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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陇东革命老区干部支援“新区”
□ 董勇 南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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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 11月下旬，中共陕甘边区特

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一带进行军

事斗争、开展游击活动、创建第二路游击

区的同时，派出得力干部配合地方开展发

动和组织群众工作。梁沟门会议后，成立

了由吴岱峰任主任的南梁后方工作委员

会，任命张策为红四十二师后方特派员，

领导和开展南梁根据地的群众工作。

1933年 11月，习仲勋来到南梁，先在

莲花寺附近的豹子川贫农李老五家中养

病。习仲勋在李老五的精心照顾下,很快

恢复了健康。习仲勋后来回忆说：“住在

豹子沟李老五家里，因这一带敌人活动，

李老五白天把我送到山里，晚上接我回来

吃饭。”

习仲勋养病期间,就开始了南梁根据

地的建设工作。据后来任南梁政府保卫

大队中队长的王殿斌回忆:“1933年 11月,
刘志丹来南梁,在芋子庄开会、宣传,留下

习仲勋、张策、吴岱峰开展群众工作,组织

农会、工会。首先在小河沟、豹子川开展,
白家洼子村会张社宗负责、芋子庄村会王

建保负责,老庄河村会邵风山负责,焦台沟

村会张子修负责,白峁村会田月喜负责。”

春节前夕，习仲勋从南梁豹子沟赶到

十多里外的二将川。这时，刘志丹领导红

二十六军和游击队主力正在南梁一带发

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创建新的苏区。

红军主力离开南梁后，习仲勋带领庆阳游

击队和部分地方干部深入开展群众工作，

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工会。群众工

作首先在小河沟、豹子川展开。

由于南梁堡人民群众深受庆阳大地

主“裕茂隆”“恒义和”和当地大地主赵福

奎等的压迫和剥削，生活十分困难，革命

的愿望十分强烈。习仲勋、张策一个村庄

一个村庄地召开群众会议，发动贫苦农民

群众，很快南梁一带成立了雇农工会、贫

农团和农民联合会。习仲勋回忆道：“当

我们确立了建立一、二、三路根据地，即以

南梁堡、华池县为中心建立基础，再向南北发展，主力二十六军

依据这个中心地区，南北策应，把一、二、三路根据地打成一片，

创造大块的陕甘苏区。据此任务，我们的方针是准备与成立武

装，开展游击运动。首先扫清阎家洼子、东华池、南梁堡民团赵

老五及二将川这些地方的地主武装。又因这一带的群众很落

后，高岗与我们就挨家挨户的进行宣传工作。并在该地缺乏牛

羊的情形下，发动他们配合游击队分牛羊，提高了群众的觉悟，

发展了二将川、白马庙川、南梁堡、豹子川、平定川、义正川、吴堡

川等地的群众组织。”

习仲勋和张策经过调查研究，确定了群众工作的步骤和方

针，即：先开展耐心细致的群众宣传解释和动员工作，建立群众

组织，发展革命武装，开展游击运动，再开辟根据地，建立苏维埃

政权。红二十六军带领游击队扫清阎家洼子、东华池、南梁堡民

团和二将川地主武装后，他们深入到白马庙川、玉皇庙川、荔园

堡川、小河沟等地的贫苦农民中，访贫问苦，挨家挨户做宣传工

作，发动群众配合游击队去分牛羊，组织建立各种群众团体，并

把伤病员安置在平定川、豹子川一带治疗和休养。帮助各村组

建游击队、赤卫军，武装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分财物、发展党

员、建立党的组织。

开始，南梁一带的贫苦农民也并不完全了解红军和共产党

的政策，红军到后，有些群众吓跑了。为了以实际行动影响教育

群众，红军吃群众的饭后，折算成钱，作价付给群众，并留下纸

条，上面写着：我们是穷人的军队，是要打土豪、分田地，解放你

们，你们不要怕等等；走时还将住过的地方打扫得干干净净。这

样，群众慢慢就不怕红军了，对红军的印象很好。经过教育发

动，群众逐渐觉悟起来。习仲勋等革命干部积极组织群众，武装

群众，建立起雇农工会、贫农团、农民联合会和游击队、赤卫军。

在习仲勋、张策等领导下，南梁地区成立雇农工会12个，每个

工会选举主席或会长1名。1933年冬，南梁地区第一个农民联合

会在金岔沟成立，白阳珍任主任，贺二任副主任。11月25日，在南

梁小河沟的四合台村建立了南梁地区第一个乡级苏维埃政权。

接着，组织建立二将川、白马庙川、玉皇庙川、南梁堡、豹子川、义

正川、五堡川、白马川等地的农民组织，成立农民联合会、贫农团、

雇农工会、妇女会和儿童团等群众团体，把农民、手工业者、妇女

组织起来。这些群众组织非常活跃，对根据地各项工作特别是支

持革命战争、扩大红军和土地革命均起到很大作用。

当时，雇农工会和贫农团只吸收雇农（长工、无地的农民）、

贫农参加。农民联合会由贫农和中农参加，雇农也可以参加。

农民联合会是以贫困农民为主要力量的组织，属于临时基层红

色政权性质的群众团体，主要负责人通过选举产生，主要任务是

组织农民、发动农民，领导农民打土豪、分财产，开展土地革命斗

争，配合红军和游击队作战。

1933年冬至1934年春，在南梁、小河沟、荔园堡、豹子川、东

华池等地相继建立赤卫军大队5个，约1000余人。荔园堡、小河

沟、豹子川一带为第一大队，大队长郑德明（后陈贵存），辖3个中

队；玉皇庙、马莲岔一带为第二大队，大队长高生荣，辖3个中队；

白马庙川一带为第三大队，大队长张步云（后朱志清）；二将川一

带为第四大队，大队长为梅生贵（后阎树堂、王俊山）；葫芦河一

带为第五大队。赤卫军是农民的军事组织，维持地方治安，协同

农民联合会开展工作，配合红军游击队作战，主要用梭镖、大刀、

猎枪和少量步枪武装自己，承担站岗、放哨、送信、监视土豪恶

霸、转移伤病员、保护群众，积极配合红军和地方游击队作战，保

卫和发展壮大南梁革命根据地。1934年秋季，南梁地区的赤卫

军发展到18个大队。 （文章节选自《南梁革命根据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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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长武县碾子坡是华夏文明的源

头，具体点讲，长武碾子坡是周祖故里。

胡谦盈说：“从考古成果来看，目前为

止，碾子坡是一个最重要的先周文化遗址，

年代最早是它，现存遗址中内涵最丰富的

也是它，周人最早的聚居地就是碾子坡。”

胡谦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她先后

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队、安

阳队、丰镐队和泾渭队队长。她领导和主

持晋南、豫东和泾渭三个地区的考古调查，

以及丰镐都址、安阳殷墟、陕西省碾子坡等

重要文化遗址的大规模发掘研究。

碾子坡在今天的陕西省长武县冉店

镇。1980年至 1986年，由胡谦盈领队的中

国社科院泾渭考古队在长武碾子坡先周文

化遗址群进行考古发掘，开创了我国先周

史研究的一个新纪元。2014年，碾子坡被

定为国家重点保护单位，认定碾子坡是和

丰镐、周原、殷墟同样重要的夏商周古迹。

据泾渭考古队研究发现，目前发现的

先周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陕西、甘肃、泾

河、渭河流域。已知的文化分布范围大致

为：北界达到甘肃庆阳地区；南界在秦岭山

脉北侧；西界在六盘山和陇山东侧；东界的

北端在子午岭西侧，南端以泾河和石川河

之间为界。全区南北长300多公里，东西宽

200多公里，其地域大致相当于今天陕西省

咸阳、宝鸡地区以及甘肃省庆阳、平凉地区

的东半部。

据史书记载，周人由邰地迁至彬地的

路线为：周祖不窋带领族人从今天的宝鸡一带沿关山先抵达泾河流域

的崇信，再由崇信沿汭河止泾川，辗转之庆城扎根，教民稼穑，逐渐扩

大其势力范围。因为处于戎狄之间的庆城经常受到戎狄侵扰，为避免

战事不窋之子鞠陶、其孙公刘在扩大势力范围的同时逐渐南移，并设

北豳国与南豳国。北豳国包括今天的陇东大部分地区，南豳国包含了

今天的长武、彬县、灵台、麟游、旬邑及淳化的部分地区。

碾子坡是周祖故里，源于它有三个独立性发现。

初次出土了先周时期的农作物遗留“碳化高粱”。据考古资料记

述：“碾子坡高出住屋基地和灰坑的壁龛里以及已残破的陶尊内发现

一些碳化粮食”，经鉴定，这些碳化粮食为距今 3000多年前没有去皮

的碳化高粱，这一发现把中国种植高粱的历史向前推了上千年。

出土了周人迁岐以前铸造属于铜制礼器中的“重器”——大型铜

鼎。出土的两尊铜鼎，其中一尊乳纹鼎重约10.3公斤，是迄今发现年

代较早的青铜重器之一。出土的一件铜瓿上的鸟龙纹首尾衔接，以云

纹为地，纹饰清晰，造型精美。

碾子坡三件铜器出土于先周墓葬。虽然没有铭文，但它是最早的

实物，是跟司母戊鼎有着同样的价值的国宝。

出土了迄今为止数量众多、已知年代最早的先周文字甲骨文。胡

谦盈说，“根据古代文献记载，今天的陕西省长武县、旬邑县和彬县一

带，在中国古代称南豳地区。相传周人早期居住地及其都邑——周先

王‘公刘居豳’的地望就在那一带”。

《史记》中周人族系第二人，不窋生活在戎狄群体之中，一方面指

出，不窋时代“去稷不务”，另一方面又强调，周道之行的原因是不窋的

孙子—公刘时代实行“务耕种、行地宜”的结果。

先看看周人世系序列：

后稷（姬弃）—不窋—鞠陶—公刘（姬刘）—庆节—皇仆—差弗—

毁逾—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亶父—季历—周文王（姬

昌）—周武王（姬发前1045-前1043）。

胡谦盈指出，“碾子坡先周文化早期陶器群迄今不见于歧邑和丰

邑等地，说明它的年代略早于古公亶父时期”。

据考证，碾子坡周遗址群生活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相

当于略早于古公亶父时期的殷墟武丁时代。从周世系表来看，每位统

治者在位时间最长也就是20年时间，按照平均每位统治者在位15年

时间计算，周武王姬发在位时间为公元前1046—公元前1043，从周武

王到其先祖公刘时期中间有11位统治者。历经165年，这样推算，公

刘时期也就相当于公元前1211年。这与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的时代

正好相符。

可以想象，3000多年前在公刘统领下的碾子坡，男人们顶着烈日

在田间辛勤耕作，女人们采桑织麻后看着日头天色为一家人准备饭

食。田间、坡头、农具、土地、植物、牲畜、家禽，这一切书写出先民农耕

时代丰富多彩的美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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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年画连环画
□ 钱国宏

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三大战役迅速取得胜

利，全国解放指日可待。西北野战军也以摧枯拉朽

之势，席卷整个甘肃大地。随着国民党军队的溃

败，甘肃各地国民党政府组成人员纷纷作鸟兽散，

地方政权出现空白。组建新的政权机构成为当务

之急，但是干部紧缺，致使甘肃新区出现“干部荒”。

为了迎接甘肃新生政权的诞生，迅速输送大

批干部接管新区，陇东分区早在两年前已经开始

积极筹备。1947年初至 1948年 2月，陇东分区有

136名干部随军，168名直接参军，381名调往新区

开展工作。1948 年 3月，中共陇东地委和分区专

署决定，将陇东中学改建为陇东分区党校，分设党

政干部训练班和新区干部培训班，开设政治、文

化、军事训练课，主要为区、乡、村培养政治、军事、

党务、经济、文教等项工作的干部，为接管新区做

准备。1948年 4月曾连续两次抽调 322名干部随

军和在新区任职。7月后，根据西北局的指示，陇

东分区党组织把为新解放区输送干部作为政治任

务，大力开展培养选拔干部工作。

至 1949 年 3 月，仅华池一县就选拔干部 118
名，送党校学习和培养的干部 225名。5月，陇东

分区党校更名为分区干部学校，增设班次，扩大招

生，增加学习内容，增设课程，为收复和接管工作

培训各类干部。至 7月，共培训干部 889名，其中

460名干部到新解放区参加了接管和政权建设工

作。这期间，陇东各县也开办短训班，以时事、土

改政策、肃反政策、收复区政策等训练内容，加快

干部培训步伐。华池、环县、镇原、庆阳、曲子、合

水、新宁、新正 8县，共举办干部培训班 40多期，培

训干部 1140 多人。分区和各县的统战、民政、经

济、妇女、青年团等系统也分别举办各种培训班，

培养了一批专业干部，向新解放区输送干部 1300
多名。

1949年8月，陇东军分区选调干部战士400名，

到平凉、天水、会宁参加组建地方武装和军分区机

关。陇东分区干部学校学员随解放军向西挺进，一

部分学员留在平凉分配工作，抵达定西时，中共甘

肃省委刚成立，学员移交给省委分配工作。如庆阳

县长杨福祥被派往泾川县任县委书记，庆阳县统战

部长贾庆礼被派往隆德县任县委书记，三十里铺区

长武占斌随军到海原县任县委书记，陇东专署秘书

杨生随军西进，任酒泉专署民政科长、安西县委书

记，甘肃工委副秘书长陆为公任定西专署副专员，

李正廷任武都军分区副政委，王耀华任岷县地委书

记，杨和亭任临夏地委书记，贺建山任酒泉地委副

书记兼组织部长等。

在甘肃省、地、县的许多新生政权中，几乎都有

陇东解放区去的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

任庆阳县第二任县委书记的魏俊杰回忆说:他在

1950年初接任县委书记时，庆阳县的干部基本走空

了，连县委书记赵云山和县长蔡德旺都调往了省

城。不要说县委、县政府的干部，就是区、乡级的干

部，也走得只剩了驿马区的一位乡长。因这位同志

的年龄实在太大了，走不出去才留在了当地，其他

区、乡的领导干部都走了。当时的任务之一，就是

选派干部去新解放区任职。为了支援新解放区的

政权建设，光从庆阳县走出的干部就不下千名。

陇东解放区的干部培训取得显著成效，给新解

放区的接管和新政权的建立输送了大批干部，保证

了新解放区各类干部的需要，促进了新解放区接

管、建政工作的顺利完成，为甘肃乃至西北新生政

权的诞生作出了贡献。

1949 年底,全省干部总数 31547 人，占总人口

968.45万人的 0.33%。随着各项工作的全面开展，

干部需求量增大，主要从军队转业干部、大中专毕

业生中吸收，从工人、农民和社会上招录。甘肃全

境解放后，各级党组织在迅速完成对国民党政权

接管改造的同时，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训练和

吸收大批积极分子参加革命工作，以适应各条战

线急需干部的需要，为党所领导的政权建设、恢复

国民经济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组

织保证。

年画始于古代的“门神画”，是我国

特有的一种绘画体裁，也是群众喜闻乐

见的艺术形式。年画连环画则是指人

民群众在过年时，贴在大门、灶台、屋墙

上的一种以连环画形式展现的年画。

它与连环画一样具有一定的连续的故

事情节，有三四幅以上的画面组合而

成。清代天津杨柳青的一组套色木刻

《白蛇传》（单张分格）是我国一张较早

的年画连环画。清朝末期，随着石印技

术的西技东进，年画连环画也发生了相

应的变化，从单张分格开始扩展到双条

屏、四条屏分格。民国初期天津版的

《天河配》《二度梅》等（均为八条屏、24
幅图）是目前国内发现分格最多的年画

连环画。

早期的年画连环画多是条屏式的，

常见的有四条屏的，由 12—16幅关联的

图画连载一起；有八条屏的，由 18—32
幅图画连在一起；也有整张条屏的，但

其中又分若干幅小图。民间年画连环

画色彩明快，浓墨重彩，彰显出一种节

日的喜庆、吉祥氛围，内容多为民间故

事、戏曲故事等，如元代剧作家王实甫

的《西厢记》，就是典型的民间年画连环

画，全幅年画以红色为主调，饰以绿、

蓝，突出了喜庆的节日主题。

建国后，年画连环画印刷技术得到

了提高，题材更加丰富、广泛。国内一

大批大师级画家纷纷转向年画连环画

创作，如上海的程十发、刘旦宅、贺友

直、戴敦邦，北方的王叔晖、刘继卣、任

率英等。程十发创作的《列宁和炉匠》、

刘继卣创作的《平常的会见》、贺友直创

作折《婚姻法成全了两对好夫妻》等，都

是因画面精良、画技精湛、存世较少而

成为年画连环画中的“骄子”。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古典戏

曲故事被改编成年画连环画，受到了广

大人民群众的推崇和喜爱，炕墙上贴几

幅年画连环画，成为许多农村地区过年

时的一种时尚和过节内容。

年画本就是中国民间艺术中历史

悠久、影响广泛的形式之一，它与连环

画的有机结合，不仅提高了年画的艺术

表现力，也使群众增添了一种喜闻乐见

的连环画艺术形式，其独特的内涵赢得

了广大人民的喜爱。

珍 赏

由民乐县政协编辑的第二十辑文史

资料《民乐华章》，日前正式付梓出版。

全书收录了全国各地作家、诗人对

民乐历史文化、自然风光、人情风俗、特

色产品的记忆、怀念、歌颂和述怀的

149 件文学艺术作品，分“史话民乐”

“多彩民乐”“魅力民乐”“印象民乐”

“诗意民乐”5 部分组成，力求多角度透

视民乐的文化旅游资源、城乡建设巨变

和创新进取精神，约 33万字。

全书以述、传、图诸形式，揽百年于

一瞬，记历史之更替；熔百业为一炉，叙

事物之兴衰，展现了一幅民乐风物人情

的画卷。该书的出版将成为外界了解

民乐悠久历史，感悟民乐厚重文化，感

受民乐壮美风光，感知民乐风土人情的

窗口，激励全县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砥砺前行、再续

华章。

（章新俊）

民乐县政协《民乐华章》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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