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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吴青训班被誉为“青运史上的丰碑
抗日青年的熔炉”

为加强青年干部的培养，1937年 10月，经中央
批准，西北青救会在陕西三原斗口镇国民党元老于
右任的农场创办了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冯文彬任
主任，胡乔木为副主任。

1937 年 12 月，当得知青训班缺少教员时，
毛泽东立即指示中央有关方面在干部力量和经济
方面给予支持。中央组织部从抗大、中央党校等
地方抽调了一批骨干力量，如黄春霆、李东潮、
刘瑞龙等前往青训班，大大增强了青训班的教学
力量。青训班敞开大门，不仅大批接收西安八路
军办事处介绍来的爱国青年，还在《新华日报》上
公开刊登了招生简章。

1938年初，因青训班学员人数增长过快，云阳
镇无法容纳，校址便迁往安吴堡，所以又称“安吴青
训班”。安吴堡这个陕西泾阳北部的小村庄，一下子
成为全国各地热血青年的向往之地。他们冲破道道
关卡，接踵而至，云集安吴堡。1939 年 10 月 5 日，
毛泽东为安吴青训班二周年纪念题词：“带着新鲜血
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
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宝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
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朱德接受邀请担任
安吴青训班名誉主任，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
博古、谢觉哉、彭德怀、贺龙等中央党政军领导人，
都给予了安吴青训班很高的评价和亲切的关怀。青
训班正是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从第四期起进入
大规模的发展阶段。

在青训班受训的青年干部，尽管出身不同、信
仰各异，但他们在这里接受的是革命人生观和抗战
建国本领的培训，进而成为具有民族觉悟、抗日军政
知识、拥护共产党领导和国共合作的抗日战士。在
国民党反共愈加严重的形势下，1940年 4月，青训班
奉令撤回延安。之后，青训班全体学员进入“泽东青
干校”继续学习。

安吴青训班从创办到撤离共两年半时间，办了
14期，培训 1.2万多名学员。为前线、敌后根据地、
国民党友军、爱国青年团体等输送了大量新鲜血液，
为青年运动的蓬勃发展作出了贡献，被誉为“青运史
上的丰碑，抗日青年的熔炉”，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
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广泛宣传动员 为抗日前线输送生力军

为唤起民众奋起抗战，西北青救会发挥各级青
救会组织在战时宣传、教育中的作用，采取多种形式
广泛深入宣传发动。他们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分队等联合
创办旬刊《青年战线》，介绍青年运动，讨论青年生活发生的各种问
题，介绍抗战形势，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成为鼓舞青年参
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号角；1939年 4月，青救会在延安出版《中国青
年》杂志，指导全国青年运动，交流救亡经验，还编印各种通俗书籍
和小册子，扩大抗战宣传；成立抗战剧团，创作排练《亡国恨》《打回
老家去》等抗战剧目，深入到陕西、甘肃、河南等省的工厂、农村、学
校、部队进行演出；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充分利用各种识字班、识字
牌、夜校、墙报、读报组、训练班、救亡室、歌咏队等，结合文化普及
教育传播救亡思想。

西北青救会积极动员广大青年踊跃加入八路军、新四军等抗
日队伍，在 1939年以前，共动员 8000多人参加主力部队。1941年，
为响应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号召，在边区各级青救会的动员和干
部带头下，广大青年踊跃报名参加八路军，到 7月底就有 1598名
青年入伍，奔赴抗日前线。为了积极配合抗战，陕甘宁边区青救
会组织 14岁至 18岁的少年成立少年先锋队，组织 18岁以上的青
壮年成立青年自卫军。从 1937年 11月到 1939年 11月这两年间，
边区青救会不断地为自卫军培养优秀合格的青少年人才，总数达
到 2.38万人之多。陕甘宁边区青救会组织青年自卫军和少年先
锋队各司其职，各尽所能，侦察搜集敌情、破坏敌人交通、协助我
军医疗等活动，配合并服务于战事，保卫边区，为抗战的胜利贡献
了自己的力量。

参与经济文化建设 促进边区发展

由于日本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边区供
给出现困难。1940年 12月 2日，边区青救会召开各县青救会经济
干部会议，决定成立边区青救会经济部，县、区青救会设经济科，统
一组织和领导青年参加边区的经济建设。青救会将创建青年农
场作为青年投入经济建设的中心工作。边区青救会在延安等 11
个直属县试建青年农场取得成功后，随即出现青年合作社、青年
变工队、青年运输队等，在陕甘宁边区农场中普遍推广，调动了青
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经济上也收到良好的效益。如延川县青救
会在 1942年上半年带领青年开荒 3万亩，建立变工队、扎工队 128
个，帮助 655名青年订立了家庭生产计划。

西北青救会协助边区政府创办青年钢铁厂、青年纺织厂、青年
造纸厂，开办青年技术学校，培养技术工人，积极钻研推广先进生
产技术。许多青救会会员带动青年家庭发展家庭手工业，组织青
年工人制造生活用品。边区的纺织业、印刷业、农具制造业等轻工
业迅速发展起来，到 1941年，纸张自给率达到 50%，纺织自给率达
到 60%，开采的食盐也可以大量外销出境。在边区的经济建设中，
广大青年争当劳动模范、生产能手，积极生产，成为经济建设的一
支生力军。

青救会是抗战时期各种抗日青年组织的总形式，为共青团
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共青团历史的重要组
成部分。 （据《北京日报》）

王栋，原名王澄宇，又名王撑宇，
宁夏中宁人，1914 年出生于薛营
村一个富裕家庭，1938 年 12 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

王栋自幼熟读私塾，1933 年
由中宁县恩和高小毕业。1934年
夏，王栋的父亲到天津经商，20岁
的王栋随同到北平上学，由当时在
北平从事地下活动的表兄张子华

介绍考入北平文治中学。张子华
工作之余常和王栋攀谈，又介绍
他阅读一些进步书刊。王栋从平
时与张子华的谈话和书刊中了解
到苏联的一些情况，对旧中国的
黑暗和国民政府的反动本质逐渐
有了认识，开始向往革命并对共
产党产生了敬仰之情。9 月的一
天，张子华突然匆忙地来到王栋
住处，对他说：“表弟，我必须马上
离开这里，有公事要去河南。今
后，诸事都要小心，谨言慎行，多
加珍重！”说罢就转身离开了。
几天后，国民党特务突击搜查了
张子华住处。一天，王栋所住的
公寓忽然闯进两个特务，将正在
吃午饭的王栋抓到北平市第五区
公安局，并逼问他张子华的去
向。王栋突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性，便一口咬定自己什么也不知
道。无论特务采用什么手段逼
问，王栋始终回答不知道，特务没
有得到任何信息，将王栋关押了
七八天后释放。

1936年 5月，王栋的父亲从宁
夏到天津，写信叫王栋去天津相
见。王栋便请假来到天津，两人见
面后，父亲认为当时平津地区社会
秩序混乱，日本浪人横行，坦克呼

啸街市，在北平上学太危险，让他
停学回家。出于对革命的向往，
王栋不愿中途辍学，经再三请求，
他又返回北平，在其友袁家节家补
习英文和代数。

1937年春，王栋转入北平铁路
学院附属东方中学上高中。当时，
平津市民抗日情绪高涨。5 月，北
平高中学生齐集西苑进行军事
训练，后因七七事变，平津沦陷，
王栋不得不提前结束学业，流亡到
青岛。通过流亡同学会的帮助，经
徐州、郑州，来到西安。到西安后，
王栋立即四处打听张子华的消息，
最后从八路军办事处得知张子华
已调回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
联络局副局长。王栋立即给张子华
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希望到革
命圣地延安去学习和工作的愿
望，请八路军办事处转达。在等
待张子华回信期间，王栋因长时
间离家，十分思念母亲，于 1937年
底回到家乡中宁。不久，便收到了
张子华的回信，张子华在信中表示
欢迎王栋来延安。王栋欣喜若狂，
立即向父母、妻子辞行，邀约好友
于 1938年 4月一起奔赴延安。到
延安后，经八路军办事处介绍，王
栋来到陕西洛川，被编入设在那里

的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大队学习，化
名雷鸣。同年 10 月，王栋被调入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大队敌工
队学习，12 月由周玉润介绍加入
中国共产党。

1939年 4月学习结束，组织上
拟分配王栋到陕北一个县当政府
秘书，但他强烈要求上前线。同年
6月，王栋被分配到内蒙古大青山
骑兵支队工作。在此期间，王栋先
后任三团侦察员、一连副连长、游
击队长、十一连代理连长、政治指
导员等职务。他善于团结同志，吃
苦耐劳，作战勇敢，经受了抗日战
争的严峻考验。1943年 1月，王栋
被调到山西偏关抗日军政大学七
分校参加整风。整风结束后，王栋
被分配到晋绥军区第一纵队第三
五八旅警卫连任政治指导员，1946
年任营长，后又升任副团长，转战
陕北，参加了保卫延安、保卫陕甘
宁边区的战斗。

1947年 10月，在清涧战役中，
王栋不畏艰险，身先士卒，深入前
沿阵地，不幸牺牲，时年 33岁。

1952 年 1 月 15 日，中国人民
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部追认王栋
为革命烈士。

（据宁夏党史学习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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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年 5 月上旬，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广州隆重举行，中国青年团组织正式诞生，距今已有 100 多年
的历史。1925 年 1 月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
表大会，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
下简称共青团）。在共青团百年历史中，全民族抗战时期是一个
特殊阶段，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将共青团改造为非党的青年
组织——青年救国联合会（简称青救会）。西北青救会作为在特
定历史条件下青年运动的最高领导机关，团结全国广大青年投身
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

1938 年 4 月 15 日，毛泽东为西北青救会成立一周年题词：“青
年是抗日战争的生力军，目前青年团体的任务是团结全国一切阶
层的青年男女，大批地走向抗日战争的战场去，充实正规军的战斗
力，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在后方的青年人，也是一切为着战争胜
利而工作。中国的解放主要依靠青年人。”10 月 2 日至 7 日，陕甘宁
边区第一次青年救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正式成立陕甘宁边区
青年救国联合会。

红色记忆红色记忆

王栋：不畏艰险身先士卒的革命英雄

王栋。（资料图片）

一

陕甘宁边区是 1937年至 1950年
之间，在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内的一个行政区域，包括陕西北部、
甘肃和宁夏的东部，是中国共产党的
抗日根据地和革命根据地。抗战时
期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的直辖行政区，
第二次国共内战起被国民政府宣布
为非法叛乱区域。新中国成立后，陕
甘宁边区建制于 1950 年 1 月改称为
西北军政委员会。

陕甘宁边区为了保证财政经济工
作总方针的实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从抗日根据地所处的具体环境出发，
专门制定了适合边区经济建设的具
体方针。在各项生产事业中，实行以
农业为主的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
业、运输业和商业全面发展的方针；
在公私关系和军民关系上，实行“公
私兼顾”和“军民兼顾”的方针；在上
下关系上，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
的方针；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实
行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实行
组织起来的方针。在党中央的正确
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军民同舟共济，
艰苦奋斗，于是，边区工业，蓬勃发
展，边区面貌，焕然一新。

抗战全面爆发后，陕甘宁边区政
府建设厅接管了延长油矿。在延长
正式设立了石油厂，先后设立工务、
总务、会计、材料四科。开始迅速开
展恢复边区石油生产的工作，到年底
共投资 10574元，对个别油井进行了
细心清理修复，并准备新建 4 号油
井。由于战争的影响和破坏，油矿打
井和炼制原油的机器设备遭到敌人
破坏，一些机器零件散失于民间。在
这样的情况之下，石油厂协同当地政
府“召集群众大会，动员群众，把在红
军撤离时失散的机器零件，向乡、区、
县政府报告或送归油厂，政府分别给
以奖励。因延川是老苏区，群众都有
组织，在大会上，好多群众自动报告，
将机器送归油厂。”

为促进恢复和发展石油的生产，
边区贸易局也为石油厂从西安等地
购进了一批机器零件。经过边区石
油工人一年多时间的辛勤努力，一些
旧有的油井开始出油，新打的一口油
井也开始出油，不仅很快地恢复了石
油生产，而且原油的产量也有所增
加。到 1938 年时，边区生产原油
3527 桶（每桶 12.5 公斤），炼制汽油
167 桶、特甲油 1381 桶、白蜡油 856
桶，这标志着边区石油工业的正式建
立。陕甘宁边区的石油是边区重要
的工业能源和抗战物资，也是边区自
给工业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产业。由
于对石油及其产品的迫切需求，就使
边区政府对石油的生产极为重视。
早在 1937年 5月，在边区政府成立的
筹备工作中，后来担任边区政府主席
的林伯渠就提出了“在工业上注意发
展石油、盐、煤、铁等主要生产”的边
区工业建设任务。1938年，为了保障
抗战军需公用的供给，延长石油厂移
交由中央军委后勤部管理，任命陈振夏

为石油厂厂长。石油厂最初实行供
给制。后来进行了体制改革，“由供
给为主，改为企业为主供给为辅的国
家企业公司性质。”这样基本上实行
国家企业化管理。在行政上设生产
管理科、经营管理科；在生产部门设
有打油部、抽油部、炼油部、修理部
等；并建立和规范了相应的各项管理
制度，全体职工均实行集体合同制。

1939年 1月，在陕甘宁边区政府
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中，
也明确提出要把“加强对石油、煤矿
的管理，增加产量，提高质量”作为陕
甘宁边区工业经济建设中的主要任
务之一。

1941年 1月，边区政府在经济建
设计划中提出：“扩大石油的产量，最
低限度应比去年提高 3倍”的计划和
要求。

1942 年 12 月，毛泽东在边区高
级干部会议上，论述边区经济问题与
财政问题时指出：“在发展边区的工业
经济建设中，要把“增加煤油出产，保
障煤油自给，并争取一部分出口，作为
边区经济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中
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对石油生产
予以高度重视，不仅在财政极为困难
的情况下投资石油生产，在每年的边
区经济建设计划中都对石油做出了生
产计划和要求，而且在生产物资和粮
食供给上也给予照顾，以保障边区石
油的生产。边区贸易局多次派人到西
安等地，为石油厂购买生产机器设备
及零件工具等，边区政府还指示当地
政府为石油厂代购粮食等。

从 1939 年开始，国民党顽固派
对陕甘宁边区开始实行军事包围和
经济封锁，禁止一切工业品、生活日
用品、工业生产材料及工具等进入边
区。为克服国民党政府对边区实行
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而造成的边区
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和边
区政府领导边区抗日军民开展了轰
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以发展边区的
自给经济，坚持持久的抗战。在这种
情况下，边区对于石油的生产及其产
品的需求更为突出，发展边区的石油
工业也就显得更为重要。

二

抗战需要大量的武器装备、枪支
弹药，发展兵工企业是陕甘宁边区的
头等大事。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
整合陕北红军分散的兵工厂、修械
所，组建中央红军兵工厂。中央红军
兵工厂随部队先后驻扎清涧、延川、
吴起、延安、延长等地，之后回迁到延
安柳树店。抗战爆发后，根据伟大领
袖毛主席的指示及抗战形势的需要，
1938 年 3 月正式成立了中央军委军
事工业局（简称军工局），统一管理边
区军事工业。不久，军工局划归中央
军委后勤部领导。1942 年 5 月改由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领导。军
工局成立后，首先将中央红军兵工厂
由延安柳树店迁到安塞县茶坊镇，改
名为陕甘宁边区机器厂。按照军工
局确定的“先设备，后步枪”的生产方

针，从 1939年起按照生产作业性质，
将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分拆、整合，先
后组建军工局一厂、二厂、三厂、五
厂、六厂、八厂、紫芳沟化学厂等军工
厂。1938年 5月，创建成立了延安通
信材料厂。1942年，组建八路军留守
兵团第一兵工厂。 1940 年至 1944
年，在八路军晋绥抗日前线的大后
方，晋绥军区工业部一厂、二厂、四厂
等兵工厂先后在陕甘宁边区佳县组
建投产。

经过几年发展，陕甘宁边区的兵
工企业初步形成机器制造、子弹复
装、枪械修造、火炸药制造、手榴弹及
掷弹筒制造、通信设备生产等较为完
整的武器装备生产体系。在大生产
运动中，军工局还先后创办了陶瓷
厂、玻璃厂、焦炭厂、水力发电厂、炼
铁部等为兵工服务的工厂。陕甘宁
边区的工业呈现出蓬勃发展局面。

三

抗战爆发后，在陕甘宁边区党和
政府发展工业经济方针的指引之下，
延安先后建立了难民纺织厂、造纸工
厂、被服工厂、农具工厂、制革工厂、
制鞋厂、石油厂以及八路军制药厂等
综合工业。

这些工厂后来大都起到了边区
军民抗战和生活的主要实用性作
用。1938年以前，边区的布匹完全依
赖从外边输入。而难民纺织厂创办
以后，这种情况截然改变，产品服务
于边区军民。难民纺织厂开始在安
塞县二区高桥镇，以后迁到延安县西
川口。这个工厂从开始 8台机器和 10
个工人，到 1938年底，发展到 45名工
人，4台织布机，2台纺毛机，2台毛巾
机，5台袜子机，1台弹花机。1942年
年底，职工总数扩大到 370多人，房间
120间，窑洞 210孔，可容千人的大礼
堂一座。机器装备也有很大扩充，已
有铁机 38台，木机 18台，合股机 7台，
整经机 4台，络纱车 100多台，还有车
床、钻床、旋床和发动机等。

边区的纺织工业是发展最快的
工业。到 1948年，边区的公营纺织工
厂已发展到 20多家，职工 1300多人，
产量 3000 多匹，可供给部队、机关、

学校人员所需要量的 70％。发展到
1944 年，边区就有 120 多个公营工
厂，其中，边区政府系统 15 个厂，军
工系统 8 个厂，中央管理系统 16 个
厂，联防司令部系统 12个厂，各地驻
军有 35个厂，各地专署有 9个厂，各
县政府有 8个厂，其他单位的有 20个
厂；边区的工人阶级队伍发展到 1.2
万余人。

军事工业，军工局一厂（机器
厂）几年中，为二厂（造枪厂）和无烟
药厂制造了机器设备，供给了前方
（主要是一二 0 师）部分机器及延安
各厂的部分机器。二厂供给了边区
内部队枪支的补充。三厂是化工
厂，是由钱志道同志一手筹建和领
导生产的，主要是制造无烟炸药、各
种手榴弹和迫击炮弹等。二厂与一
厂合并后，一年供给了保卫边区的
部队所用的手榴弹、迫击炮弹掷弹
筒及每月十余万发子弹，还供给前
方底火和白药，供应各个根据地所
需的无烟火药。留守兵团的兵工
厂，1942年以前，每月生产手榴弹五
六千枚，1943 年提高到月产 10 万
枚。延长石油厂和永坪分厂，百分
之百的保证了无线电台、各种机器
工厂和一部分汽车和灯用所需的石
油。民用工业方面，如纸张、印刷、
油墨、肥皂、毛毯、毛巾、鞋袜、食油、
食盐等，都保证 100％的供应。

陕甘宁边区工业发展取得“为抗
战服务、保障军民供应”成就的原因
在于：陕甘宁边区能坚决执行党的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正确方针。
1939年，边区经济开始被封锁，工业
产品输入受到了限制。当时，边区的
建设客观上是工业没有基础，加上外
援断绝，需要白手起家。主观上，当
时缺少技术干部和熟练工人，急需选
拔和培训。为了抗日战场和建设边
区的需要，党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
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的号召。边区军民积
极响应党的号召，下定决心、排除万
难，建立了边区自己的公营经济，并
且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农副业生产，终
于渡过了难关。

（据《民主协商报》）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发展

如火如荼的陕甘宁边区生产合作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