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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和（1906-1947），又名王景文，
1906年生，永宁县望洪乡西河村人。

1933 年，马鸿逵任宁夏省政府
主席后，加紧了对宁夏人民的残酷
统治，抓兵要粮，保甲连坐，苛捐杂
税，多如牛毛，敲诈勒索，无恶不作，
永宁县人民也不例外，同样过着牛
马不如的生活。王克和深感这种生
活的痛苦，他愤然离乡，赶着两头毛
驴，驮上杂货，冲破马家军的关卡，
走盐池，跑定边，又到内蒙古三段
地，走乡串户做生意。

1935年，他把家迁到三段地，仍
以经商谋生。由于他买卖公平，体
恤穷人，经常给蒙、汉、回群众送钱
送物或赊账经营，全凭群众自觉偿
还，从不上门讨债，得到了当地人民
的赞扬。

1936年5月，红军西征，在彭德怀
司令员指挥下，解放了陕甘宁三省
交界的地区。王克和到盐池、定边
等地，亲眼目睹了红军的所作所
为，他们军纪严明，秋毫无犯，群众
十分拥护，当他听到了红军宣传抗
日救国的主张，心领神会，顿时受
到启发与教育，由此萌发了参加革
命的思想。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天
津沦陷，敌人又向包头进攻，宁夏形
势非常危险。针对当时形势，中央
决定成立中共绥蒙工委和中共宁夏
工委。绥蒙工委派田万生到三段地
开辟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救国工
作。通过接触，田万生觉得王克和
思想进步，于是积极培养教育，使
王克和阶级觉悟提高很快，随后，让
他仍以经商为名，往返于鄂托克旗、
永宁、宁朔、灵武等地，搜集敌方党、

政、军方面的情报，他干得很不错。
1944年 1月，三边地委统战部派

王延到三段地做宁夏方面的工作。
田万生如实反映了情况，认为王克
和已符合一名共产党员的条件，经
过王延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

王克和入党后，仍然做情报工
作，同时，还做从宁夏逃到内蒙古的
难民与逃兵工作。从永宁到三段地
的逃兵，常常三五成群，在他家吃住，
他借此进行宣传革命和抗日救国的
道理，虽然道理浅显，但同志们领会
得很深，所以，不少逃兵参加了抗日
游击队。除此，王克和还根据三边地
委指示，积极开展建党工作。在永
宁，他先后发展了周光耀等 4名同志
入党，为永宁县的革命奠定了基础。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为了防
备蒋介石下山摘桃子而发动内战，绥
蒙工委指示三段地工作据点认真做好
国民党地方保安部队工作。因王克和
有做工作的经验，又加做生意的方
便，所以，他受命与鄂托克旗中上层
人物以拜“把兄弟”保持一定的关
系。通过这一途径，同鄂托克旗的保
安团长及其下属军官、士兵交朋友，
开展工作。根据王延同志的指示，他
终于同保安团长顾寿山及有些营、连
排长拜了“把兄弟”，这为稳定鄂旗西
南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

蒋介石是中国有名的政客，翻
手为云，覆手为雨，言不由衷是全国
人民皆知的。1946年，他终于发动了
内战，重兵包围陕甘宁边区。马鸿逵
乘此也大肆进攻三边，并同伊克昭
盟保安司令奇恩诚密谋窜犯盐池，
威胁解放区的安全。

1947年 1月，根据党中央指示，
三边军分区决定打击奇恩诚的这股
反动武装，要想取得成功，首先要掌
握内情。三段地负责人派王克和侦
察奇恩诚部活动规律，提供准确情
报，以便一举歼灭。王克和接受任
务后，缜密考虑，周详运作，昼夜工
作。一天，他终于获悉了奇恩诚将
于正月十五给下属的军官下请柬，
准备于 17日为其母过寿的重要情况
后，立即报告工委。工委进一步查
明，奇恩诚为母做寿是虚，集中 200
余名官兵密谋进犯三边才是真。三
边军分区根据这一情报，紧急部署，
由警八团、骑兵团和蒙汉支队共同
参战，于 17日，兵分三路，由王克和
为向导，我军几路包剿，一举消灭了
奇恩诚部，击毙、伤敌 150余人，俘 40
余人。抓获马鸿逵驻奇部特务参议 2
名，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马匹、骆
驼和木车。这次战斗的胜利，打击了
敌人的嚣张气焰，为鄂旗除了一害，
扫除了解放区盐池北部的威胁。

在这次战斗中，由于隐蔽不好，
王克和被奇恩诚的家人认出，由此暴
露了身份。为了避免敌人的报复，王
克和回到永宁，更名为王景文，继续
活动于永宁、灵武一带。

5月，奇恩诚的四叔杨生扎布带
领清乡团到处搜捕王克和。这时，
王克和在灵武一饭馆吃饭时，被奇
家派出的便衣认出。奇家遂报告
马鸿逵，王克和遭到了逮捕。

王克和被捕后，敌人用尽了所
有手段，逼他供出共产党的组织。
但无论怎样，他宁死不屈，只字不
吐。3个多月过去了，永宁县警察局
没有得到任何口供，无计可施，8月，

他被押送到了银川，交宁夏保安司
令部军法处审讯。

在军法处，王克和受尽了“插竹
签”“揭背花”“坐老虎凳”等酷刑，但
他毫不屈服。当他见到了在三段地
工委撤退时被捕的王延，他向王延
说：“我只向他们承认自己是被迫带
路的，没有提到党，请党组织放心！
干革命，哪有怕死的！死就死我一
个，我绝不会连累党。”

敌人虽然得不到什么口供，又
无证据，但奇恩诚的母亲在银川赖着
不走，天天要马鸿逵下令处决王克和
为其子抵命。马鸿逵当时在永宁望
洪堡有一公馆，为了自己的安全，他
认为有王克和这样一个人很危险，于
是决定就地枪毙，以便杀一儆百，同
时，又满足了奇恩诚母亲的要求。

9月 2日，军法处把王克和押回
永宁县警察局与周光耀同住一牢
房。夜深人静时，他对周光耀说：“即使
把你送到军法处打死你，也不要说出组
织。”周光耀，含着泪点头说：“是！我一
定向你学习。”次日晨，王克和隔着铁
窗向来收尸的妻子说：“挺着吧，好好
照管孩子，不久就会解放，那时大家
都有好日子过！”

凶神恶煞的刽子手打开牢门，
架起王克和就要往外走，王克和大
声吼道：“放开，我自己有两条腿，自
己会走的！”他昂首挺胸，以沉稳的
脚步走向永宁县城南桥子刑场，刽
子手连放 3枪王克和才倒下。在场的
群众无不受鼓舞，他们流着泪赞扬
王克和视死如归，是个刚强的硬汉
子。王克和的名字永远传颂，王克和
的英勇事迹永远激励着后人。

（据《宁夏革命英烈》）

安塞，地处西北内陆黄土高原腹
地，在延安的正北面。延安时期，有 20
多个中央直属机关设在安塞，当时是
党中央重要的后方基地。1941年，一
个消息传到安塞，犹如一颗重磅炸弹
一下子炸开了。

安塞来了个女县长

“安塞来了个女县长”“安塞要成
‘女儿国’了”。听到这个消息，安塞的
老百姓有些想不通：“别的县长都是男
子汉，为什么咱县上要派一个女县
长？”虽然党中央落脚陕北后，很快就
在人民群众中开展了反对封建礼教、
提倡男女平等的宣传教育，但对接受
新思想不久的老百姓来说，让一个女
同志当县长，能不能干得好，还不是很
放心。加上同时又来了三位女同志，
是否要把一些男同志换下来，有些干
部的情绪也开始不稳定起来。

这位女同志是谁？她为什么能到
安塞县当县长？她能不能当好这个

“父母官”？
这位女同志就是邵清华，江苏武

进人，出生于 1918年 12月。1935年 4
月，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书时她参加
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 12月，她加
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天津、西安从
事党的地下工作。1937年 10月，按组
织的决定，邵清华来到延安进入抗日
军政大学学习，不久被派往绥德地区
组织开展妇女工作。她做妇女工作时
很有魄力，先后担任三边分区妇联副
主任、绥德分区妇联主任。1940年 12
月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妇联执行委员。

1941 年，陕甘宁边区根据“三三
制”原则，进行第二届各级参议会选
举。边区政府十分注重对妇女群众的
发动，号召广大妇女参选参政。延安

女子大学的学生参加了边区政府举办
的选举训练班，并派出选举工作团到
绥德、清涧、子长、吴堡等县开办训练
班，普及选举知识，扩大宣传，训练选
举干部。在选举中，由于妇女群众大
多不识字，就采用“投豆豆”“烧洞洞”
的方法，同意谁就在谁背后的碗里放
一颗豆子，或请识字的人念选票，用点
燃的香在候选人的名字下烧个洞，表
示同意。在这次选举中，选出乡级女
参议员 2005人，县级 167人，边区一级
17人，一些妇女荣任乡长、区长。年仅
24岁的邵清华当选为安塞县县长，成
为陕甘宁边区第一位女县长。

深入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1941年 7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民
政厅与边区妇联专门召开座谈会，欢
送女县长赴任。延安女子大学还从高
级班选调章岩、路岩、李蕴辉三位女干
部协助邵清华工作。中央妇委的蔡畅、
邓颖超、康克清等都热情支持她，边区
政府主席林伯渠鼓励她以实际行动努
力工作，更广泛地联系群众，深入实
际，多做调查研究。

初到安塞，邵清华就深入基层一
线，从最远的七区开始调研。这里有
一百多里远，且道路崎岖，只能徒步翻
山越岭。在面对面和群众交谈中，她
了解到军属的困难，发现有的人好
吃懒做不好好劳动、跳大神的“神
汉”装神弄鬼骗人、有些干部工作作
风不好……她及时把这些问题提出
来，和区、乡、村干部研究解决办法。
第二次下乡，她来到全县第二偏僻的
五区，了解到基层在征收粮食时，只是
自上而下分配任务，但对群众手里有
多少粮食心中无底，提出的定额超出
群众承受能力，在粮食歉收年时，矛盾

就特别突出。负责征粮任务的有些干
部方法简单，态度不好，引起了群众的
反感。根据这些情况，邵清华及时召
开干部会议研究讨论，要求各级干部
讲究政策，注意工作方法，特别是歉收
的地方要如实报告灾情，及时减少这
些地方的征粮任务，对确有困难的家
户，不仅不征公粮，还发粮救济。如此
一来，群众的困难解决了，他们很受感
动，更加踊跃交纳公粮，提前完成了征
粮任务。

为了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邵清华下到每个区宣传动员，帮助建
立春耕委员会。她到徐家沟抓试点，
组织变工队互帮互助，生产搞得热火
朝天，就连一贯游手好闲的人也被带
动参加了生产。徐家沟的经验很快在
全县推广开来。安塞原来不产棉花，也
很少有人会纺线织布。邵清华就请来
外地一位会纺织的妇女来教大家。先
动员 17名妇女学习，在掌握了技术后，
又派她们到各区去当老师，用滚雪球的
办法，使纺织很快在全县开展了起来。

“深受该县民众之欢迎”

邵清华工作有思路有方法，又公
正公平、吃苦耐劳、平易近人，很快赢
得了群众的信任，就连那些刚开始不
服气的男同志也逐渐认可了她。

安塞县绝大部分人没有长途运输
的习惯，只有个别跑运输的脚户。为
了完成好上级赋予的运盐任务，邵清华
就以有经验的人为骨干，以有骡、马等
牲口的人家为主，组织运输大队和分
队，并耐心向群众解释运盐工作的意
义、政策和方法。第一次任务完成后，
她组织大家及时作小结。群众看到，
参与运盐的各户还有一些收入、运输
费用也能得到补偿，表现好的还受到

了表扬和奖励，纷纷表示也愿意参加
运盐工作。之后的运盐工作就比较顺
利了。

安塞六区曾因歉收，发生过一起
哄抢粮库事件。邵清华上任后，注意
倾听群众反映。经过调查，查实原化
子坪乡指导员张彦等个别干部平时就
勾结起来盗窃粮库粮食。在群众吃粮
困难时，既不向上级反映，也不想办法
为群众借粮，反而挑唆群众抢粮，企图
乘乱掩盖他们非法盗窃粮食的罪行。
邵清华下令逮捕了张彦，从重处理了
贪污盗窃国库公粮的坏分子，并在全
县开展遵纪守法教育，着重教育干部
和党员廉洁奉公，带头遵纪守法。

安塞原本文化落后，女孩子没有
受教育的机会。邵清华到任后，在县
政府附近办起了一所女子小学，请女
校长、女教师来任教。开始只有几十
名学生，后来发展到一百多名。学生
不分年龄，按文化编班。教师、校长与
学生家长密切联系，从各方面照顾学
生，帮助家长解决困难。如路远的学
生，老师就经常送她们回家。学生经
过一段时间学习后，可以写简单的信，
记简单的账，个别的还可以给人读报。

邵清华作为陕甘宁边区的第一位
女县长，她爱民为民的事迹很快传开
了。延安《解放日报》在专门报道中写
道：“该县政府在她的主持下，一切均
井井有条，成绩斐然，深受该县民众之
欢迎。”《新华日报》也称赞她到任不久
就“声威大震，在老百姓心目中成了真
正的民之父母官了”。

1943 年，邵清华调离安塞，进入
中央党校学习。之后，在河北、天津的
妇联等部门担任领导职务，1993年退
休，2013年 2月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
年 95岁。 （据《学习时报》）

从 1937 年到 1948 年，林伯渠一
直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他十
分注意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用了
极大的精力去抓生产。

1942 年底和 1943 年初，陕甘宁
边区军民在中共中央的号召下，开
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林伯渠
不仅领导边区生产，更以实际行动
成为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带头人之
一。虽然工作繁忙，他还是挤出时
间，在延安南川开了一片荒地，每天

工作后，他总是扛着农具前往他开垦
的土地，在那里种上谷物和蔬菜，并
持续锄草、施肥、浇水，做到精细管
理。有个农民见林伯渠经常在大清
早提着箩筐拣粪，非常感动，就领着
儿子挑了两担粪倒在林老的粪堆
上。林伯渠见到后表示感谢，但拒绝
了农民父子的好意。1944年，林伯渠
还亲自拟定了个人生产节约计划，
主要内容是：一、从农业生产上，完
成细粮二石交粮食局（用变工合作

方法）；二、收集废纸交建设厅；三、
自 1944 年 1 月 25 日起戒绝吸外来
纸烟；四、今年的棉衣、单衣、衬衣、
鞋袜、被褥、手巾、肥皂，完全不要
公家供给。林伯渠还特意写了一首
自题生产节约的诗：

待客开水不装烟，领得衣被用三年。
淡巴菰一亩公粮交，糖萝卜二分

私费赡。
施肥锄草自动手，整旧如新不

花钱。

发动男耕和女织，广辟草莱增良田。
边区子弟多精壮，变工扎工唐将班。
由于林伯渠精耕细作，管理有

方，他那块地里的作物长势喜人，连
年获得好收成。1944年，林伯渠去西
安、重庆开展工作，前后半年多时间，
影响了生产任务的完成。回到延安
后的第二天，他就开始道歉，这件事
使他身边的同志深受教育，至今还广
为传颂。

（据《人民政协报》）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对陕甘宁边区
实行断供、断邮的财政封锁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
政府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困难。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
民众一手抓自力更生，一手抓精兵简政，政府带头过紧日
子，争做领导大家胜利渡过难关的模范。

粉碎日寇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1941年 8月 22日，毛主席在给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
的信中指出：“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
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既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
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
了，都好办了。”后来他又在讲话中强调：“我们必须注意经
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
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
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为了保卫边区经
济以粉碎日寇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政府 1941
年发行“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救国公债”，原计划发行额
500万元，由于边区人民对政府热烈拥护，踊跃认购，实际
完成数为 618万元，此项债款当年发放经济建设投资 500
万元，其余 118万元作经费开支。在农业方面，主要用于修
水利、设模范农场、购棉种、开林场、低利贷款给移民和贫
农，改良农具种子、改良畜种、训练兽医人员等；在工业方
面，主要用于办制造日用品的各种工厂，贷款给私人开矿
的、办工业的以及生产合作等，使得各种用品逐渐不用向边
区外买；在商业方面，主要用于发展消费合作社，帮助公私
经营的商店。此项公债 1942年、1943年还本付息两次，两年
中还本付息总数 130余万元，到 1944年连同本年度应付利
息 500万元，一次性全部偿清。

“极大力量注意人民经济的建设”

针对“救国公粮”多、“救民私粮”少产生的民力负担重
的矛盾，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讲话中指出：“如果
我们的党与政府不注意动员人民并帮助人民发展农工商
业，则人民生活既不能改善，抗战需要亦不能供给，其结果
就是军民交困。军心民心如不能巩固，一切也就无从说
起，所以党与政府应用极大力量注意人民经济的建设，乃
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任务。”

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税收有四种：货物税（出入口
税）；营业税（商业税）；牲畜斗佣税（牲畜粮食手续费）；盐
税。前三种在税局征收，后一种是盐的出产税，盐在全边
区流通只征收一次，由盐业局征收。陕甘宁边区政府的
税收有几个典型特点：一是以货物税（即关税）占据最主要
的地位。1941年货物税占全年税收总额的 74%，1942年占
84%，商业税 1941年不过占全年税收总额的 19%，1942年
不过 13%，充分说明边区税收的主要来源，是间接税，而非
直接征收商人的所得税。二是工业无税，不论是私营的、
公营的与公私合营的。三是政府奖励的事业免税，如植棉、纺织、纸张与
工业原料完全免税。四是商业多分等级收税。为了使商业税更加公平合
理，由单纯摊派走向以纯收益为累进征收标准。如延安市的商户，分为 10
等 30级。在征收过程中，经常照顾到小商贩的利益，或者免税，或者征以轻
税。这些事实充分说明边区的税收政策是顾及人民负担能力与各阶层的
利益原则。

厉行勤俭节约

早在 1937年 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前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
府驻西北办事处就作出决定：政府办公费实行最节俭的原则。县政府办
公费每月规定 30元，即便是在行政专员驻在地，其办公费得酌量增加的
情况下，每月最多也不得超过 50元。至于区一级政府办公费每月规定为 3
元至 4元，乡政府经费，则每月由边区政府津贴 6元，办公费包括在内，且乡
长不另支伙食、鞋袜费。边区政府主席每月津贴 5元，乡长每月津贴 1.5
元。乡政府每月的办公费只有 1元，整个乡政府，只有乡长一人脱离生产，
并无薪金，除津贴一元五角外，每天公粮一斤四两，菜钱四分。除乡长外，
其他委员、村民委员会主任，都是没有任何薪俸和津贴。

1943年《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规定：一、不急之务不举，不急之
钱不用，且须在急务和急用上，力求合理经济；二、除保证给养外，其他经
费，概须厉行节省。提倡勤俭朴素，避免铺张浪费；疏散机关，调整窑洞，
停止建筑；减少公差公马，提倡动手动脚；实行粮票制，免去双重粮的浪
费；注意一张纸、一片布、一点灯油、一根火柴的节省；爱惜每件公物，使
之多用些日子；不追加预算，并建立严格的审计制度；三、集中力量于急要
的经济事业，实行经济核算制；并加强其管理和监督，开展反对贪污浪费
的斗争；四、爱惜民力，节制动员，不浪费一个民力，一匹民畜；五、坚持廉
洁节约作风，严厉反对贪污腐化现象。

边区财政厅从财政预算节约入手积极落实纲要内容：一是 6万余人的
布匹全部自织，不买一匹布，全体穿土布，可节省 1000万元。二是确定印刷
出版、兵工器材、通信材料等计划及政务军务费用预算，以求节省。三是边
区本身子弟的中学学生衣服、伙食自备，政府供给笔墨课本。四是个人节约
与公共节约并重。在个人节约方面，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订出个人
节约办法，在公共节约方面，特别注意粮食、被服、建筑、用具等方面的节约。

1944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提出，政府办公经费只发一半，试行三个月，
结果大部分机关可以节省，减少了浪费，只有少数机关吃了“母鸡”（老
本）。据统计，1945年全边区共节约 20亿元，足够公家一年的生活费。用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话来说，就是“边区的财政是‘取之有道，用
之得当’的。在数量上讲，全世界没有这样穷这样廉的政府，在内容上讲，
全世界又没有这样有理有节的财政”。

建设节约型政府

1942年，毛主席强调：“各抗日根据地的全体同志必须认识，今后的物质
困难必然更甚于目前，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办法之一就是精兵
简政……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
仍然是有力量的；因而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
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
敌人。”朱德总司令在整财会议上指出：“现在人多了，家就不好当，因为没钱。
平均主义使我们很多事情行不通。现在转变这思想，所以要搞清制度，要分清
人的职分，大家不做事情，只要做官，要学习，要吃穿，是不行的。”

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的精兵简政运动先后进行过三次。第一次精
兵简政活动自 1941年 12月开始到 1942年 4月结束，主要工作成绩是裁减
了一些骈枝机构，缩减了数千名的工作人员，其中“边区一级缩编至 82%，
专署，县区，乡级缩编至 70%”。不足之处是“缺乏经验，对精简工作必要
性认识不足，思想提高不多，工作改进不大”。第二次精简活动自 1942年
6月开始到 1942年 8月结束，这次精简的重点是建立了“合署办公、政务
与事务分工、加强下级、提高县政府职权”的一些工作制度，精简的结果是

“建立和健全了制度，上级机关也精简了一些人员，但又都充实了基层组
织，实际精简不多”。第三次精简活动自 1943年 1月开始到 1944年 1月结
束，这次精简活动遵循毛泽东提出的“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
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方针，认真执行了“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准备
文件、听取指示、贯彻执行”几个环节，同前两次精兵简政活动只在政府系
统中进行不同，第三次精兵简政是在政府系统、党中央系统、西北局系统
和军队系统中全面进行。经过 1年的努力，基本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
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个方面的目标。

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面对敌人的军事摩擦和财
政封锁，在大的施政方针上认真地实行精兵简政、厉行节约和一切其他节
省民力、充裕民力的措施，同时从穿衣吃饭这些日常问题上，用现实的行
动、具体的事实告诉人民，党和政府是跟他们血肉相连、甘苦与共的，党和
政府不仅在敌人面前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保护者，而且在困难面前也是咬
牙吃苦有计划有办法领导大家胜利渡过难关的模范。中国共产党以担当
作为的实际行动告诉大家：“目前所遭遇的困难乃是胜利之前的困难，漫
漫长夜已将破晓，目前的黑暗一过，天就要明了。” （据《学习时报》）

陕
甘
宁
边
区
政
府
如
何
过
紧
日
子

王克和：英勇事迹激励后人

陕甘宁边区的第一位女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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