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为儿童节题词。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
区尽管环境非常艰苦，但是每
到儿童节，都举行丰富多彩的
庆祝活动，围绕抗日救亡运动
开展得有声有色。

在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抗
日根据地，我党十分重视儿
童工作，从团中央到地方各
级团组织，都设立儿童局，领
导儿童团工作。毛泽东非常
关心边区儿童的培养和教
育。在延安时期，他多次为
儿童工作题词。1938年 6月，
陕甘宁边区政府创办了一份
石印的 4开小报《边区儿童》，
目的是教育引导孩子们在战
争环境中茁壮成长。毛泽东
得知后，引起了极大的兴趣
和关注，亲笔为这份儿童小
报的创刊题词：“儿童们起
来，学习做一个自由解放的
中国国民，学习从日本帝国
主义压迫下争取自由解放的
方法，把自己变成新时代的
主人翁。”1938 年 10 月，陕甘
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柳林村建
立了“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
院”，即延安保育院，目的是

保障抗日根据地的孩子们健康成长。毛泽东专门题词：“好好的保育儿童”；
“为教育后代而努力”。毛泽东的这些题词，既体现了他对儿童工作的重视，
又体现了对儿童工作者的严格要求。

民国时期的儿童节是 4 月 4 日，毛泽东在延安曾连续三年为儿童节
题词。1940 年 4 月 4 日，毛泽东专为儿童节题词：“天天向上”。陕甘宁边
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于 4 月 12 日以醒目大字发表了这个题词。
1941 年 4 月 4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第十届儿童节庆祝活动，毛泽东题
词：“好生保育儿童”，并发表在 4 月 13 日的《新中华报》上。 1942 年 4 月，
延安纪念儿童节时，毛泽东特地为《解放日报》题词：“儿童们团结起来，
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这三次题词，体现了毛泽东对少年儿童健康成
长的殷切期望。

“抗日儿童团，爱国好少年，努力学习为抗战！机动灵活撒传单，快速行动
把情报传，救护伤员勇敢上前线。抗日儿童团，为打日寇做贡献，抗战胜利把国
建、把国建！”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流传在边区的儿童团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抗日根据地和边区政府，每到“四四”儿童节，孩子们唱着这样的歌曲，举行各
种活动，展示自己的力量。每年的儿童节，儿童团都要举行大检阅，检阅学习成
绩、野外演习和游戏等，生动有趣，又富有教育意义。

1940 年 4 月 2 日至 6 日，陕甘宁边区举行隆重而又丰富多彩的儿童节纪
念活动，既有集中的大会，又有分组活动。来自延安保育院小学部和安塞、
延川、延长、固林、安定、延安等县市的 600多名儿童参加了纪念活动。在大
会上，成立了儿童营，组建了总指挥部，15岁的刘德才被选为总指挥，600个
孩子编为六个大队，过着有组织、有严格纪律的军营生活；孩子们在窑洞里
举行政治测验，他们将平日里的学习和思考，几分钟内写在一张纸上，并评
选出成绩优秀者；他们还召开座谈会，交流各根据地和边区儿童工作情况，
讲述儿童团杀敌人、捉汉奸的感人事迹，提出问题互相讨论；儿童团员们举
行健身操、棍棒操和队形转换、刺枪、劈刀、投手榴弹、拳术等军事项目表
演；举行儿童文艺晚会、游艺运动会，放映电影，向毛主席献画像《毛泽东同
志与儿童》和从家乡带来的大红枣、花生等土特产；大会还评选奖励了模范
儿童和劳动小英雄等。

当时在延安等抗日根据地还流传着一首《抗日儿童团歌》：“月儿弯弯，
星光闪闪，我们都是儿童团。站岗放哨，又当侦探，盘查行人捉汉奸。鬼子
来了，我们就跑，跑到八路去报告。领着八路，拿着枪刀，杀退鬼子，家乡
保。”陕甘宁边区的儿童全部动员起来了，积极参加抗战，查路条、送情报、
演文艺节目。曾经到延安采访的华侨女记者黄薇在战地通讯中写道：“途中
遇到不少站岗放哨的‘小哨兵’，他们有的站在道路的岔口，有的站在不令人
注意的地方……看见远处来了生疏的人，他们便停止游戏，注意来人的一举
一动。”

新中国成立后，将每年 6月 1日定为儿童节。此后，每到“六一”，全国各地
都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孩子们在阳光雨露下快乐健康地茁壮
成长。 （据民主协商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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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红色记忆

1936 年 10 月，红军三大主力胜
利会师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率领
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约 21800
人西渡黄河，以在河西建立根据地，
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向河西进军。
11 月 8 日，红军西进部队改称西路
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总政
委。西路军在环境恶劣、无后方依
托、粮食弹药十分匮乏的条件下，与
围追堵截的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等
10多万敌军展开了长达 5个多月的
艰苦战斗，毙伤马家军 25000余人，
遭受重大伤亡而惨败。剩余不足
4000人的部队，遭受马步青骑兵部队
轮番攻击，被迫撤进祁连山，处境十
分危急。1937年 2月 27日，中共中央
和中革军委决定正式组建援西军，

“增援军以四军、三十一军、二十八
军、三十二军及其骑一团组成。前方
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左
权为参谋长，刘晓为政治部主任”。
即日开赴镇原、固原待命。3月上旬，
得知西路军已在河西战败，红军援西
军驰援已失去良机。9日，毛泽东致
电周恩来“援西军现停止于白杨城青
石嘴之间待命”。红二十八军 856
人，驻防王洼、草庙、城阳、红河川一
带。三十二军约 3000人，驻防新集、
石家沟口一带。

1937年 3月下旬，党中央利用国
共和谈的时机，致电西路军余部要
保存力量，设法进入新疆，通过共产
国际与国民党新疆地方当局沟通，
帮助中共代表陈云、滕代远到甘
（肃）新（疆）边界接应流落红军。5
月上旬周恩来获悉部分西路军被俘
人员已在送往西安途中，致电红军
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和政委任弼时，
速派部队沿西兰公路接应。党中央
立即下令红军援西军开展工作，组

织动员群众，迎接救助被俘、失散的
西路军人员。其间，红四方面军第
九军参谋长李聚奎从河西走廊经打
拉池、周原北，在彭阳王洼找到红
十八军团部，被送到红二十八军军
部所在地白杨城，后随政治部主任
宋任穷前往镇原援西军司令部。援
西军政治部按照中央指示，对归队
的西路军官兵进行审查甄别，作出
正确结论，尽快恢复组织生活，编入
援西军或到陕甘宁根据地重新分配
工作，继续为党的事业奋斗。

援西红军第二十八军、三十二
军在固原东部深入宣传动员，调动
广大群众参与抗日募捐的热情。由
于群众害怕红军离开后遭地方民团
清乡报复，群众有的藏匿深山，不敢
露面，不法财主和乡保人员与红军
情绪对立。援西军工作人员登门拜
访乡间贤达，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听
取他们对抗日支前的意见建议。农
忙时，驻地红军主动帮助群众干农
活，打扫卫生，刷写抗日标语等，主
动和群众拉家常，做群众工作。红
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在彭阳石家沟
口的逢集日，主持召开群众大会，向
群众宣传形势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政策，号召群众为支援抗日和
救援西路军积极筹借军粮。

红三十二军在茜店镇峁家堡
（今属彭阳县新集乡）街道设立军粮
站，有粮大户自愿为红军捐借粮
食。东区城阳乡徐塬（今属红河镇）
小学教师徐满库带头捐献谷子 2000
千克，王石沟农民徐效衍捐粮 15000
千克、猪羊 10多头（只），红二十八军
政治部与固原东区联保抗日救国委
员会向徐效衍赠送“抗日先锋”红色
软匾。蒿店卧牛坪李世昌、新集魏
家河魏连川等一批开明人士纷纷慷

慨解囊，带头向红三十二军捐借粮
食，红三十二军一一赠送“支援前线
光荣”软匾。城阳乡抗日救国委员
会主任余如珂接到援西红三十二军
罗炳辉军长协助筹粮的信件，召集
有粮户开会，筹齐粮食送给红军。

1937年 3月，红二十八军干部周
学琳介绍石家沟口（今属新集乡）农
民马义仁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红
二十八军后勤干部何仲发在石家沟
口发展农民姬满祥、马义兴加入中国
共产党。7月，中共石家沟口党支部
成立，姬满祥任党支部书记。1937年
3月 6日，红二十八军在城阳平安寨
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固原东区联
保抗日救国委员会，并赠送“团结御
侮”软匾。援西军协助中共固北县委
在彭阳境内建立崖堡子、堡子岘、三
个窑、米家、虎家岘、何家岘、赵沟、李
渠、孙湾、王洼 10个乡级抗日救国委
员会；协助中共固原工委在麻子沟
圈、红河、海巴、石家沟口、峁堡、上
王、任湾、城子杨家、黄沟、韩家崖窑、
韩寨建立 11 个乡级抗日救国委员
会。1940年 5月，彭阳境内抗敌后援
会全部撤销，职能转入新组建的各战
区动员委员会。

援西红军重视开展对国民党政
权组织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统战工
作，共同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
展。国共两党地方政权组织、驻军
互派信使，友好合作。红二十八军
军长宋时轮亲自接见红河徐塬小学
教师徐满库，称赞他深明大义，带头
捐粮。红三十二军邀请驻地乡保人
员，共商抗战支前大计。

援西红军在白杨城和刘家沟驻
地开展绿化工作，每名战士栽下一
棵“红军树”。红二十八军在堡子崾
岘阳洼开垦荒地种植秋杂粮 100多

亩，红军撤离时，把即将成熟待收的
粮食分给贫苦群众。红三十二军在
石家沟口街道办起商店，向群众每
户赠送 12.5千克黑豆。红军在驻地
工匠协助下，用手工摇钻制作“折腰
枪”补充红军和地方武装。

援西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
对西路军失败、兄弟姐妹惨遭不幸
痛心疾首，群情激愤。因此，在援西
军中揭露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肃
清其分裂造成的影响，帮助广大官
兵与其错误路线划清界限，成为整
军的一项重要内容。1937年 3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
误的决定》作出后，援西红军及时召
开第一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迅速
开展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
进行各项整军学习活动。4月下旬，
任弼时主持召开援西红军第二次党
的活动分子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
决定。刘伯承等军政首长要求，要
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与张国焘
及其错误严格区别开来，坚持正面
教育，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坚持和风
细雨的工作方法，对一时转不过弯
的官兵耐心说服引导，杜绝开批判
会，更不允许处分任何人。在学习
活动中，采取大会作报告与分组讨
论、个别谈心相结合的方法，经过干
部特别小组会议、党的活动分子会
议、支部大会和支部小组会集中学
习讨论，联系实际作检查，开展反对
单纯军事观点、本位主义等错误思
想和行为的斗争，普遍进行党性原
则和理论教育，整顿加强军纪。

1937年 5月，红三十二军离开彭
阳，移驻陕西省富平县。7月中旬，红
二十八军离开彭阳，奉中革军委命令
开赴陕西三原，改编为八路军，投入
伟大的抗日战争。（据《固原通史》）

红军援西军到固原

王锡存（1919—1950），男，出
生于今彭阳县红河镇财沟村一个
农民家庭。在他不满 6岁时，就给
人割草、打柴、挑水、放牛羊，送人
家小少爷上学。13 岁时，进入私
塾念书，但只读了几天，就因战乱
而辍学，离开私塾后，继续给别人
家放羊。

1937年初丢下羊鞭参加环县保
安大队，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此
时，盘踞在环县的土匪宋阳珍（后投
诚）、赵思忠等乘人民政府刚刚建立，
立足未稳之际作乱。其中赵思忠股
匪骚扰时间最长，危害最大。他们烧
杀抢掠，无恶不作，在严酷的环境中，
环县军民与股匪展开了殊死斗争，巩
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1938年 4月 12日，赵思忠派其
部下缪福禄、耿开帮率土匪 150余
人，首先抢占监狱，放走犯人，后向
中共环县县委、县政府驻地进攻。
由于当时情况不明，政府工作人员
由县长杨玉亭带领，渡河向东山转
移。王锡存和一部分战士在县保
安大队长宋飞的带领下，一边与土
匪激战，一边掩护机关干部向河连
湾东山转移。指导员黄德堂和中
队长张俊录率一部分战士坚守环
县政府，与匪徒顽强战斗。土匪不
能得手，于是纵火烧毁县政府大
门，继续向县政府院内进攻。激战
中，指导员黄德堂、中队长张俊
录、中队副王生烈、班长王华、汪
思学、妇联主任张月英等 10 多人
英勇牺牲。穷凶极恶的匪徒放走
在押犯人，焚毁房屋，抢掠财物，使
中共组织和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
重损失，红色政权面临被摧毁的危
险。千钧一发之际，驻防在洪德城
北刘家山的红二团一个连闻讯赶
来增援，包围了缪福录、耿开帮股
匪，经过激战，土匪丢下许多尸体
突围遁去。

1938年 12月，国民党环县流亡
政府迁驻土匪赵老五盘踞的甜水
堡，并组建了保安大队，国民党环
县政府县长刘谦自任保安大队长，
赵老五任副大队长。并在甜水一
带编制保甲组织，指使其爪牙，寻
机骚扰环县中共组织，妄图夺回
政权。1939 年 12 月 31 日晚，顽匪
赵思忠趁元旦节日之际，率部 300
余人偷袭中共环县党政机关，途
中洗劫了洪德合作社及洪德区政
府。洪德区自卫军营长高三德闻
讯赶至二十里沟口，被匪徒杀害。
次日拂晓，赵思忠匪部再次偷袭中

共驻环县南关抗日民主政府。他
们途经洪德区河连湾村，将该村小
学教师王佑作为人质，拖在马后，
向县城逼近，并派先头部队化装混
入骆驼队到达城东沟。中共自卫
军哨兵发现后，当即鸣枪报警，中
共县保安大队大队长王世选、中队
长王世保闻讯，即率领中队战士和
自卫军迅速抢占城郭及庙岗子等
制高点与敌战斗。这时，暂撤离于
七里沟一带的县保卫科警卫队在
中共环县县长杨玉亭的率领下，由
七里沟向北到达城东塬，组织农民
自卫军和干部数十人下山增援，迂
回夹击。赵思忠匪部腹背受敌，激
战中，王锡存率警卫 1班英勇出击，
打死打伤匪徒数十人。午时，赵匪
不支，狼狈而逃，逃跑途中，残忍地
杀害了小学教师王佑。县保安大
队追至二十里沟口获胜而归，在这
次战斗中，王锡存英勇顽强，不怕
牺牲，表现出色，被破格提升为警
卫排长。

1940年 1月，赵思忠部在偷袭
环县抗日民主政府未遂后，一面
派出匪徒，袭击区、乡党政组织，
残杀党员、干部，一面大肆散布谣
言，煽动环城、洪德、耿湾、车道、
虎洞 5 个区 16 个乡的 80O 余名自
卫军叛乱，酿成了“环县事变”。
叛乱持续 10 余日，有 47 名革命干
部、战士、群众被杀害，20 多名干
部被绑架。

叛乱事件发生后，陇东公署专
员马锡五即率环县、曲子县、华池
县保安大队、自卫军及机关干部，
配合八路军三八五旅警备二团、八
路军后方留守独立五营、定边骑兵
一连，共千余人前往甜水一带围剿
国民党环县政府及其保安大队。
赵思忠倚仗窑儿井沟之地堡暗道
和国民党环县县长刘谦外围的配
合，负隅顽抗。王锡存请命率警卫
排参战，送粮送草，抬担架、挖窨
子、消灭敌人，表现十分勇敢。战
斗中毙敌 30余人，击伤 10余人，俘
虏 7O余人。伪环县党部主任张志
尹、国民党环县政府一科科长赵
鸣琴、书记夏建寅、收发室主任张
河图、保安大队中队长耿开帮、缪
福录、张兆琪、朱贵荣及赵思忠之父
赵星九等被俘，余匪大部被歼。这次
战斗，铲除了危害新生政权的一大毒
瘤。至此，赵老五盘踞多年的巢穴
被彻底摧毁，甜水堡一带获得解
放。同年 4月，中共在环县成立了
甜水区、乡政权。

1942年 6月，王锡存担任时任
中共环县县委书记徐锡龄的警
卫。同年 8月的一天上午，王锡存
带领两名警卫员保护徐书记下乡
检查工作，途中遭遇土匪。在战斗
中，徐锡龄身负重伤，王锡存为了
保护徐锡龄，让其他两名警卫员用
皮带把徐锡龄和自己绑在一起背
着，边退边开枪和敌人战斗，掩护
区政府其他同志撤退，当他们退到
一处崾岘口时，敌人追上来了。当
时他们所处的位置南北两面都是
深沟，唯独中间有一个十来米宽的
崾岘（豁口）可以通过。他向敌人
投出几颗手榴弹后，趁着爆炸声和
敌人正乱时，打开一个缺口领着大
家冒着枪林弹雨尽快地通过崾岘，
敌人也随之赶来。他组织人员集
中火力守住崾岘，掩护后面的同志
脱险。当他们连续打退了敌人的
两次冲锋后，环县人民武装大队在
县长陈玉山的带领下及时赶到，他
们才安全脱险。

1943年 1月，面对国民党对陕
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环县县委调
王锡存到苦水掌土产公司从事保
卫工作，任营长，当时他家住环县
车道区高台子。他上任后，按照中
共环县县委的指示和毛主席“自己
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发动群众
积极兴办各种手工业和加工业，并
号召爱国人士、商人和广大群众，
捐送寒衣，支援前方，为边区的财
经建设作出了贡献。

1948 年年初，为了工作方便，
中共环县县委把王锡存的妻子
邓郁兰从车道区妇联调到环县
妇女救国联合会工作，让他回到
车道把妻子和孩子一起接到县委
去。当时高台子已被当地土匪占
领，由于当地一个名叫高四的人
告密，王锡存回到家里的当天夜
里就被土匪抓捕，土匪头子要他
交出枪支弹药，并说出他所知道
的中共环县县委及军政力量等秘
密情况。王锡存始终只说自己没
有枪支弹药，也不知道什么秘密
（在被捕前，他已把随身携带的手
枪、子弹、手榴弹藏在了隐蔽处，
敌人没搜到）。土匪头子冷笑着
说：“听说你给红军县委书记当过
警卫员，又当过营长，没有枪弹谁
信啊！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就拿
你是一个红军营长，我非枪毙你
不可。”就这样，被敌人严刑拷打
了一夜，王锡存没有低头屈服，敌
人没有办法，就让告密者高四带

路来到王锡存家里拷问他的妻子
邓郁兰，邓郁兰告诉土匪，县委叫
他（王锡存）学习去，他是准备去
学习的人了，枪弹全部上缴了，根
本没有什么枪弹。气得土匪头子
暴跳如雷，指着王锡存两个月大
的儿子说：“老红军就是狡猾，不低
头，不缴枪，先杀了这个‘屁红子’，
再杀你两口子，看你说不说。”说罢
就要开枪，被高台子西洼里的乡绅
王汉得拦住：“老总大人请息怒，
千万别开枪，这事须得从长计议，
王锡存一家都在咱们手上，还怕
他不说，您要是把他一家杀了，就
什么也得不到了。”

由于王汉得和当地土匪头子
是拜把子兄弟，私交很深，张庭杰
也赶紧在一旁帮腔：“他俩不低头，
就把他们一家带走先看管起来，咱
们再慢慢想办法让他开口。”

在王汉得的再三劝说下，土匪
头子没有开枪，命令手下用绳子把
王锡存绑在他的马尾上，押上邓郁兰
和孩子一直来到杨掌。敌人在杨掌
住下，晚上又把王锡存吊在一个大
房子的浮梁上继续拷打，一次次打
得昏死过去，又一次次用凉水浇活，
王锡存宁死不屈，没有向敌人吐露
半个字。

王汉得为人正直，倾向革命，
为了救王锡存，他和土匪头子通
了个气，让王锡存的妻子邓郁兰
拿出 50 块大洋和 150 万票元交给
土匪头子，由于土匪头子收了钱，
再加之王汉得的关系，趁敌人熟
睡时，放出重伤在身的王锡存和
邓郁兰。

在王汉得的帮助下，王锡存一
家连夜跑到了东洼，由于王锡存的
身体受到敌人的严重摧残，加之他
们的逃出已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无
法再回到环县去，王锡存和妻子商
量暂回老户养伤，等伤好了以后再
想办法和组织取得联系。他们一
家回到了现在的彭阳县白阳镇陡
坡村定居养病，回来后一直到 1949
年 10月全国解放了，他的病还是不
见好，一天天加重，1950年 3月，在
中共固原县委工作和他一起在环
县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常学治得知
他的消息，亲自找到他们夫妻俩，
准备给他们安排工作，可是王锡存
当时已重病在身，不能工作，在常
学治的安排下，固原县补助了 150
元医疗费，经多方医治无效，于当
年 7月去世，年仅 31岁。
（据固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王锡存：坚定信念 不怕牺牲

陕甘宁边区的儿童节

1947年 7月，中共中央小河会议决定，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身份，
统一领导陕甘宁、晋绥两个边区部队及后方工作，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
援西北解放战争。

贺龙首先同习仲勋、林伯渠、王维舟、贾拓夫等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
区政府领导人一起，迅速实现了两区财政经济的统一。贺龙兼任西北财经办事
处主任，并将两区的银行、贸易公司合并，成立了统一的西北农民银行和西北贸
易公司。他又主持了联防军后勤工作会议，在军队供给上实行统筹统支，将财
务部门和供给部门合并，做到财供统一。他还指示陕甘宁各地成立兵站，由地
区专员和县长兼任站长，负责筹粮、筹款、运输、供应，使野战军走到哪里，便可
以在哪里得到供应。

粮食成为“西野”必须首要解决的问题。为保障指战员的粮食供给，贺龙四
处筹措，通过周恩来向晋冀鲁豫解放区急调 10万石粮食，并领导各级人民政府
动员和组织了庞大的支前队伍，把粮食运往陕北战场，保障了解放军部队的日
常需求。

西北战场打的是大仗，部队对武器弹药的需求量相当大，炮弹尤其缺
乏，彭德怀、习仲勋经常致电贺龙请求支援。为扩大军工生产，贺龙把陕甘
宁、晋绥两个地区的军工企业整合起来，到 1948 年，共建设 14 座军工企业，
生产了大量山炮弹、迫击炮弹、手榴弹、炸药、子弹，有力地支援了西北解放
战争。

1947 年冬季来临，为给前方将士们筹备急需的越冬被服和经费，贺龙
决定将陕甘宁、晋绥的土特产运到边界地区，再让商人们转运到国统区出
售。他调派绥蒙军区副政委张达志带两个骑兵团去执行这一特殊任务。他
对张达志说：“你现在的头衔是陕甘宁晋绥游击司令，但你这个司令主要任
务是做买卖，把土特产卖掉，换成前线急需的金子、银圆以及棉花、布匹等物
资。”张达志做了 3个月的买卖，换回了大量现金和物资，有力地支援了部队。

在兵源补充问题上，贺龙的办法是加强联防军区地方兵团建设：在部队压
缩机关、充实连队；在老区动员失散兵员归队；在新区动员群众参军、组织游击
队、扩大地方兵团。这样做一方面可作野战军的补充兵团；另一方面也可以升
级为野战兵团。毛泽东称这一办法很有战略眼光。

1947 年 9 月 20 日，经请示中共中央军委，贺龙以警一旅、警三旅和骑
兵第六师合编为第四纵队。不久，第四纵队拨归西北野战军建制，充实
了西北野战军的力量。在贺龙的领导下，仅 1947 年在陕甘宁和晋西北等
解放区就动员了 3 万人参加野战军，5 万人参加地方兵团。到 1949 年 6
月，西北野战军已从小河会议时的 3 个纵队，发展成按三三制编制的两个
兵团、6 个军、18 个师 22 万人的大军，为西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打下了
坚实基础。

（据《人民政协报》）

贺龙抓后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