池，改编为陕甘工农红军游击

队第四支队，向海原方向进发。到达屈

吴山时遭王子元部两个骑兵营围追堵

截，靖远第一次兵变失败。谢子长、焦

维炽返回兰州后，与经党组织营救获

释的张东皎、王儒林会合，通过时任国

民党甘肃行署主任的邓宝珊、甘肃宣

尉使署秘书长的杜斌丞等人的关系，

筹得步枪、机枪、手枪百余支，子弹万

余发。5 月 30 日，谢子长等人在靖远

水泉堡打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的旗帜，游击队很快发展到 400 多人。

7月，王云山特务营和国民党冶成章骑

兵旅联合向水泉堡游击队发动进攻，

靖远第二次兵变失败。

巉口兵变。1932 年上半年，国民

党军第十七路军第十九师第五十旅补

充第二团由兰州移防进驻定西。7 月，

在一营三连任排长的赵丕烈和三营任

排长的卢松轩（中共党员），在部队到

达巉口宿营时，发动兵变。兵变部队坚

持了两个多月，途经定西、会宁、靖远、

通渭、静宁、清水各县境，在内无粮草，

外无援兵，与上级没有任何联系的情

况下，孤军奋战，终至失败。

西华池起义。1932年 7月 8日，在

谢子长的指导和陕甘游击队的帮助下，

国民党陆军新编第十一旅中从事兵运

工作的共产党员高鹏飞、杨林等发动起

义。为配合这次起义，陕甘红军主力部

队三天之内未离开盘克塬，接应起义部

队。起义后，部队 170余人进行临时整

编，与陕甘游击队骑兵大队会合。陕甘

游击队队委会决定，将西华池起义部队

增编为第三大队，高鹏飞任大队长。西

华池起义的成功，充分显示了搞武装斗

争，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

天水兵变。1932 年 9 月，陕西警

备师马青苑部在天水发动事变，叛离

杨虎城。事变时，警备师第四团学兵连

也配发了武器，于是，在连队党组织领

导下，学兵连发动兵变。但因缺乏周密

的计划和明确的目的，兵变部队游击

一周后，恰值杨虎城亲自率部前来围

剿马青苑。部队只好暂回马青苑部，兵

变失败。

蒿店兵变。1932 年 10月初，中共

陇东军特委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

在平凉蒿店发动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

甘肃行署干部补习队举行兵变。带出

党员和积极分子 34 人，枪支 40 多支，

成立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不久，红军

游击队在镇原一带，突遭当地民团的

袭击，队伍被打散。

碧口兵变。1933 年 1 月，甘肃宣

慰使署参谋靖任秋与刘秉琳、武伯昌

等前往武都策划国民党新编第二军鲁

大昌部何玉民团兵变事项。因策划兵

变一事泄露，何玉民遭敌诱捕杀害，起

义未遂。

园子岔起义。1932 年 12月，中共

甘宁青特委成立后，决定在甘肃地区

继续组建一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

装。通过进步人士续范亭、共产党员杜

汉三的关系，中共甘宁青特委为王儒

林安排了一个邓宝珊绥靖公署“招募

专员”的职务。王儒林到靖远后，假借

为国民党甘肃行署新兵营招募新兵，

公开招募靖远兵变的失散人员，并于

1933 年 3 月在靖远县园子岔（现属榆

中）正式成立西北抗日义勇军，王儒林

为总指挥，李慕愚为政委。西北抗日义

勇军的活动，引起国民党甘肃军政当

局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恐慌，组织甘、

宁、青三省组成联军“围剿”。同年 4月

下旬，经过红砂岘的浴血战斗，西北抗

日义勇军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水北门起义。靖远兵变失利后，贺

晋年、李培青返程到兰州与中共甘宁

青特委取得联系。在中共甘宁青特委

的安排下，他二人在兰州市警察局交

通分局谋得差事，以此为掩护准备在

兰州地区党的力量比较雄厚、条件接

近成熟的驻军中继续发动兵变。因水

北门城楼驻军排长柳明山是贺晋年的

旧相识，且倾向革命，特委便把策划水

北门城楼兵变的任务交给贺晋年。通

过日常走动，贺晋年与守城驻军混得

脸熟。1933 年 4 月初，贺晋年、崔仰

亭、李培青等乘夜色登上兰州水北门

城楼，控制水北门，缴了驻军枪械。胁

迫水北门士兵 20 余人从铁桥上过黄

河，顺利地在皋兰后长川与西北抗日

义勇军会合，义勇军在此整顿了队伍，

并增编了 1 个步兵大队，由贺晋年任

大队长。后在靖远红砂岘一带随西北

抗日义勇军遭国民党甘、宁、青三省联

军“围剿”而失败。

新堡起义。郭宝珊早期受陕甘革

命影响，1931 年集众聚义，后投靠黄

龙山山寇梁占魁。1934 年秋，国民党

冯钦哉部进剿黄龙山土匪梁占魁部。

在梁占魁部任营长的郭宝珊率所部转

移到甘肃合水，刘志丹派黄罗斌、马锡

五假借慰问进行策反。10月 25日，郭

宝珊在庆阳新堡宣布起义，率领 120

余人参加红军。这支部队后经中共陕

甘边特委改编为陕甘红二十六军所辖

西北抗日义勇军，成为红二十六军的

一支劲旅。

甘肃举行的这十余次兵运斗争，

除了西华池起义、庆阳新堡起义有刘

志丹率领的红军游击队的支持配合而

获得成功外，其余兵运斗争多则坚持

数月，少则几天，都以失败告终，但这

些武装斗争对后期陕甘革命的影响却

是非常深远的。

渊魏洁庆 戴引兄冤

绎 绎 绎

红军野官印冶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南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