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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和福，1893年出生在甘肃河州（今甘肃临夏）
一个贫苦农民家里。4岁时家乡连遭战乱和灾害，
他随祖父和父母逃难到宁夏西吉县沙沟落户。没
过几年，马和福的祖父和父亲因穷困潦倒先后去
世。1920年海原大地震后，马和福只身投奔在宁夏
豫海张家塬乡险崖子村当长工的大哥马金山，开始
了他在豫旺堡一带当长工、打短工的生活。1927
年，他离开豫旺堡，流浪到金积县鸿乐府给人当长
工，做过皮匠、石匠、泥瓦匠、榨油匠等。

1928年，豫海县田老庄乡拓红湾村有个姓白的寡
妇也带着女儿到金积县度年荒。白寡妇看到马和福为
人耿直憨厚，就将 16 岁的女儿许配给他，招赘为
婿。时年马和福已 35岁，受尽苦难的他终于有了自
己的家。

1935年，为了生计，马和福拖家带口回到豫旺
堡南塬刘家岗子村居住。他出身贫苦，深知穷人的
苦难，乐于帮助穷人，在穷人中具有很高的威信。
1936年 6月，彭德怀率领西征红军攻占了军阀马鸿逵
占据的豫旺堡。许多群众因国民党的反动宣传都
被吓跑了，马和福却留了下来，他想看看红军是什
么样的军队。在和红军的接触中，马和福见到红军
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待人和善，一进村就
修桥补路，照顾孤寡老人，把地主的牛羊、布匹分给
穷人，废除了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在党的抗日主
张和民族政策的影响下，马和福对革命有了一定的
认识。他把红军当亲人看待，主动帮助红军做事，
每天跑东跑西、上山下洼作宣传，揭露敌人的谣言
和哄骗，动员说服原来听信谣言逃散的乡亲们返
家。在他的宣传带动下，许多群众陆续返回家园，
还纷纷给红军送“欢迎粮”，捐“抗日款”，帮助红军
解决吃粮吃水问题。豫海县解放后，建立了临时苏
维埃政府。在一次由红军师长马青年主持召开的

军民座谈会上，马和福倾诉了自己的苦难经历，表
达了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决心。在红军和苏维埃
政府领导同志的帮助下，他很快提高了政治觉悟。

1936年 7月，马和福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从
此，他更加积极、热情地做好参战支前工作，成为豫
旺地区最为突出的优秀干部。在西征红军和陕甘
宁省委的帮助下，在豫旺县西部和海原县东部地区
筹建了中国第一个县级回族自治政权。1936年 10
月 20日，马和福当选为主席。马和福任自治政府主
席以后，责任更加重大，工作异常繁忙。为了更广
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巩固自治政权，
开辟游击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他不辞
劳苦，日夜奔波。自治政府成立后，他带头部署全
县工作，带着自治政府文件《告白圈子四周围同胞
书》，连夜赶到偏远的下流水一带开展工作。他常
常在同心城、豫旺堡、王家团庄等地向群众讲演：

“我们豫海地区的各族人民得到了解放，但宁夏川
的劳苦大众还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还要搭救宁夏
的父老大众，要打到宁夏去，解放宁夏城！”他那稍
带河州腔的话语，朴实无华，铿锵有力，感人肺腑。
1936年 11月上旬，各路红军会聚半个城（今同心），
在西城外河滩举行万人军民联欢会。马和福代表
豫海县各族人民致欢迎辞。他满怀激情的致辞极大
地鼓舞了全场军民，会场上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在讲话中对马和福的
欢迎致辞和豫海县的出色工作给予了热情赞扬。
在党的领导下，马和福深入山乡，到处奔波，宣传党
的抗日救国主张，动员群众；他还特别注意联系、团
结和争取回族中有威望的宗教界上层人物等。他
带领游击队员协助红军侦察敌情，打击不法豪绅，
深入各山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宗教政策，
动员妇女为红军战士捻毛线、织毛袜，发动回族乡
亲筹集粮饷，先后为红军筹粮 6万多斤、银圆 8万多
块、滩羊二毛皮和老羊皮大衣 4000多件及许多布匹
等支前物资。11月中旬，红军向东撤退以后，国民
党军马鸿逵部很快侵占了豫海县，大搞“清党”“清
红”，整个豫海县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自治政府的
工作被迫转入地下。一些在土地革命时期参加革
命的投机分子纷纷叛变，投靠国民党。在艰苦卓绝
的环境下，马和福拒绝了组织上要他跟大部队一起
撤走的要求，只要了四五条枪，在同心一带坚持同
敌人进行顽强斗争。此时，在陇东边区工作的马青年
受党组织委托，秘密到豫海县寻找未撤出的马和福。
由于当时的环境条件所限，马青年没能及时与马和福
取得联系。一天，马和福到锁家岔布置党的秘密工
作，不料被反动民团头子锁有智知道了。锁有智听

说马和福是共产党的县长，心想：这可是个宝贝，如
果抓住了，身上一定有很多大洋（银圆），而且马鸿逵
一定会重重奖赏自己。他立即带领团丁向锁家岔
扑去，把马和福亲戚家围了个水泄不通。锁有智
狂妄地大喊：“马和福，快投降吧！”马和福一见事
情紧迫，急忙撕下半个衣服襟子包上政府大印、私
章和政府机关人员花名册，塞进炕上的烟道里，然
后对亲戚说：“我走不脱了。如果我有个三长两
短，你一定要把印章和花名册交给党。”说完，他昂
首挺胸走出屋门，对团丁轻蔑地说：“我就是你们
要抓的县长，不要伤及无辜。”锁有智命令团丁把
马和福捆了起来，一搜身，发现他身无分文。锁有智
骂道：“妈的，还以为抓了个有钱的县太爷，没想到
是个穷鬼！”说完连推带搡地把马和福押到了下马
关。马鸿逵听说抓到了马和福，连忙让豫旺县国
民党县长屈端把马和福押解到宁夏城（今银川
市），决定亲自审问这个“要犯”。马和福被押到宁
夏城后，受尽了种种酷刑折磨，但他软硬不吃，只
字不吐，对党忠贞不屈，大义凛然，表现出了一个
共产党员的大无畏精神。马鸿逵看到马和福如此
顽强，也无可奈何，便气哼哼地说：“共产党的赤化
政策真厉害，让群众都铁了心地跟着走。”在一无
所获之后，马鸿逵决定枪毙马和福。部下请示在
哪里枪毙马和福，马鸿逵咬牙切齿地说：“押到豫
旺枪毙，我要让人们看看，跟着共产党走是什么样
的下场！”就这样，马鸿逵命令屈端枪毙马和福。临刑
前，屈端问马和福：“你还有什么话说？”马和福坦然
地回答：“为民族的解放，虽死无恨。”然后他昂首挺
胸走向刑场。

1937年 4月 3日，优秀共产党员马和福英勇就
义，时年仅 44 岁。马和福牺牲后，马和福的儿子
马兆年把父亲宁死不交给国民党的政府大印，冒着
生命危险一直珍藏到新中国成立后。如今，该印陈
列在宁夏博物馆。

宁夏解放后，人民政府在同心老城修建了马和福
烈士陵园。1978年庆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 20周
年之际，又将他的陵墓迁入同心新城烈士陵园。
1986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50周年，开辟新址，
新建烈士陵园。2008年，中共同心县委、县人民政
府重修新碑，改建陵园，并将解放战争和剿匪中牺
牲的 21位烈士的忠骨移迁园内。如今，武警宁夏同
心支队已形成一个惯例，每日早晨出操时，武警战
士们都会面向烈士陵园致敬，齐声喊：“老队长早！”
传承烈士的革命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好新
的长征路，这是对烈士最好的纪念。

（据中华英烈网、宁夏党史学习教育网）

革命烈士马和福：为民族的解放 虽死无恨
马和福（1893—1937 年），甘肃临夏人，中共党员。1936 年 12 月，红军在西征中于宁

夏豫旺（今宁夏同心）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县级回族自治政权，马和福担任主席兼县游击大
队队长。1937年2月，马和福被捕，同年4月英勇就义。

马和福。

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并
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之一，是经国共两党签订协议共同
承认的“特区”。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于 1937年 9月，
首府为延安。陕甘宁边区是中共抗日斗争的出发点，
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所在地，也是我们党领导全国抗
日战争的中枢。

人才的“摇篮”——中共抗日干部的培养

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陕甘宁边区改革旧有的
教育体制，推行“干部教育重于社会教育”的独特教育
体制，积极进行抗日干部的培养，成为中共抗日干部
的“摇篮”。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在陕甘宁边区除加
强原有的干部教育外，还开办了许多中高级干部学
校。边区成为中共抗日干部的大熔炉，来自全国各地
的抗日志士，在边区培训后又走向全国抗日战场，源源
不断地为敌后抗日根据地输送着各类干部人才。抗战
全面爆发前，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即已设立中央党
校和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其中，中
央党校是抗战时期专门负责培养中共中高级领导干部
的学校，而“抗大”作为中共中央创办的最高军事学府，
仅在陕北三年多就培养学员 1.5余人，为抗日前线输送
了大批军事干部。

值得注意的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陆续
在陕甘宁边区创办了一系列干部学校，主要有陕北公
学、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延安大学
等。其中，陕北公学是最早创办的实施国防教育、培养
抗战干部的学校，如毛泽东所说“陕北公学主要的任务
是培养抗日先锋队的任务”。至1941年8月并入延安大
学时，陕北公学已经先后培养学员 1万多人。整个抗战
期间，陕甘宁边区为前线输送了 10多万抗日干部，大多
数分配到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工作，成为
中共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因素。

“遥控”抗战——敌后战场的指挥中心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居于特殊而重要的战
略地位，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全国抗日根据地的总
后方和抗战的指挥堡垒，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延安
的窑洞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斗
争”。由于陕甘宁边区始终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
环境中，中共中央能在这里集中研究和解决抗日战争
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并将各项决策传达到各个抗日
根据地。

正是在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制定了指导抗战及
各抗日根据地的基本政策，毛泽东写了大量有关抗日
战争的著作，如抗战伊始中共中央即召开洛川会议，
制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决定开辟敌后战场。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就是从陕甘宁边区出发开赴华
北抗日前线的，并成功创建了各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论持久战》，提出了中共
领导的人民战争路线，成为指导抗日战争的最强有力
的武器。

同时，中央军委在陕甘宁边区也制定了无数的作
战指示和命令。军委总政治部的成立缘于对全军政
治工作统一领导的需要。1938年 2月，中央军委总政
治部决定“前后方及南方各游击区部队的政治工作，
统归军委政治部领导。为统一对外名义，军委政治
部以八路军政治部名义出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
既是中央军委的政治工作部门和全军的政治工作
最高领导机构，又是中共中央负责军队党的工作的
机关，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成为敌后战场的指挥中
心可见一斑。

抗日的“灯塔”——抗战思想文化的传播

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共领导全
国抗战思想和文化的中心，中共中央在边区制定的思
想方针、文化政策指导和影响着全国。全面抗战以来，全国各地的知
识分子聚集到陕甘宁边区，投身抗日战争，形成一支阵容可观的抗战文
化队伍。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不仅有新华通讯社、新华广播电台、中央
印刷厂、新华书店等新闻出版团体，还有《解放日报》《八路军军政杂
志》《共产党人》《中国文化》《边区群众报》《抗战生活》等重要报刊，能
够让全国各地及时聆听中国共产党的声音，有力地宣传了中共的抗
战思想。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即成立了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包括
国防教育研究会、战歌社、海燕社、抗战文艺工作团、文艺界抗战联合
会、文艺突击社等众多文化团体。在中共的领导下，这支抗战文化队
伍坚持为工农服务的方向，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特别是毛泽东
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决了抗战时期中共在思想文化
方面的根本性理论和政策问题，强调文化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
火热的斗争中去。

随着抗战的发展，文化团体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华全国文艺界抗
敌协会延安分会、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
协会边区分会、陕甘宁边区美术工作者协会等先后成立，这些文化团
体通过组织创作、观摩演出、举办展览、开办讲座等文艺活动，宣传抗
日思想，传播抗战文化。陕甘宁边区还涌现出许多文艺社团，其中影
响较大的有抗战剧团、西北战地服务团、烽火剧团、边保剧团等，创造
了戏剧《兄妹开荒》《白毛女》，诗歌《边区自卫军》《平汉工人破坏大
队》，音乐《南泥湾》《八路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一大批民众喜闻
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有力地促进了抗战文艺的发展，推动了中共抗
战思想文化的传播。

根据地的“试验区”——边区的示范作用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共中央许多关于政治、经济重大方
针和决策的试验区，并作为示范向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推广，正如
毛泽东所言“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我们的一切工作
在这里先行试验”。

陕甘宁边区是抗战时期第一个实行民主制度的区域，是中共民
主建设的示范区。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后，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开始了第
一次民主普选运动，进行了乡、县和边区三级的民主选举。1939年 1月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正式召开，标志着中共真正建成了民
主制度的试验区。朱德曾谈到“在中国，由议会选举政府决定施政方
针，边区是第一个”。至 1941年陕甘宁边区进行了第二次民主选举，并
在参议会和政府中贯彻了“三三制”原则，标志着抗日民主制度的进一
步发展。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民主制度的建设和试验，为全国抗日根
据地的民主建设提供了经验，树立了典范。

陕甘宁边区也是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模范区，这是由其
特殊而重要的政治地位所决定的。随着抗日战事的发展，在陕甘宁
边区遇到极大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号召陕甘宁边
区“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成为
其他抗日根据地的示范和典型，毛泽东称赞其“成了全国的模范”。
大生产运动的成功经验由边区推广到各抗日根据地，为抗战胜利奠
定了可靠的经济基础。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新民主主义纲领和政策都是先在陕甘
宁边区试行，然后再在其他抗日根据地进行推广，所以陕甘宁边区是
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试验区”。毛泽东曾在 1938年指出“边区的作用，
就在于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1940年他又讲到“现在全国要
办新民主主义，有没有一个样子呢？我讲已经有了，陕甘宁边区就是
模范”。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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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 5月 5日，红一方面军东征回师陕北后，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
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但
是，蒋介石坚持内战政策，拒绝议和，并调集 16个师
另 3个旅准备对陕甘苏区发动新的“进剿”。其中宁
夏第 15路军司令马鸿逵以其新编第 7师一部驻守定
边、盐池、豫旺等地；第 35师（师长马鸿宾）驻守庆阳、
曲子、环县、镇原地区，防堵红军西进。中革军委为
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扩大和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壮
大红军，努力争取西北抗日力量大联合，实现全国性
的对日抗战的任务，于 18日下达《西征战役计划》，决
定以红一方面军第 1、第 15军团和第 81师等部共 1.3
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
员，进行西征，打击宁夏“二马”，在陕甘宁三省边界
地区创建新苏区；以红军第 29、第 30军和地方武装、
陕北游击队在东线坚持游击战争，牵制国民党军，保
卫陕甘苏区，策应西征作战。

5月 19日和 20日，西方野战军分左右两路相继
从延长、延川地区出发西进。红 1军团为左路军，经

蟠龙、安塞到达吴起镇集结；红 15军团为右路军，经
永坪、蟠龙之间到达靖边新城堡集结；野战军直属队
和红 81师随红 15军团跟进。彭德怀根据敌人布防态
势，决心以右路军首先向西北方向发起进攻，伪装进
攻宁夏（今银川），调动环县、庆阳之第 35师回援宁
夏，以左路军寻歼回援之敌于运动中。27日，右路军
红 15军团西进，红 73师袭占宁条梁，红 78师围困安
边，主力转向定边以南地区。28日，左路军红 1军团
从吴起镇出发，30日前陆续到达元城镇地区。6月1日，
红 2师在曲子歼敌第 35师骑兵团一部，迫敌第 105旅
旅长冶成章和特务连投降；红 4师在马岭附近击溃敌
第 35师 1个营。3日，红 1军团主力在阜城歼驰援之
敌第 35师 6个步兵营，击溃 2个骑兵营。至 5日，红 1
军团主力乘胜占领了环县、洪德城、三岔地区，13日
进到七营附近。红 15 军团于 6 月 4 日进占红柳沟。
至 11日，其先头部队占领同心城，主力进到王家团庄
附近。14日，红 28军编入西方野战军序列，与红 81
师等部组成中路军（又称北路军），后接替右路军围
攻安边，夺取定边、堆子梁等城寨的任务。在此期

间，红 29军 1个团也进至元城、曲子、阜城地区，配合
左路军行动。至此，红军占领七营、王家团庄，切断
了第 35师北上道路，迫敌退回固原的黑城镇地区。

6月中下旬，右路军在中路军配合下，相继攻占
定边、盐池、豫旺县城，歼敌新编第 7 师骑兵 2 个多
营，击溃 3 个团又 2 个营；左路军攻占豫旺堡。7 月
间，西方野战军在红城水、安边、七营等地击退敌人
的数次反扑和袭扰，巩固和扩大了占领区，新老苏区
连成一片。红军在新开辟地区发动群众，扩充兵员，
征集资财，并对东北军部队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东线红军和地方武装、游击队，疲惫和迟滞了国民党
军，有力地配合了西方野战军的作战。7月底，西方
野战军主力集结在豫旺地区休整，战役结束。

西征战役历时两个多月，共歼敌 7个营，击溃敌 3
个团又 5个营，俘敌 2000余人，缴枪 2000余支，战马
500余匹，占领城镇 10余座，在陕甘宁三省边界开辟纵
横 200余公里的新区，为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
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并对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起了积极作用。（据新华社）

西征战役

红河地下党支部：山沟里的隐秘堡垒

自治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协办夏 文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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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彭阳的山川间，红河像一条银丝带环绕着一
个又一个秀美的村庄。

沿着水泥路盘山而上，经过一段砂石路，就来到
了红河地下党支部旧址，这是一个隐秘在山沟梁峁间
的地方。当地人说，这里叫作羊尾沟，过去交通闭
塞，是个极适合隐蔽的地方，也因此成了红河地下党
支部开展革命活动的主要聚集地点。

旧址所在院落坐北向南，共有9孔窑洞，正面5孔，
西侧 4孔。其中西侧有一孔为高窑子，要借助梯架等
辅助工具才能顺利进入，这孔窑洞也是红河地下党支
部经常议事的地方。走进院落正面的一孔窑洞可以清
楚地看到，正对着窑洞门口的墙面上，挂着一面党旗，
右手边是一个土炕，土炕上放着一张小方桌，炕边的土
台上摆放着简易油灯、煮茶罐等工具，眼前仿佛浮现，
为了革命、为了胜利，红河地下党支部的同志们挑灯夜
战、秘密工作的场景。

1935年 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对
贫苦的老百姓秋毫无犯，严明的军纪、亲民的态度，让老
百姓从心里认定这就是咱老百姓自己的子弟兵。半年
多后，西征红军来到了这里，有了之前的基础，老百姓欢
天喜地迎接红军、慰劳红军，军民情同手足。1936年年
底，在红军的帮助下，红河抗日救国委员会成立，当地人

王兆璜担任主任。之后，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党的活
动逐渐活跃起来。1939年 7 月，红河抗日救国委员会
辖区内已经有中共正式党员15人。为此，中共固原县委
决定正式成立红河地下党支部，王兆璜担任党支部书
记。并相应成立了野王沟道、杏树湾、野王3个党小组。
组长分别为杨武魁、王永清、李耀庭，每组5人。党支部
采取分头活动、单线联系的方式，白天不能活动，夜间开
展工作，在对敌斗争中取得的成绩卓有成效。红河地下
党支部经常议事的地方在党小组组长杨武魁家里，也就
是现在的旧址所在地。由于地处偏僻、隐蔽性好，加上
他和儿子杨生春思想进步，诚实厚道，能够保守秘密，他
家就成了红河地下党支部活动的主要地点。后来很多
地下革命者到红河后，都安排在杨武魁家隐藏，杨武魁
不仅免费提供食宿，还为支部活动安全提供保障。

“你看，对面河湾里有一个堡子，那是用来放哨
的，一旦有什么敌情，就可以第一时间传递到这里。”
站在旧址门口，红河镇红河村纪检委员王靖指着远处
一座形状奇特的建筑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还
是个孩子，当时王兆璜老人还在世，学校里、村里经
常请老人家为我们讲历史，如何秘密开展工作，如何
打仗的故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因为所辖范围在敌占区，红河地下党支部一直

在开展秘密斗争，到解放战争开始后，发展进入了新
的阶段。为了粉碎敌人的疯狂进攻，党支部采取了更
加积极、灵活、有效的斗争方式，不断吸收思想进步
人员，扩大革命阵营，及时准确掌握敌人动向，挫败
了敌人很多次有预谋的破坏活动。到 1948年后，随
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上级党组织要求红河地下党支部
积极发动群众，壮大队伍力量。到 1949年，党支部组
建起一支 60多人的游击队，由此对敌斗争逐步从地下
转为半公开，与当地国民党的政权基本处于对峙状态。

1949年8月，红河党支部走上了崭新的革命和建设
历程，这时党支部已有中共正式党员50多人。此后，这一批
久经考验的同志都积极参与和负责当地政治和经济建设。

红河地下党支部的成立，从秘密开展工作到队
伍不断壮大，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时 11年
之久。这是一支宁夏农村唯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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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史谱写了一曲壮丽的乐章。

如今，红河流域成了彭阳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排
头兵，设施农业、林果经济、生态建设、流域治理等各
项事业蒸蒸日上，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这里也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感受红色历史，回
首峥嵘岁月的精神高地。 （据固原党史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