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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红色记忆

1936年秋，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八
军和三十二军进驻城阳、彭阳、石家沟
口一带，王兆璜发动当地群众组建抗
敌后援会（原称抗敌救国委员会）。
1937年 2月，群众选举王兆璜为红河
抗敌后援会主任。抗敌后援会是公开
的群众组织，主要任务是组织发动群
众进行抗日宣传，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搞好抗日支前工作。王兆璜担任抗敌
后援会主任后，扎根群众，组织宣传发
动群众，筹款筹粮支援前线，及时有效
地保证了驻地红军队伍的给养。中国
共产党作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时刻关注并领导各地的抗日运动。
为了进一步发展壮大党员队伍，在党
组织的培养教育下，彭阳的一些先进
分子积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共环
庆特委派往红河地区工作的李有福、
朱孟才认为王兆璜已经符合共产党员
的条件，于是在1937年7月介绍王兆璜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抗敌后援会主
任到成为中共党员，是王兆璜人生的
重要转折点，也是他投身党和革命
事业的新起点、新征程。在出色完
成党组织交办的各项重要任务的同
时，王兆璜还以抗敌后援会主任的身
份，经常与积极分子谈心谈话，用心物
色入党对象，扩大党员队伍，壮大党组
织力量。

1939年 7月，在抗敌后援会的基
础上，正式成立了红河党支部，王兆璜
担任支部书记。在党支部成立大会
上，王兆璜在李有福和朱孟才的帮助
下明确了党支部工作重点，向党员宣
布了三项主要任务：学习党的基础知
识，让党员进一步理解党的性质和奋
斗目标；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提高党组
织的战斗力；及时了解敌情，掌握敌人
动态。就任党支部书记的王兆璜，定
期召开组织生活会，组织党员学习党
的基本知识，传达上级指示。当形势
逐渐恶化、敌人活动猖獗时，王兆璜发
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及时采
取分散活动的方式，由党支部书记、副
书记、党小组负责人单独和党员谈心，
传达文件，学习红色书籍，确保党的组
织活动持续不间断。在党护党，忠诚
担当。红河党支部的成立，为凝聚革
命力量和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提供
了平台和组织保证。红河党支部成立

之时，正值红军奔赴抗日前线之际，但
国民党反动势力不顾国共合作的大局，
继续实施“攘外必先安内”反共政策甚
为嚣张的时期，红河党支部处于白色恐
怖之下。为了封锁陕甘宁边区，蒋介石
曾先后令胡宗南部、东北军、国民党八
十二军以及宁夏的马鸿逵、马鸿宾等
部的部分军队，驻扎在固原地区及红
河周边。加之国民党自卫队等地方反
动组织反共限共，敌人关卡林立，搜查
逮捕革命志士，血腥镇压群众爱国运
动。在如此严酷的形势和艰险的环境
下，如何确保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和安
全，对红河党支部和王兆璜都是极为
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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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组织反共限共，敌人关卡林立，搜
查逮捕革命志士，血腥镇压群众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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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璜认真学习和理解党在白区
“隐藏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
时机”的工作方针，为红河党支部制定
了严格的纪律，规定党员必须做到四
不准：不准喝酒，不准通财，不准说假
话，不准暴露党的机密。若有违犯，将
会受到严厉的党纪处分。作为支部书
记，王兆璜身体力行，为其他党员作出
了榜样。还规定了一系列具体的保密
措施：党员之间保持单线联系；不能把
自己的党员身份和支部的事告诉任何
人；每个党员不得打听其他组织或其
他党员的情况等。

严酷的斗争实践告诉王兆璜，不
但要做好隐蔽，还要积极开展工作，
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力量。血的教训
让王兆璜深深懂得，党员的素质关乎

党的安全，严格把好发展党员关极为
重要，必须坚持做到不可靠的人不发
展，成分不好的人不发展，沾染了不良
习气的人更不能发展。对已确定的发
展对象，王兆璜都要亲自进行甄别，并
通过多次艰巨任务来考验检视。为了
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必须及时准确地了
解敌情，掌握敌人动态。为了适应新的
斗争形势，必须及时准确地了解敌情，
掌握敌人动态。王兆璜和支部成员对
城阳乡公所和几个保的人员进行了全
面分析，认为六保的保丁惠安民为人正
派。支部就派人主动接触惠安民，积
极做他的思想工作。有时王兆璜还亲
自出面和惠安民谈当前形势、谈红军、
谈陕甘宁边区，惠安民思想进步很
快。一次，国民党固原县政府给城阳
乡政府发了一封抓捕地下党员的秘密
信件，惠安民想方设法得知后，及时通
知了党组织。由于采取了紧急防范措
施，地下党没有遭受任何损失。经过
多次考验，惠安民被吸收入党。

作为一名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地
下斗争 10年之久的党支部书记，白色
恐怖一直围绕着王兆璜的工作和生
活。然而，他不仅在严酷的斗争环境
中对党忠诚、愈挫愈勇，而且不断积累
斗争经验，坚持不懈地建强党的基层
组织、发展壮大党的有生力量。从支
部建立之初的 3个党小组、15名党员，
发展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 5 个党小
组、52 名党员，为党培育了一批优秀
干部，壮大了革命队伍，使红河党支
部成为宁夏农村唯一长期坚持开展
革命活动直到全国解放的中共地下
党支部，为陕甘宁边区革命斗争作出
了重要贡献。

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使王兆璜
增长了斗争才干，增强了斗争本领。
他和敌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
争，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积累
了宝贵的经验。对于那些横行乡里、
欺压群众、民愤极大的国民党保长，
王兆璜采取以地下党组织的名义进行
警告、依靠游击队直接敲打等办法，既
彰显了党组织的声威，也狠狠打击了
国民党的嚣张气焰，使群众拍手称快、
敌人闻风丧胆，极为有效地保障了党
组织的活动和安全。何塬村和野王村
有几个保长，抓兵拉夫、打骂群众，到

处打听谁是共产党员，对党组织的威
胁很大。王兆璜连夜赶到环县，向县
委作了汇报，县委派人对之进行教训，
保长的恶劣行径得到遏制，百姓的生
产生活环境得以改善。王兆璜采取实
事求是、机智灵活的斗争策略，使得红
河地区的保长迫于革命的压力，反党
反革命行为越来越少，基本上对红河
党支部开展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对国民党县政府只是敷衍应付。有一
次，国民党县政府派兵搜捕王兆璜，一
个保长慑于边区游击队的革命影响
力，立即出面说情担保，才使王兆璜免
于被捕。有时，保长实在顶不住上面
的压力，就一面派人抓人，一面又暗地
通风报信。

1942 年夏天，组织上从元城子
派了两名干部去青海工作，到红河
和王兆璜接头后，王兆璜连夜护送两
名同志躲过敌人的哨兵，巧妙地应付了
土匪的拦路抢劫，在天亮之前赶到了
平凉，顺利地完成了护送任务。一
次，王兆璜接到上级指示，要他迅速
摸清红河的敌情。王兆璜乔装打扮成
送粮人混进了敌营，见几个劳工在里
面干杂活，他不慌不忙地凑过去，一边
干活拉家常，一边观察敌情、搜集情
报。之后，他偷偷离开敌营，只身翻越
三道山梁和大沟，跑了六七十里路，及
时向上级汇报了情况。

1949年春季，组织上要求红河党
支部组织游击队迎接解放。王兆璜和
党支部一班人认真研究摸底，分头组
织动员群众，把 60多名适龄男子组织
起来，成立了游击队。王兆璜亲自率
领游击队，以镰刀、锄头、铁锨、棍棒为
武器，白天隐蔽，晚上出来活动袭扰敌
人，一方面有组织地对抗国民党的拉
兵要款，一方面积极宣传组织群众在
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筹粮筹款，支援解
放军解放固原。8月 2日，固原解放。
当年隶属于固原的红河党支部跨入了
崭新的革命和建设征程。

1962 年，因年龄原因，王兆璜主
动要求从区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
甘愿做一名普通党员，继续为乡邻群
众服务。在农村始终以一名普通党员
的身份战斗在农业第一线，直到 1985
年 2月因病逝世。

（据《共产党人》、宁夏党史学习网）

王兆璜：初心不改干革命 矢志不渝为人民
王兆璜（1896—1985），宁夏彭阳人，中共党员。1939 年至 1949 年任中共红河党支部书记。在白色恐怖、血雨腥风的岁月中坚

持对敌斗争十余年，领导发展了党在海固敌占区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地下党支部，是固原地区早期党的革命者之一。

北塬村黑蒿山位于彭阳县城阳乡东
部，海拔 1500米至 2000米，沟壑纵横，梁
峁交错，是典型的黄土丘陵沟壑区。这里
却有一段解放军开展大生产、自给自足，
与老百姓鱼水之情的故事。

我小时候，就听爷爷、奶奶说过解放
军在这里开荒，他们和村民拉着牲口去给
耕地、耱地，帮助解放军收割粮食。

我在北塬村上五年级时，每天翻越
一座大山——黑蒿山，经过解放军曾经
住过的窑洞，看见解放军开垦过的荒
地。我的堂姑姑、88 岁的祁金莲对我
说，黑蒿山原来是一个“关山”，也就是
没有人烟的大山，长满了蒿草。 1950
年，解放军已经进驻黑蒿山了。堂姑姑
说，她小时候常常在张家峁盖看解放军
开荒，枪堆扎在一起，放在黑蒿山阳洼
台（陈志忠家崖背）的平地上，解放军
穿着灰色军服，绑着裤腿，拿着锄头，
一起轮起来，一起挖下去，还唱着：“大
生产呢嘛呵嗨”等。解放军从黑蒿山
沟底一直挖到山顶，包括现在罗田玺
家的山峁头和陈耀璞家阴面的土地。
解放军的手磨起了血泡，被蒿草划破了
脚。1951年春，解放军在黑蒿山种糜子
时，用锄头挖，撒上种子，用锄头打平土
疙瘩后，我的堂叔祁俊山、祁俊申等赶着
牲口去耱地。解放军把白面馍馍给了堂
叔叔祁俊山、祁俊申等，而自己吃玉米面
窝窝头。堂姑姑说，她看到解放军种的
糜子长得好的，后来收割了在场里打碾，
粮食放在窑洞里。

解放军曾经挖过、住过的窑洞、现在
的主人陈志忠对我说，黑蒿山真正有人
居住的时候是1952年。他的爷爷陈耀堂
原来在甘肃省马鸿宾部队服役，曾驻守
武威，解放前才回到老家。母亲段世英
是武威市民勤县三雷乡人，曾经见过解
放军。陈志忠说，听老人说，在黑蒿山开
展大生产的部队是八路军三一支队，但
不一定准确。解放军在这里挖了三孔窑
洞，高 3米多，深 10米多，也有土炕。至
今保存完好。2008年，陈志忠全家迁至

红寺堡区，心中十分惦念着这几孔窑洞，
希望能保存好。

曾生活在黑蒿山的退休教师陈志强在
电话中对笔者说，他小时候听爷爷陈耀齐
说，大约1950年秋后，一个连的解放军驻
扎在杨坪村，大约驻扎两年多。

解放军在黑蒿山开荒时，是哪支部
队？笔者电话联系了彭阳县政协原主席
杨忠。他说，解放军在黑蒿山开荒后约在
1954年撤离。当时，还开垦了杨坪村石
沟渠等部分荒地。至于是哪部分解放军，
他至今没有查阅到相关资料。他说，这支
部队有可能转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或者
宁夏哪个农场，限于没有详尽资料，无法
查阅和确定。

笔者查阅了解放宁夏以及甘肃庆
阳、平凉、天水时的相关资料，以探究在黑
蒿山开荒时是哪支部队？1949年 9月 19
日，国民党固海兵团第八十一军在原宁夏
省中卫县起义。10月 23日，奉中央人民
政府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将该军
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独立第二军，
隶属宁夏（省）军区。1949年 10月，固原
县、隆德县、海原县、泾源县属甘肃平凉专
区管辖。所以，这时的黑蒿山归属平凉管
辖。1949年 10月 20日，中央军委在北京

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了人民解放军向待
解放地区进军和今后的建军问题。在西
北战场，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进驻新疆。
为减轻宁夏人民的负担，增加国家财富，
改善部队生活，根据党中央关于军队参加
生产建设的指示，宁夏省军区党委作出决
定：除一部分部队执行剿匪任务外，大部
分部队投入生产建设运动。并向全体指
战员发出：“安下心、扎下根、劳动建设大
西北、建设新宁夏”的口号。1950年1月3
日，宁夏省军区生产委员会正式成立。在
首次生产会议上，生产委员会向各部队规
定了全年生产任务：团以上机关（司、政、
后）完成 3个月口粮，团以下战斗部队完
成 4个月的口粮，各部队完成牲口 3个月
的草或1个月的料。平均每人种二亩菜，
7至10人养一口猪，一人养一只鸡。生产
委员会还指示各部队，除了积极参加开
渠、打堰、修路、建房等国家建设外，还利
用宁夏丰富的天然资源，大力开展挖煤等
副业生产。

1950年 4月，马鸿宾之子马惇靖调
任宁夏（省）军区副司令员，兼任西北军区
独立第二军参谋长，甄华任政治委员、党
委书记。甄华严密组织领导对起义官兵
进行教育、轮训、清查和开展大生产运

动。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军除一团担任宁
夏南部剿匪外，积极开荒、修挖水渠，掀起
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951年，西北
军区独立第一师在原西北军区独立第二
军生产基地上组织大生产运动。

是不是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军在黑蒿
山开荒？我曾联系了宁夏党委党史研究
室原副主任邵予奋、邢万莹，均没有查阅
到这方面的相关资料。我的堂姑姑为我
提供线索，我与杨坪村 71岁的杨明进行
了交流。杨明说，解放军在黑蒿山开荒
时，马文俊是驻扎杨坪村的连队负责人，
具体职务不清楚，平凉市崆峒区杨庄乡
人，20世纪 60年代中期转业后任天水市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粮食局局长。解放军
在杨坪村驻扎时，与老百姓打成一片。
军民一家人，恩情比海深。杨明的姐姐
杨彩莲嫁给了马文俊的儿子马志玺。
由于马文俊、马志玺先后病故，2022年 2
月，杨明的姐姐杨彩莲去世了，口述史
料难以收集整理。2024年 1月，我联系
了马文俊的孙子马建维。他说，他爷爷
马文俊的档案丢失了，无法查到其在部
队任何信息。

如今，北塬村黑蒿山的大部分居民
已经搬迁，或居住在居民区，或搬迁至红
寺堡区及兴庆区月牙湖。解放军开垦的
黑蒿山荒地养活了几代人。七十多年了，
宁夏大地所发生的那段气吞山河的历史
画卷中，解放军为人民的幸福付出了汗
水，流了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在
享受幸福的时候，心中永远不能忘记红色
的种子早在这里撒播。红色遗址作为一
种重要资源，永远都是感动和教育后来人
的最佳题材，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
发展红色文化产业的重要资源。

注：参阅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上册（1949-1978）、《宁夏军事志》（上下
册）《宁夏军事史话》（上下册）、《解放宁夏》
（陈宜贵口述 杨建平整理）、《永恒的丰
碑》（高万伟编）、《彭阳情韵》。

（作者系宁夏彭阳人，现供职西北
轴承有限公司）

黑蒿山：不能被遗忘的红色遗址
祁国平

抗日战争期间，盐池县元华工厂是陕甘宁边区一个非常有名
的工厂，其发挥的重大作用，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注。

1936年 5月，为打破国民党对陕甘苏区的围剿，促进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抗日红军组成西方野战军开始西征。6月 21
日，盐池县城解放。“盐池县城市革命委员会”、中共盐池县委相继
成立，全县上下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发展生
产，减租减息，积极支援抗日战争，打击马鸿逵军队的侵袭，保卫
红色政权。

1939 年国民党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对共产党领导
的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和经济封锁，严禁法币、粮食、
棉花等生活必需品流入边区，而边区的皮毛、甘草、食盐等土
特产品也被阻止输出，陕甘宁边区的经济供给受到严重威
胁。党中央、毛主席向全边区人民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
食”的伟大号召，在边区政府和盐池县委的领导下，全县生产
自救的群众运动蓬勃展开，男女老少齐动员，掀起了轰轰烈烈
的大生产运动。

1940年 6月，陕甘宁边区组织三边绅士参观团到延安参观学
习。通过参观工厂、学校和商店，盐池县商会会长靳体元受到了
很大启发，他萌发了在盐池县办一座工厂的念头。由延安返回
后，他向县政府提出了“公私合营办厂、政府提供资金、工具、技术
工人帮助”的建议。

1941年，靳体元被选为盐池县参议会参议长、边区参议员，他
辞去了盐池商会会长的职务，悉心筹措办工厂的事。9月，他去延
安参加边区参议会。在延安，边区建设厅高自立厅长与靳体元一
起分析了在盐池县开办工厂的有利条件，特别是听了党中央关于
大办工厂的号召后，靳体元坚定了办工厂的信心。他与阎志遵
（县长）、孙璞（民政科长）、杨华亭（商务会长）等 8名议员联名提交
了在盐池县开办毛纺织厂的提案，并被通过。在各级政府的支持
下，盐池县有史以来的第一家工厂诞生了。

靳体元以自己名字和杨华亭名字，各取一字，为“元华工厂”
起了名，并自任厂长（后经董事会正式委派）。他带头入股，并四
处奔波向各方集资，共筹得资金 39.84万元，其中边区建设厅、三
边盐务局、定边县新塞工厂、盐池县政府等出资 28.24万元；群众
集资入股 11.6万元。

元华工厂成立后，得到了边区政府的帮助和支持，12月延安
团结工厂派技术员郭云昌带领 3名技术工前来支援，并带来两架
纺纱机、一架打毛机，折合金额 4500元入股。

1942年 2月，靳体元向县委书记萧佐汉汇报了办厂遇到的困
难。盐池县委和政府对元华工厂的建设给予极大关注，决定拨出
厂房一处，搭起了元华工厂的架子，并派孙春山等 4名党员干部进
厂，加强政府对元华工厂的领导。8月，调整了工厂领导，孙春山
任厂长，靳体元任经理。新班子充分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吸收
人员、筹集资金，完善领导机制和生产组织，因地制宜发展生产，
工厂的经济指标有了大幅提升。厂里设织毯、织袋、毛布 3个股，
生产人员 50多人。

1943年，元华工厂继续发展，全年获红利 2600万元（法币）。
盐池县委和政府为了壮大元华工厂的经济实力，将县联社并

归元华工厂，双方统一核算，联合经营，名称均在。这样元华工厂
成了一个集“工、运、农、牧、商”为一体，多种经营的生产组织。

1944年 2月 10日，元华工厂召开第一次股东代表大会，4月
10日第一次董事会召开，这两次会议标志着元华工厂进入了一个
新的发展阶段，达到了全盛时期。此时私人投资猛增到 1119.9万
元，资本达到了 4171.7万元，是建厂时的 347倍，到年底总资金达
9454.9万元。

从 1942年到 1945年，元华工厂用羊毛为边区干部和八路军
将士制作出衣胎、被胎、绒帽（毡帽）、毛毡、毛毯等，共计 12万余
件，还有大量毛袜、手套、军鞋等。边区的干部、战士们许多人，头
上戴的是元华工厂做的毡帽，身上穿的是元华工厂制作的毛衣胎
或皮袄，晚上盖的是元华工厂制的毛被胎。

1944年 7月 4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接见边区合作社英雄模
范人物时，向靳体元详细询问了工厂情况后，毛主席说：“元华工
厂办得好。”9日，《解放日报》刊登《盐池靳体元先生创办元华工
厂》，介绍了该厂创办及发展情况。

1947 年 3 月，马鸿逵军队配合胡宗南派兵侵犯三边和盐
池县革命根据地。盐池县失陷后，元华工厂遭到国民党军队
抢劫和破坏，除厂房以外，所有设备和财物皆被洗劫一空，毁
之殆尽。

（据抗日战争纪念网）

抗战期间的元华工厂

三关口位于六盘山东侧，瓦亭峡开口处，是西安至兰州、平凉
至宁夏的两条公路的连接要冲。两面石峰突兀，壁立千仞，如刀
削斧砍，东西仅有一条狭道可通，地形异常险要，确实是“一夫当
关，万夫莫开”的险关。

1949 年 8 月 1 日凌晨 5 时，三关口战斗总攻开始。解放军
五七九团指战员如猛虎蛟龙，跃出战壕，向守敌发起猛烈冲击，
冲杀声震天撼地。濒临灭亡的敌人，躲在坚固的工事里，居高
临下，负隅顽抗，密不透风的交叉火力，拦住了发起攻击的解放
军部队。

解放军战士勇猛地朝山坡上的敌人冲去，突击排的指战员
迎着呼啸的炮弹，跳进敌人的战壕，与敌人扭在一起，展开了激
烈的白刃战。有个战士与敌人拼杀在一起的时候，受伤被围时
就拉响了挂在腰间的手榴弹，与十几个敌人同归于尽。

这时，解放军主力从侧面发起猛烈攻击，战士们奋力向主
峰攀登。陡峭的山壁上，长满了蝎子草，螫得战士们的手臂上
起了成串的水泡；尖利的岩石，刺破了小腿和膝盖，留下了斑
斑血迹。爬到了半山腰，忽听得从山背后传来一阵阵吆喝声
夹杂着枪托撞击声，原来，就在解放军三连向主峰攀登的同
时，敌人也以两个连的精兵，从主峰的另一侧拼命往上爬。战
士们不顾一切，奋力攀登。离峰顶还有 20 多米处，突然出现
了一道数丈高的绝壁，挡住了攀山的路。战士们迅速搭起人
梯，咬紧牙关，手抓野草或抠住石缝，拼尽浑身力气攀登绝
壁。连长忙叫战士们把裹腿带接起来，拧成几条井绳一般粗
的布绳，丢给攀上绝壁的两个战士。很快，几条布绳从绝壁上
的树上垂下来，战士们手抓布绳，脚蹬石壁，一个接一个地攀
爬上去。几个最先登上绝壁的战士，抢先爬上了峰顶。从峰
顶往下看，只见敌人蚂蚁般布满小坡，刺刀和马刀寒光闪闪。
战士们一见敌人只差几步就要爬上来了，赶紧甩出一排手榴
弹，将敌人炸得乱成一片。接着，登上峰顶的机枪手，架起机
关枪朝敌人猛烈扫射。在解放军的打击下，敌军乱作一团。
敌人在解放军两面夹击下，有的举手投降，有的磕头告饶，“与
阵地共存亡”的誓言早已被弃阵北逃的现实取代。漫山遍野，
敌人溃不成军，军需物资俯拾皆是，枪支弹药塞路，人马竟相
抢道，狼狈不堪，鏖战了 4 个小时，解放军终于突破了三关口
一线敌军的防御。

三关口之战和同一天进行的任山河之战，解放了整个固原地
区，打开了宁夏的南大门，为进一步各个歼灭敌人、解放全宁夏创
造了有利的条件。

（据《宁夏党史故事》）

激战三关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