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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长征过宁夏（下）

1925 年，中华民国政府最早对
包兰铁路进行过几年的实地勘测，计
划打通包兰铁路宁夏段。 1949 年
初，民国宁夏省政府又给中华民国政
府打报告，请示修建包兰铁路，由于
当时受地理环境、技术条件、资金对
接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华民国政府
最终也没能实施这一计划。

宁夏解放后，党中央、中央人民
政府非常关心宁夏的社会经济和人
民群众生活。1954 年 6 月 19 日，中
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32 次会议通
过《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
合并若干省、市建市的决定》，决定
撤销宁夏省建制，与甘肃省合并为
新的甘肃省。9 月 23 日，宁夏省政
府、甘肃省政府联合发布公告，宁夏
省建制撤销，与甘肃省合并为新的
甘肃省，宁夏省政府从即日起停止
行使职权。10月，经国务院批准，铁
道部对包兰铁路进行实地勘探设
计，特别对火车穿越腾格里沙漠工
程进行了详细勘测、调研，在没有任
何经验借鉴的困难下，中央要求创
造条件也要上。

包兰铁路全程 999公里，铁道部
第二工程局从南向北修，负责兰州至
银川段，总计 468公里；铁道兵某部
队从北向南修，担负包头至银川段的
筑路任务，全长 531公里。包兰铁路
全线在河套平原地区，全线路程河流
交错，桥涵、沟渠甚多，动用土、石方
多达 1160 多万立方米，越过 106 座
大、中、小桥梁，穿过 170座涵洞。在
这里还应提及的是，包兰铁路在中卫
沙坡头和干塘间要穿过腾格里沙漠，
为有效遏制沙暴对铁路的侵袭，银川
专属通知各县赶制数量众多的麦草
沙障扎成方格，同时在中卫沙坡头设
立铁路防沙研究所种植沙生植物，这
一措施保障了铁路的安全运行。同
时，这一创举也使得包兰铁路成为著
名的沙漠铁路，使之成为世界铁路建
设史上的奇迹，成为中国铁路建设的
光辉业绩。

1958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
时，包兰铁路顺利完成施工。包兰铁
路通车，连接了宁夏与西北、华北各
省区，使宁夏丰富的资源得以运往全
国各地，对支援国家工业建设和国防
建设，促进经济发展和商品流通，构
建工业体系都起到了巨大作用，为宁

夏回族自治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
期，飞跃发展煤炭工业、钢铁工业、
石油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农村电
气化，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58年 8月 1日这一天，还有一
件喜庆大事，就是由毛泽东亲自题名
的《宁夏日报》正式创刊。创刊后的
《宁夏日报》第二天就在头版头条报
道了包兰铁路全线通车盛况。

这一天，上午 10 时，银川火车
站人头攒动，锣鼓喧天，彩旗飘扬，
世代没有见过火车的银川人，扶老
携幼赶到火车站，好奇地看着这个
用铁做成的可以飞奔的庞然大物。
在火车站已经铺设好的对开铁轨
上，停放着南北两辆对开的火车，一
辆是开往兰州方向的，一辆是开往
包头方向的。两辆火车头前悬挂着
毛泽东头像和五星红旗，车身披挂
着红绸，远远望去，两辆火车在一望
无边的银川平原上就像两条巨龙。
通车典礼仪式在铁路路基上举行，
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刘格平，自治区
工委书记处书记李景林、甘春雷，内
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哈丰阿等出席了
通车典礼，刘格平为通车仪式剪彩
并致词，银川市数百名中小学生手
持鲜花，兴高采烈地祝贺包兰铁路
胜利建成通车。

包兰线通车后，限于当时的经济
条件，银川火车站没有同步建成，为
了售票和货物运输，银川火车站因陋
就简，在路基旁搭了一顶 10平方米左
右的帆布帐篷，买来算盘、磅秤，作为
临时售票和货物运输的服务窗口。
车票是用打字机打出后，用手推油印
机印出来的。当时，银川站作为过路
车站，没有始发车，只售银川—包头
和银川—兰州的客车票。

老银川火车站是 1959 年 7 月
份建成的，是砖木结构，建筑面积
500平方米左右，有 20多间房子，车
站坐西向东，候车室设有两个售票
窗口，一个问询处，候车室座椅是
木 质 长 条 椅 ，可 容 纳 100 余 名 旅
客。车站广场面积有 900 平方米左
右。1988年，自治区成立 30周年之
际，新银川火车站建成，并搬迁至
铁路西边的位置。2012 年，银川新
火车站建成起用，又搬至铁路东边
原火车站的位置。

（据银川党史网）

中国第一条沙漠铁路包兰铁路通车

1949 年，西北战场捷报频传。
5 月下旬，西安解放。眼看胡宗南
独力难支，节节败退，蒋介石下令
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出兵
援助胡宗南。此时的胡宗南一如
惊弓之鸟，与两年前进攻延安时相
比，其嚣张气焰已荡然无存。经过
扶眉战役解放军又歼灭其主力 4个
军约 43000 人，胡宗南只好将余部
撤往川北和汉中，仅留一个兵团盘
踞在宝鸡。解放军下一步的矛头
所向，必然是甘肃、青海和宁夏。
而马步芳之子马继援率领的青海
陇东兵团、马鸿逵之子马敦静率领
的宁夏兵团，见胡宗南大势已去，
援陕无望，乃各自分头回窜，企图
退守自己的老巢。我解放军 19 兵
团 63军、64军、65军则紧紧跟在马
敦静的宁夏兵团后面，展开了 800
里追击战。7 月底，宁夏兵团的主
力被我 63 军、65 军追到固原县城
以南的三关口、瓦亭一带，我 64 军
则离开西兰公路，取道直插固原县
城，打算切断敌 128军的后路，形成
包围，达到全歼。这是一步绝招，
如果成功，马鸿逵的老巢银川就会
不攻自破。马敦静觉得危在旦夕，
便在开城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命令
马光宗的 11 军连夜于任山河一带
抢筑正面 10 里、纵深 30 里的野战
防御工事，妄图在此阻止解放军的
攻势，守住“宁夏门户”。

任山河，是个只有几十户人家
的小村庄，但村边那条道路是通往
固原县城的必经之路，因此战略地
位十分重要。而任山河村一左一右
各有一个山头，左边的叫鹦哥嘴，右
边的叫罗家山，两山相距不足千米，
居高临下，像一把铁钳扼守着中间
的道路和村庄。

8 月 1 日，我 64 军主力进至固
原县东南的任山河地区时，遇到敌
11军 168师的阻截。发现敌人正在
这里构筑工事，企图占据山地有利
地形阻挡我军前进。当天 12时，军
部命令 191、192师向任山河地区的
鹦哥嘴、罗家山和哈拉山等高地的
守敌发起攻击，以求突破敌人的防
线，拦腰切断敌 128 军等部的退
路。罗家山和鹦哥嘴互成犄角，控
制着通往固原的公路。山上，敌人
构筑了一道道马蹄形堑壕，机枪、迫
击炮构成一个密集的火力地带。总
攻开始时万炮齐轰，山摇地动。15
分钟后，担任左翼主攻的 190师 568

团 2营 4连和 5连，分两路进攻鹦哥
嘴。敌人在鹦哥嘴布置了 4个连的
兵力，配有两门迫击炮、4 挺重机
枪，居高临下，严防死守，我军仰攻
十分困难，指战员们冒着枪林弹雨，
浴血奋战，付出了较大代价之后，终
于拿下了 1号高地。3营在进攻另
一个制高点时，一阵暴雨铺天盖地
般袭来，刹那间山洪暴发，很多战士
被冲出老远。部队顶着暴雨原地坚
持，待雨势稍小后继续顽强进攻。
而此时，守敌打出白旗诈降。营长
不知是计，正要上前受降，敌人突然
开枪射击，营长中弹壮烈牺牲。战
士们见营长倒在血泊之中，怒火填
膺，高呼着口号“为营长报仇！”

“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奋不顾身地
冲入敌阵，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
经过一番惨烈搏杀，终于占领了制
高点，全歼鹦哥嘴守敌。

攻打任山河的尖刀营是 192师
574团 2营。该营发动了数次猛攻，
都遭到敌人的顽强阻击。战士们滞
留在一道 2 尺来宽的沟里，暴露在
敌人的射程内，伤亡很大。作为尖
刀连的 5 连，只剩下指导员段松奎
和 6名战士。智勇双全的段松奎临
危不惧，冷静考虑如何克敌制胜。
他心生一计，对战士们交代一番，然
后趁着敌人射击的间隙，7 个人一
起从沟里站起来，每人间隔数米，一
字排开，背着枪向敌阵走去。敌人
见他们枪口朝下，以为是来投降，便
停止了射击，一个个交头接耳议论
着什么。20米、15米、10米，越走越
近，就在离敌人只有几米的时候，段
松奎大喊一声：“打！”7支冲锋枪一
齐怒吼，手榴弹纷纷在敌群中开
花。敌人措手不及，顿时死的死、伤
的伤，有的抱头鼠窜，有的跪地求
饶，任山河阵地被我军胜利攻占。

担任右翼主攻的 191师 572团，
总攻开始不久就攻下了罗家山前沿
阵地。在向前推进时，3营 8连被一
道深沟所阻，伤亡近半。 10 分钟
后，3 营重新组织进攻。敌人的十
几挺机枪组成密集火力网，封锁了
我军前进的道路。8连指战员大部
分伤亡，全连没有一个完整建制的
班，仅有的 5挺机枪打坏了 4挺，六
零炮弹也全部打光。在这种情况
下，幸存的战士在指导员王震的带
领下，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又发起
新的进攻。机枪手王化兴端着仅存
的一挺机枪，一边捡着敌人的子弹，

一边射击。正在节骨眼上，机枪突
然不响了！王化兴低头一看，原来
枪筒已经打红。急中生智，往枪筒
上撒了一泡尿，机枪又“嘎嘎”叫了
起来。在机枪掩护下，突击队沿着
敌人二三道防线之间的交通壕疾速
前进，眼看就要接近主峰了，但敌人
的枪弹如雨点般打来，压得战士们
抬不起头。正在万分焦急之时，敌
人的枪声突然停了，原来是拿下了
任山河的 574 团及时赶到，从侧面
迂回到敌人背后，一阵手榴弹把主
峰的敌人解决了。经过 6 小时激
战，黄昏时将敌正面 10里、纵深 30
里的野战防御体系全部摧毁。

8 月 2 日拂晓，64 军前进指挥
所与各师联络沟通，军部立即命令
190 师、191 师继续向北追击，占领
并解放固原城；192师为第二梯队；
补训师负责接收俘虏、打扫战场，掩
埋烈士和运送伤员，随后紧跟前进。

任山河战斗历时两昼夜，毙伤
“马家军”1450 名，俘虏 1345 名，缴
获迫击炮 28门、轻重机枪 108挺、步
枪和冲锋枪 1349 支、战马 121 匹以
及其他物资。我军也付出了很大代
价，据战后统计，我军指战员此役牺
牲了 364 人，占解放宁夏牺牲总数
的 60%。

任山河战役是我军解放宁夏
的第一战，也是打得最为惨烈、影
响最为深远的一战。此役摧垮了
宁夏“马家军”的士气，打开了宁
夏的南大门，加快了我军解放宁夏
的进程。五十多天后，宁夏全境即

告解放。
为了让后人追忆这段可歌可

泣的战斗历史，1955年国家投资始
建任山河烈士陵园，园内共安葬烈
士 389 名，其中 1949 年为解放宁夏
而进行的任山河战斗中英勇牺牲
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19兵团 64军指
战员 364 名，长征途经彭阳时牺牲
的红军 4名，剿匪牺牲的烈士、敌后
武工队员、地下工作者、因公殉职
的革命干部等 21名，园内还陈列着
彭阳籍一等功臣陶克叶烈士的骨
灰盒。 1996 年，被国务院批准为

“全国第三批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
重点保护单位”。1997年成立了任
山河烈士陵园管理所。1998 年彭
阳县启动了陵园改扩建工程，经过
建设者们 5 年的艰苦努力，陵园以
崭新的面貌呈现于世人面前。新
陵园占地 2.6万平方米，由纪念碑、
烈士墓冢、革命烈士事迹陈列厅、
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纪念厅、吊唁广
场、工作生活区等组成。其中纪念
碑高 19.49 米，碑阳镶嵌“革命烈
士永垂不朽”八个仿毛体大字，碑
阴铭刻原 64军军长、任山河战斗指
挥者曾思玉将军的题词“正气留
千古，丹心照万年”；革命烈士事迹
陈列厅有反映任山河战斗的展板
和烈士遗物展柜。

“青山有幸埋忠骨，留取丹心
照汗青”，他们生前曾南征北战，驰
骋疆场，如今长眠地下，与青山为
伴，革命英烈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据固原市委党史研究室）

血战任山河
——364名英烈为解放宁夏捐躯

彭阳境西、黄峁山东麓的罗家山脚下，就是当年曾被炮火烧焦和烈士鲜血染红的任山河战场。
任山河战斗是波澜壮阔的西北解放战争中的一场激烈的战斗，由此揭开了解放宁夏的序幕……

64军某部进行任山河战斗前的准备工作。（资料图片）

桃树洼阻援敌

青石嘴战斗结束后，十三大队
接受后卫任务，轻装简从，背包、行
李随前锋三个大队前边走，留下精干
的战斗部队，在莲花沟一带警戒，阻
击尾追之敌，12时以后，红军大部队
都已过了平银公路，进入布山，十三
大队未见尾追之敌，便撤出警戒，向
青石嘴进发。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
敌情，大队四位首长各一个连行动。
邓飞政委随的一个连，走在最后。午
后 2时左右，当他们从裴家堡梁下的
红土川出来，在桃树洼下过公路时，
与从固原方向赶来救援被歼敌军的
一支骑兵遭遇。于是，各连互相配
合，各自为敌，给敌人以迎头痛击。
接着，敌步兵又赶到，但被十三大队
的勇士阻击在桃树洼不能前进一步。

十三大队边打边退，6点以后，
前面三个连已进入寺洼山，邓飞的
这个连，才从桃树洼南面的大树根
沟过了公路，从一条二米宽一米多
深的河中，急行进山。这时，敌人的
步、骑兵都涌到沟边。由于沟两边
敌人密集，不能打枪；前面又有高
山，骑兵无法展开，挥刀乱砍，步兵
端着刺刀，在沟边刺。一阵乱砍乱
杀中，邓飞的帽子也被挑落，但勇士
们顺沟壕弓腰前进，很快上了山
顶。敌人眼睁睁地望着红军越过高
山后，无可奈何地撤回了营地。

是夜，红军宿营青石嘴以东十
余华里的挂马沟、小沟岔、阳洼、乃
河一带村庄。毛泽东住车限村东头
张有仁家的一孔窑洞里。因为群众
听到枪声，全部躲走，找不到食品，
警卫员只好从隔壁羊圈里拉来一只
羊，宰了火烤而食。第二天出发时，
把钱放下。

横扫古城川

8日晨，一纵队仍为前锋，分为
两路向彭阳（白杨城）前进。左路经
海口、任山河，右路经沙河、羊坊，两
路隔乃河并进。在任山河遇马鸿宾
三十五师二三十名运输兵，将其全
部俘虏。在古城以东温沟、又碰见
三十五师一营，一个冲锋，敌兵四散
而逃，缴获步枪八十余支，多为破旧
货，大都砸毁丢弃。一纵四大队天
明到达彭阳，歼灭了尚在酣睡中的
邓宝珊新一军两个连队。中午，大部
队相继到了彭阳，正准备休息吃饭，

忽然敌机出现，投弹扫射，只得散开
防空。侦察连所配备的从青石嘴缴
获的马匹，被炸弹惊散，战士们为拉
马，忙碌了半个小时。这时，尾追股
已接近，并有迂回包围之势，于是饭
没吃成，分两路进彭阳东、西两山。

为摆脱敌人，红军忍着饥饿，入
夜仍在行军。左路二三纵队北上，经
史家崾岘、李岔、祁小岔等地，宿营
王洼一带。右路一纵队东进，经任
湾、吴原，在城阳东北上长城塬，到
赵家山畔、乔渠（范家园子）宿营。
这些地方人家稀少，筹不到粮食，饮
水也很困难，红军没收了大财主赵维
新的二百多只羊和一部分粮食，不足
部分，只得到地里刨洋芋煮着吃，喝
涝坝里的水度过了一夜。毛泽东等
在彭阳东北杜家沟上塬，经大塘，入
夜到乔渠，宿乔生魁家。

入镇原去陕北

9日晨，毛泽东与右路军一起，下
长城塬，经细嘴沟、马洼、火沟，与经
刘塬、米塬、和沟的左路军汇合孟家
塬，又折向东南，进入甘肃镇原境内。

红军离开乔渠不久，敌一支骑
兵赶到。见红军已开拔，就顺大路朝
长城塬东南方向追击。二三纵队经
刘塬北的大阳洼台，卢业广民团自不
量力，鸣枪阻击，被红军击溃，团丁
抱头鼠窜。红军刚到刘家堡子时，大
土豪刘杰（外号刘红头）与其子刘继
（在甘肃武威马步青部当副官，时正
在家）凭堡寨开枪阻击，红军一举攻
克，击毙刘继元，俘刘杰（押至环县
洪德城处决），没收了一部分牲畜、
羊只补作军需。

10日，红军到达三岔，与刘志丹
派来送信的同志相遇。由陕北同志
带路，红军经洪德城、环县、元城子，
19 日到达吴起镇，结束了震惊世界
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1月 6日，陕甘
支队与红十五军团会师甘泉县象鼻
子湾，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
军。从此，揭开了中国人民革命史上
新的一页。在三岔期间，红军为民除
害，解决了称霸一方作恶多端的地主
武装高家湾民团，处决了民团营长白
某，土豪高天斌；镇压了李家湾恶霸
李茂三；没收分配了大土豪李定清的
财产。中央红军的活动，为第二年
（1936 年）红军西征，扩大边区革命
根据地，成立固北县、固原县委奠定
了基础。 （据《固原市志》）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
产党开始在全国各地发动武装起
义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陕甘
地区的共产党人也开始创建红军，
开启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新
征程。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陕甘
共产党人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
在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历程中留下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艰辛的创建历程

1932 年 2 月 12 日，中国工农红
军陕甘游击队（简称陕甘游击队）成
立大会在正宁县三嘉塬细嘴子锦章
村隆重召开。会上，中共陕西省委军
委书记李杰夫代表省委宣布将西北
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
甘游击队，并举行授旗仪式。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成
立，在陕甘地区第一次公开打出了中
国工农红军的旗帜，向广大人民群众
公开了部队的性质和宗旨，标志着中
国共产党在陕甘边区领导的武装斗
争进入新的阶段。

陕甘游击队的创建主要经历了
四个阶段。

兵运准备阶段：1929年 4月，中
共陕北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在榆林
红石峡召开，会上提出“变敌人的武
装为革命的武装”的兵运工作主张，
并通过了“三色”建军方针，即：白色
（派人做争取国民党军队及民团的工
作）、灰色（派人做土匪武装的工作，
收编“山大王”，改造哥老会）、红色
（公开组织建立工农武装）。会后，兵

运工作成为陕甘边区武装斗争的主
要形式。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刘志
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一大批党员、团
员相继进入陕、甘、宁交界地区的国
民党地方武装中开展兵运工作。

南梁游击队阶段：在持续不断
的兵运工作基础上，1930 年 10 月 1
日，刘志丹在合水县太白镇成功领
导太白收枪，在陇东地区打响了向
国民党武装进攻的第一枪。因活动
范围多在南梁及周边地区，被群众
称为“南梁游击队”。但不久队伍在
宁县盘克张皮塬遭到军阀袭击，损
失严重。后几经周折，1931年 9月，
刘志丹组织赵连璧、贾生财、杨培盛
三支农民武装集合在合水倒水湾进
行整编，恢复建立了南梁游击队。
这是我党在陕甘边的革命斗争从兵
运阶段过渡到武装斗争新阶段的重
要标志。

西北反帝同盟军阶段：为了扩
大革命武装，陕北游击支队转战陕甘
边一带寻找刘志丹率领的南梁游击
队。1931年 10月 20日，陕北游击支
队到达合水县林锦庙，与南梁游击队
胜利会师，会师后的革命武装发展到
700余人。12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
指示，要求根据“九一八事变”后全国
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和
西北地区革命形势的变化，将部队改
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于是林锦庙
会师部队于 1932年 1月初在正宁县
北柴桥子村召开全体军人大会，将部
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阶

段：1932年 2月 12日，根据中共陕西
省委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
宁县三嘉塬锦章村改编为中国工农
红军陕甘游击队，全军共 360 余人。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积极开展游击战
争，取得了一系列军事斗争的胜利，
给敌人以重大打击，并且在战斗中不
断发展壮大。

重大的历史贡献

为党在西北地区建立正式红军
奠定了基础。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占
领职田镇、伏击阳坡头、突袭照金镇、
激战艾蒿窑等，在一个多月时间里主
动出击，连续作战，共歼敌 1000 余
人，给敌人以重大打击。

1932 年 3 月 21 日，中共陕西省
委就陕甘游击队情况向中共中央报
告，认为“红军游击队连续不断的胜
利，政治影响非常迅速地深入到农
民、士兵群众中去，大大提高了农
民、士兵的决心与勇气。”并提出“准
备成立正式红军，怎样编制，番号如
何规定，请立即答复。”中共中央于 4
月 20 日作出决议，明确“在最初应
该编成红军一师。并努力求得在最
短时间达到红军二师。该部队番号
暂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
一师。”5月中旬，陕甘游击队历经夜
袭马栏、获捷英旺镇等 9次战斗，历
时半个月，转战七个县，挺进 700
里，粉碎国民党部队的“进剿”，部队
发展到 1500 余人。与此同时，党在
国民党驻甘、陕两省的军队中相继
发动了两当兵变、靖远起义、西华池

起义等，成立了陕甘游击队第三、
四、五、七支队等，有力地打击了敌
人，振奋了革命群众的精神，支持并
扩大了陕甘游击队。12月 24日，根
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陕甘游击队
在宜君转角镇（今属旬邑县）召开全
体军人大会，宣布陕甘游击队正式
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
二团。这是党在西北地区建立正式
红军的开端，也标志着西北地区的
革命斗争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
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为党在陕甘地区创建革命根据
地准备了条件。陕甘游击队在创建
和发展过程中，向人民宣传了党的主
张和宗旨，为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群
众基础；在战斗过程中培养了大批军
政干部，为根据地的建立做了干部储
备；在斗争的得失成败中，积累了大
量建党建军建政的宝贵经验，这些都
为党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工农民主政
权准备了条件。1932 年 3 月 20 日，
陕甘游击队来到正宁县，通过开展游
击战争和广泛发动群众，开辟了正宁
县 72 个村的红色区域。3 月 22 日，
在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主持下，72
个村镇的赤卫队、农会代表和游击队
指战员共 1000 余人，在寺村塬新庄
子举行农民代表与游击队代表共同
参加的工农兵代表会议，宣布推翻正
宁县国民党政权，选举成立陕甘边区
革命委员会（又称“正宁寺村塬革命
委员会”），陕甘边区第一个红色政权
由此诞生。

（据《甘肃日报》）

陕甘高原的第一支红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