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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46年 6月起，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对

陇东边区的新正县、新宁县进行“清剿”。驻

扎新正县、新宁县的“清剿”敌军，抓丁摊粮

摊款，编制地方保甲，抓捕革命干部群众、军

烈属，组建便衣特务队，搜集革命情报，破坏

中共基层政权组织。于此同时，胡部还不断

在陇东增调部队，增修碉堡炮楼等防御工

事，对陇东边区实行严密政治、军事、文化和

经济封锁，进行黑暗统治。

面对国民党军的血色恐怖，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陇东边区的新正县、新宁县军民

紧密配合人民解放军多次击退胡部“清剿”，

谱写了可歌可泣的保卫陇东边区革命硕果

的一页。

1946年8月27日，驻陕西旬邑县关庄村

的胡部一部向新正县发起进攻。解放军警

一旅在新正县游击队紧密配合下，歼灭其部

的一个连，击毙了其连长以下军官 12人，俘

虏了其司务长以下士兵54人，摧毁其碉堡炮

楼9座，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

1946年9月17日，胡部四十八旅一四二

团一营进犯陇东边区的新宁县杨园子（建国

后从宁县划正宁县辖区），解放军警一旅与

新宁县游击队联合将其击退。

1946年11月2日，新正县游击队独立营

八连袭击新正县永和镇胡部驻军的一个营，

毙伤敌军37名，俘虏敌军33名。同年12月6
日，解放军警一旅三团三营奇袭新正县麻咀

头胡部驻兵据点，全歼其据点守敌。12月30
日，胡部驻正宁县山河镇的四十八旅，攻占

了解放军警一旅三团二连驻守的新正县西

坡碉堡。双方激战中，解放军警一旅三团二

连指导员王良英勇牺牲。二连被迫转移至

新宁县北柴桥子（建国后从宁县划正宁县辖

区）。胡部四十八旅攻占西坡碉堡后，向东

南控制了新正县的半掌梁，并将天生黄头

发、黄眉毛的革命烈士王良遗体，运到西安

市游街示众，并大肆制造“中国共产党受苏

联共产党支持，由苏联共产党员当解放军指

挥员”反动舆论。同日，胡部驻陕西旬邑县

职田镇和陕西省宜君县焦家坪的一二三旅

的两个团，向关中分区党政军机关驻地的旬

邑县马栏镇附近的阳头坡、湫头发起进攻。

解放军警一旅二团、三团与之激战，打退了

其进攻。

1947年 1月间，国民党军在全面进攻解

放区失败后，蒋介石又将进攻重点转向了陕

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令胡宗南部主力大

举进攻延安，并调集两个旅进驻陕北榆林。

国民党军的青海马步芳部、宁夏马鸿逵部的

9个旅，组成“青海兵团”和“宁夏兵团”，向陕

甘宁解放区的定边、安边、靖边三边地区发

起强烈攻势，配合胡宗南部进犯党中央所在

地延安。

当年，中共中央在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

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中明确指出：

“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

边区和西北解放区，而此项目的是完全能

够实现的。”中共中央的意图是，要以较小

的兵力，吸引和歼灭敌军的大量主力部

队。为鼓舞全国解放区的反“清剿”斗争，

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和解放军总部留守陕

甘宁边区，领导全国解放战争，并直接指挥

西北人民解放战争，将胡部分割包围于西

北，以粉碎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阴谋。为

此，中共中央组建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

委，张文舟为参谋长，领导陕甘宁边区和全

西北的反国民党的“清剿”陕甘宁边区斗

争。

面对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对延安的进犯

与合围，关中分区所辖边区都进入紧张备

战状态。这期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陇东

边区的新宁县委向关中地委报告，国民党

正宁县保安中队中队长、叛徒王德宽要求

通过率部起义回归革命阵营。关中地委对

此缜密分析研判后，委派王秉祥赴陇东边

区的新正宁县，同王德宽接触商谈具体率

部起义事宜。

1947 年 1 月 10 日晚，王秉祥和新宁县

委统战部长罗金财（正宁县月明乡四沟洼

村人），将王德宽约至新正县八王庄村细咀

子的何进才家，就其率部起义具体事项仔

细商谈一夜。王德宽承诺，他将于 1 月 13
日率部起义。双方约定好起义时间、迎接

地点后，王秉祥和罗金财送走了王德宽。1
月 11 日，对敌斗争经验丰富的王秉祥和罗

金财，转移到了新正县西沟洼，并将双方商

谈起义结果电报关中地委。然而，1月 13日

拂晓时分，王德宽却率国民党正宁县保安

中队包围了何进才家，企图抓捕王秉祥和

罗金财，结果扑了空。其时，关中地委在派

王秉祥前往新宁县同他会面时，为防不测，

作了周密部署，调解放军警一旅三团营长

郭振海率部，提前进入预定地点附近，使敌

通过诈降诱我边区地方武装深入敌占区而

进行消灭的阴谋诡计彻底破产。

这些反“清剿”战争的胜利，粉碎了国民

党胡宗南部对我边区的黑暗统治，长了解放

军和游击队志气威风，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

焰，鼓舞了边区革命群众将革命进行到底的

勇气。

红二十五军——过境陇南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是中

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离开后，

由中共鄂豫皖省委于 1932年在鄂豫

皖根据地重建起来的一支红军队伍。

1934 年 11 月 11 日，中共鄂豫皖

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召开会

议，决定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

16日，在中共鄂豫皖省委领导下，红

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

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由河南省罗

山县何家冲出发长征。

1935年 7月 31日，红二十五军在

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

海东等率领下，占领川陕公路要地凤

县双石铺（今陕西凤县县城）。

8月1日，红二十五军在双石铺召

开“八一”建军节纪念大会，补充粮

饷，休息一天，进行出击两当的准备

工作。2日，红二十五军从凤县双石

铺出发，进入甘肃两当县境内，至灵

官殿，部队兵分三路，占领了两当县

城附近的祖师山、贯沟、北崖沟、刘坪

一带阵地，迅速从三面包围了两当县

城。3日晨，红二十五军以手枪团和

军部交通队一部化装潜入两当城内，

配合先头部队攻占县城。当晚，红军

驻扎两当城内，军政治部驻文庙（今

东街小学），部队露宿在街道两旁屋

檐下。4日凌晨，红军离开两当继续

北上。

经过一个月的艰苦行军，9月 15
日，到达延川县永坪镇和红二十六

军、二十七军胜利会师。至此，红二

十五军胜利地完成长征，成为到达陕

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支长征队伍。

红二十五军长征十个月时间，行程近

5000公里，部队越战越强，由出发时

的 2980余人发展到 3400余人。红二

十五军先期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有

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为

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进入陕北，创

造了有利条件。

红一方面军——决策陇南

由于国民党重兵“围剿”，加之党

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

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

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1934年 10月 10日，中共中央、中

央苏维埃政府、中革军委从江西瑞金

出发，率领中央主力红军共 8.6万余

人，开始进行战略转移，突破围追堵

截，克服艰难险阻，途经江西、福建、

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数省。

1935年 9月 10日，毛泽东、张闻

天、周恩来等率领右路军中红一、三

军（即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和军委

直属纵队先行北上，向甘肃南部挺

进。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藏族村寨俄界 (今甘肃省迭部县达

拉乡政府驻地西 3 公里的高吉村召

开。

18日清晨，红四团胜利夺取了天

险腊子口。腊子口战斗的胜利，打开

了红军北上的通道。18日拂晓，毛泽

东、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一、三军

和军委直属队主力亦通过腊子口，顺

朱立沟翻越达拉山，到达岷县鹿原里

（今岷县麻子川乡绿叶村）、漩窝村

（今岷县麻子川乡漩涡村）一带。20
日下午，在鹿园里村召开干部会，毛

泽东报告行动方针与任务。会后，毛

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

志从鹿园里出发，到达哈达铺。20日

晚，中共中央在哈达铺召开政治局常

委会议，讨论组织部工作和整编问

题。会议正式确定执行俄界会议决

定，对部队进行整编，将一、三军和军

委直属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

甘支队（简称陕甘支队）。

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部队整编：俄界会议确定的陕甘支队

领导人不变，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

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

叶剑英任参谋长，张云逸为副参谋

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

副主任，杨至诚为后方勤务部部长，

罗瑞卿为政治保卫局局长。由彭德

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

成“五人团”指挥军事。全军共约

7000人。

22日上午，在毛泽东和张闻天住

地，中央领导开会商议，决定向陕甘

革命根据地进发。当日下午，在哈达

铺关帝庙内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

议。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形势和红

军整编的报告。

26日拂晓，陕甘支队从这里渡过

渭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胜利突

破了敌人渭河封锁线，占领了通渭县

榜罗镇。

红二方面军——征战陇南

1933年 8月 12日，由湘赣地区红

八军、红十六军、红十八军合编为中

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军政委员会

主席为任弼时，军团长为萧克，政委

为王震，参谋长为李达，政治部主任

为张子意。军团领导机关成立后，下

辖 17、18 两师，17 师师长、政委由萧

克、王震担任；18师师长龙云（因伤重

改任旷朱权代理），政委兼政治部主

任为甘泗淇，军团总计 7800 多人。

1934年 10月 24日，红六军团冲破敌

人重围，到达黔东根据地，与贺龙率

领前来接应的红二军团在黔东印江

县木黄胜利会师。1935年 11月 19日

红二、红六军团从桑植县的刘家坪和

水獭铺（今称瑞塔铺）地区出发，开始

长征转移。

1936年 7月 2日，红二、六军团到

达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

师。7月5日，根据中央决定，红二、六

军团和由原红一方面军九军团改编

的红三十二军，共同组成红二方面

军，与红四方面军联袂北上，向甘肃

南部前进。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

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

副书记，朱德、陈昌浩、关向应、贺龙、

徐向前、王震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

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

1936年8月初，为执行党中央“速

出甘南，抢占腊子口，攻占岷县城”

的指示，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实施了

“岷洮西战役计划”。这是红四方面

军长征途中第二次进入甘肃南部地

区。

9月1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及

二军团先头部队到达哈达铺。8日，

根据党中央“东出陕甘交界的凤县、

宝鸡、两当、徽县、成县、康县一带”的

指示，在哈达铺发布了《第二方面军

基本命令》，组织发动了“成徽两康战

役”，决定乘甘、陕敌人分兵据守的弱

点，向东进军，袭击成县、徽县、两当、

康县和陕西省风县、略阳县，建立临

时革命根据地。

9月 17日凌晨，红 10团胜利占领

了成县县城。同日，占领了徽县城；

18日凌晨，16、17师胜利占领了两当

城。19日傍晚，红 2军 6师 17团顺利

进占康县县城。20日，红二方面军总

指挥部进驻徽县城。

在短短三天内红二方面军三路

纵队连克成、徽、两、康四县，取得了

“成徽两康战役”的重大胜利，它给盘

踞在陇南等地与我负隅顽抗的国民

党反动势力以沉重地打击，大大扩大

了党在甘肃的影响。10月 3日，红二

方面军总指挥部按照党中央的指示，

下达了《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决定

六军为右路，总指挥部及二军、三十

二军为左路，迅速撤离成、徽、两、康

地区，继续北上。

王兴元 (1927—1999)，临洮县紫松区

(今衙下镇)大柳树一户普通农民家庭。父

亲王万荣勤劳质朴，母亲杜氏持家有道，在

那个动荡的年代，靠着几亩薄田及十几只

牛羊艰难度日。王兴元兄弟姐妹 8 人，作

为长子，他从小就被父亲送入私塾性质的

衙下集娘娘庙小学读书。1943年他以优异

成绩考入临洮工业学校。5年后王兴元毕

业，满怀报国之志进入国民革命军西北军

服役。然而军阀统治的腐败令他感到失

望，18天后他毅然离开返回家乡。

1949年 8月 16日，临洮和平解放，王兴

元怀着兴奋激动的心情投笔从戎，跟着解

放大军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十一师。

随后被编入该师轮训大队第四中队，参加

了进一步增强斗志、提高革命觉悟的政治

整训，并于 1950年 4月 17日毕业。期间，他

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司务长管

理后勤工作。1950 年 4 月，人民解放军开

展精简整编工作，决定复员 150万人，将全

军的总员额由 550 万压缩到 400 万，据统

计，当年即复员 23.9 万余人。王兴元也于

1950 年 12 月 28 日收到了复员的命令。但

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精简整编工作终

止，他又被留了下来。

1954 年 4 月 9 日，王兴元由于工作出

色，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司令部、政

治部授予三等功。他的奖励证书“功绩”一

栏写着这样的评语:“工作一贯安心，积极

负责肯干，能按时完成给予的任务，有主动

性，能克服工作中的困难，并能想办法改进

工作，如在合并前做政治质量统计需两天

时间，在四大部合并后也只需两天时间，能

钻研业务，平时了解情况，使统计上很少出

过差错现象。”

1955 年 7 月，王兴元从甘肃司令部复

员转业到北京，担任政治学院政治部图书

馆图书员。1956 年 3 月，他参加了中国人

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部组织的初级政治

夜校学习，不久后被安排担任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政治学院第一副院

长、开国上将肖华同志的秘书。1957 年 3
月，他又被调往由习仲勋同志担任秘书长

的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秘书厅资料室

工作。王兴元当时工作和生活均在中南

海。

在这期间，王兴元曾多次见到毛主席、

周总理，周总理谈笑风生、幽默风趣，他和

同事们都感觉很亲切。

1959年初，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国务院

要求回乡探亲的工作人员必须对各自家乡

民情做一次调查。当时临洮饥情严重，很

多百姓只能以玉米芯、榆树皮磨的面及野

菜充饥。回乡探亲的王兴元心情沉重，离

开家乡时，他抓了家里的榆皮面，包了三小

包带走。后来他告诉家里人，一包榆皮面

他委托省委秘书长陈煜转交给省上领导

了，另外两包带回北京，向部门领导如实作

了汇报。部门领导非常重视，安排他带了

其中一包榆皮面亲自向周恩来去汇报。周

总理询问了把树皮剥下、用斧头剁成小碎

块晒干、再用石磨磨成粉的榆皮面制作过

程，以及不吃饿得不行、吃多了肚子会“烧

住”不通畅的情况后，沉默良久说:“你们家

乡吃的这啊？”王兴元怀着忐忑的心情说：

“就这也快吃不上了”。还有一包榆皮面据

部门领导说连同他的回乡调查报告一起上

报了毛泽东。后来得知国务院监察部派检

查团来甘肃查看灾情、赈济灾民，王兴元感

到十分欣慰。

从 1956年下半年开始，中央开始了建

国以来的第二次较大规模的体制改革和机

构改革。1959 年上半年，王兴元被下放到

陕西蒲城劳动锻炼。当年 7 月，组织又调

整他到位于甘肃永靖县的刘家峡水电站建

设工地工作。

刘家峡水电站是于 1958年 9月 27日开

工建设的，当时这里机械设备不足、技术手

段落后、生活条件严酷，工程基本是以镐起

锨落、人拉肩扛比较原始的方式推进，王兴

元被安排在最艰苦的开挖工区工作。1961
年 1 月，中共八届九次全体会议要求按照

“农、轻、重”的次序安排经济；强调贯彻执

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适当压

缩基本建设战线和降低重工业发展的速

度；之后全国基建计划调整。刘家峡水电

站也从 1961 年 3 月起停工缓建，施工力量

逐步下放。

1961 年 7 月，王兴元申请离职，返乡。

回乡后，王兴元在临洮县紫松区(今衙下镇)
大柳树王家队(社)担任会计工作，工作一丝

不苟，任劳任怨。他给社员记工分分毫不

差，集体财物从不多占。在 1963年至 1966
年农村开展的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和清

财物的“四清运动”中，人民公社派人查帐，

他的账目整齐干净，深受干部群众信赖。

一直到农村包产到户，他干了近 20 年。

1973年 8月 1日，经中国人民解放军甘肃省

临洮县武装部核查，他得以享受退伍军人

待遇，安度晚年。

1999年 8月，王兴元在衙下老家去世，

享年 7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