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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红色记忆

武廷选（1903—1935），字弼丞，
固原市原州区人。幼年好学上进，
在固原县城第一高等小学（提署街
小学）读书，随后考入平凉中学。
在校期间学习成绩排名靠前，受到
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受进步思
想的影响，他积极主张男同学剪掉
长辫子。一次，他看到老乡马应斋
留着长辫，说：“社会变了，你还留
辫子干什么？”说着就动手剪掉了
马同学的长辫。他勤奋好学，刻苦
读书，乐于助人，圆满完成了学业，
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平凉柳湖师范
学校。他积极参加各种先进活动，
接受进步思想，在学校里还受到
马列主义思想的熏陶，很快成长为
一名进步青年。

毕业后，当时有一个本县黑城
乡名叫祁三的人，在酒泉任观察，
他即投靠于其，后因志向不同返回
家乡。民国十八年家乡大旱，民生
疾苦，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匪盗横
行。土匪王富德一伙窜扰七营一
带，抢去乡亲们的耕畜 10余头，他
得知后非常气愤，不顾家人的反
对，只身入匪部，争辩索回了被抢

的耕畜。
民 国 二 十 年（1931）入 陕 西

杨虎城将军部，任陇东靖绥司令部
文书。武廷选年轻有为，会干事，
有能力，刚正不阿，办事公正。在
那个年代，盐务是个非常重要的行
当，本地食盐大都靠骆驼从中卫运
来，盐商被抢事件时有发生，加之
私盐泛滥，老百姓食用后患大脖子
病非常严重，影响生产生活，于是
在民国二十二年，回到固原担任盐
务局主任。

他上任后，首先对本地的盐业
经营、运输私盐等情况进行了解、
整顿，重新制定新的规章制度。还
明确规定盐警不能随意打骂，更不
能敲诈盐商，盐商要照章纳税。很
快盐业经营状况明显好转，税收也
足额上缴，市场秩序稳定，受到盐
商及运输户的拥护。时任固原县长
的贵州人胡福同，也主动和武廷选
接近，并多次以种种名义要钱，都被
武廷选拒绝，胡福同怀恨在心。

胡福同名义上“清正廉明”，而
在背地里却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
经常对一些生意人进行敲诈，动辄

抓进大牢。一次，在县衙以“德政”
为名搞大典，以庆贺自己当县长

“清正廉明”，历时 10 天，搭台唱
戏，大摆宴席。城乡士绅都携带厚
重礼物“恭贺”县长。逢年过节各
方人士都要向县太爷送礼，胡福同
多次派人将银钱用标有“亚西亚”
字样的油桶包装，藏人盐包内偷偷
外运。一次，被武廷选发现，全部扣
留，胡福同非常痛恨武廷选。

胡福同一伙为非作歹，无恶
不作，他们欺负良家妇女，霸占
民妇，武廷选在一些公众场合给
予揭露。一天，他将胡福同的丑
行以漫画形式张贴在大街上，公
之 于 众 ，他 还 积 极 主 张 回 汉 平
等、男女平等，主动为老百姓办
好事，百姓有困难他都有求必应。
一次，平凉驻军捕去固原民主人士
祁九卿，武廷选多次前往营救，最
终被救出狱。

民国二十三年八月九日，国民
党甘肃省政府在兰州召开各州、县
长会议。会议结束后，在兰老乡设
宴招待固原同乡，武廷选也应邀参
加。席间，武廷选当众怒斥胡福同：

“请县长高抬贵手，莫把老百姓白
花花的银子运走，这是固原人民的
血汗啊！”将胡福同闹得十分尴尬，
一时不知所措，未等宴席结束就溜
走了，在场的同乡无不拍手称快。
一时，街谈巷议，人心大快。武廷选
还经常利用一些机会宣传先进思
想，主动向民主人士接近，在当地
有着很大影响。他的进步思想和
举动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猜忌，
胡福同记恨在心，预谋除掉他。
民国二十四年（1935）除夕，一位
地方人士被胡 福 同 设陷 入 狱 ，
武廷选听到后心急如焚，不顾个
人安危，来到县衙面见胡福同，言辞
激烈。不料，被胡福同以扰乱社会
治安、共产党分子等罪名将其扣
押。时至年关，胡福同密电国民党
甘肃省主席朱绍良（是胡福同的亲
友），遂以武廷选是共产党的奸细、
挑拨民族团结、扰乱社会治安等莫
须有罪名决定将其处决。

1935 年农历正月初一（2 月 4
日）凌晨，武廷选被国民党反动派
杀害。

（据固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武廷选：热血赴正义 浩气永留存

红军西征途经宁夏地区，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以实际行动宣传了各民族平等与团结的政策，有力反击
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不实之词，为争取民心、壮大革命力
量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制定民族政策 推行民族平等 民族自治

西征以来，针对西征红军即将进入甘肃、宁夏回族
聚居区的现实，1936年 5月 24日，红军总政治部颁布《关
于回民工作的指示》，要求红军指战员严格执行党的民
族政策，促进民族团结，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
民党反动派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苛捐杂税，帮助组
织抗日军队和建立自治政权等。

5月 25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
府主席的名义签发了《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宣言》对回
族人民长期遭受的压迫剥削表示深切的同情，指出“回
民在千余年以来，历受中国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特
别是在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统治之下的苛捐杂税，使回民
的生活，陷于艰难困苦不能生存的地位”，号召回族人民

“当此紧急存亡的关头，望即奋起”！《宣言》重申中华苏
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以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
主义，彻底解放中华民族及其他各弱小民族为基本任
务。《宣言》提出，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上建立自治的政府，
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提高政治文化水
平，各民族亲密联合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联合土耳
其、外蒙古、苏联及其他同情中国的各民族、彻底解放的
民族与国家共同抗日。

《指示》和《宣言》这两个文件从红军和苏维埃人民政
府的角度、从对内（党和红军）和对外（国家、社会和劳苦大
众）两个维度出发，对党的民族政策进行了全面阐述，成为
红军在宁夏开展民族宗教工作的纲领和指针。

培养干部 发展党员

1936年 8月 26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西方野
战军发布《关于西征地方工作总结的训令》，强调“为了开
展回民工作，在组织上应大量的培养回民干部”。10月 17
日，毛泽东、杨尚昆在关于征求对回民问题决定的意见给
朱德等人的电文中指出，吸收回民解放大会中的良好分
子加入共产党，“回民武装为回民抗日军及抗日游击队，
回民队伍中应有党的组织，并注意培养回民干部”。西征
红军在下马关开办了回族干部训练班，并派几十名回族
干部到陕甘宁省政府所在地洪德河连湾进行学习。这一
期间，还特别注重吸收回族中的先进分子入党。1936
年 6月，毛泽东等在《关于回民工作给一、十五军团的指
示》中提出，要“吸收个别最觉悟分子入党”。

通过培养，一批回族中的先进分子脱颖而出，如回
族干部马和福，在党组织的帮助和关怀下，他的政治思
想觉悟不断提高，1936年 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又当
选为豫旺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成为豫旺地区表现最出色
的优秀回族干部。10月 20日，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
政府成立，马和福当选为自治政府主席。豫海县回民自
治政府成立后，马和福发动各区乡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做熟
食、烙干粮，支援红军部队，并带领当地群众粉刷墙壁、书写宣传标
语，还常常利用农村集市对回族群众宣传当时的形势和任务。

1937年 2月底，马和福被捕，马鸿逵多次派人对其软硬兼施，并
亲自审讯，动用酷刑，均一无所获。在被囚宁夏城期间，马和福大义
凛然、视死如归，他说：“我从参加共产党那一天起就做好一切准备，
随时都为党和人民献出自己的生命，你们想怎样请便”，“共产党是
解放劳苦大众的，加入共产党是我的追求，请你们不要在我身上下
功夫……我绝不会和你们走在一条道上。”1937年 4月 3日，马和福
壮烈牺牲，年仅 45岁。

建立武装力量 团结一致抗日救国

为了壮大革命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张“武装回民群
众”。《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中就提出成立武装军队和游击队，在《对
回族人民的宣言》中也强调，联合回族中自己的一切武装力量，希望
将来能成为抗日联军的主要力量之一。

西征红军解放的民族聚居区，都纷纷建立起地方武装。红一军
团一师组建了回民连。8月下旬，回民连官兵随部队到达西吉，常常
三五个人一组，到当地回族群众家中宣传红军进行革命的目的和党
的民族政策。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不少回族青年参加了红军，回民
连很快就由 40多人发展到近 200人。在当时的回民武装力量中，最
著名的就是回民独立师。1936年 5月下旬，回民独立师组建，由红十
五军团政治部回族干部马青年担任师长。

回民独立师成立后，即投入激烈的战斗，相继参加了围攻小桥畔、
安边、定边、盐池、豫旺、王家团庄、下马关、红城水等战斗。在下马关
战斗中，回民独立师对敌军展开政治攻势，向守城的敌军宣传党的抗
日救国主张和民族政策。在红城水战斗中，回民独立师和红七十三师
一部，在北塬果园子里与敌军展开激战，击毙和俘虏敌军 200余人，沉
重打击了敌人。在军事斗争的同时，回民独立师还以王家团庄和半个
城为中心，活动在大小罗山、韦州、高崖、关桥堡一带，开展剿匪反霸斗
争，发动群众参加革命。回民独立师是我军历史上建立的第一支回族
武装力量，也是西征红军模范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结果。

尊重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红军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把保障回族的“风俗
和信仰”看作是“争取回民的良好先决条件”。6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
杨尚昆在《关于回民工作给一、十五军团的指示》，阐述了中央关于回民
工作的基本原则，重申了对回民工作的“三大禁条”“四大注意”。

到达豫旺地区后，为做好回族群众的发动工作，各部队除学习中
央和西征红军总政治部的有关指示外，还制定了许多具体的纪律和
守则，给各部队印发了《回民工作守则》，制定了红军在回民地区必须
遵守的具体细则，红军各部队均能严格执行规定。

这些政策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回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有
较为深切的了解，体现了对广大回族人民的理解和尊重，反映了党对
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重视程度。

（据人民网、湖北党史网、《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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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救国活动。（资料图片）

毛泽民，字润莲，1896年出生的他
比哥哥毛泽东小3岁。由于哥哥17岁
就走出韶山冲求学问道和从事革命活
动，且弟弟毛泽覃还是5岁孩童，协助
父亲经营米店以及打理田间地头的事
就落在了次子毛泽民的身上。

从小，毛泽民就表现出超强的
理财能力，勤俭节约、精打细算。
1919年 10月和 1920年 1月，母亲和
父亲相继撒手人寰，为哥哥提供生
活费、支撑他开展革命活动，以及保
障弟弟在长沙读书的重担让毛泽民
不得不学会如何撑起一个家。

1921 年初春，毛泽东从长沙回
到韶山，教育全家干革命。哥哥对
毛泽民讲：“我们不能只想着自己的
小家，只顾自己有饭吃，要使全国人
民都有饭吃。怎么才能办得到呢？
就是走出去，干革命，这叫‘舍小家，
为大家’。”

听了哥哥的教诲，这一年春节
过后，毛泽民来到省会长沙，在湖南
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担任校

务，负责管理全校师生的伙食。他
工作努力，管理有方，时时处处为师
生着想。学生的膳杂费，学校原规
定每学期一次交清，许多穷学生因
此而辍学。毛泽民和主事商量后，
改为分期交纳，减轻了学生负担，受
到了大家的赞扬。

在其后的革命生涯中，毛泽民
与哥哥和弟弟不同，不是拿着枪带
着队伍闹革命，而是拿着算盘账本
赚取经费支持革命事业，先后任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经理，
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家
银行行长，红一方面军十五大队、
长征先遣工作团负责人，中国工
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新
疆省财政厅厅长、民政厅厅长等
职。在筹集党的活动经费、发展
革命根据地的经济、保障红军供
给和建设抗日大后方等方面，都
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6 年 6 月 21 日，西征红军十
五军团七十八师解放了宁夏盐池。
刚解放的盐池，由于战争和国民党
的反动宣传，百姓一时不了解党的
政策，许多工匠、商贩停工，商铺关
门，经济十分萧条。铜板不能使用，
法币又没有，苏维埃货币群众还不
相信，这些棘手的问题都需要中央
的帮助和指导。

1936年 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
带领工矿科长高登榜、会计科长钱希均
（毛泽民夫人）等人，赶到了刚解放的
盐池开展恢复经济工作。一连几个
月，毛泽民每天骑着马到各区、乡考

察指导，不能按时吃饭，看到这种情
况，盐池县委的同志专门送给他一
只铜手炉。铜手炉又称“袖炉”“手
熏”“火笼”，是旧时宫廷乃至民间普
遍使用的掌中取暖工具。这只铜手
炉由红铜制成，为长方形，长 16 厘
米，宽 12.5厘米，高 7厘米，有一个长
28厘米的提手，盖子中间有个一圆
形“寿”字装饰，盖子其他部位则全
部为镂空花格图案。它不仅可以暖
手，还可以随时加热干粮喝到热水，
毛泽民感慨地说：“在南方很少见到
这种东西，如果在红军长征翻越雪
山时有这样的铜手炉，就可以挽救
许多红军指战员的生命。”

西北这片荒凉却又孕育着希望
的黄土地，给了毛泽民施展经济才华
的大舞台。进城不久，他就指示革命
委员会把没收的“聚和兴”和“万兴
和”两家豪绅的货物集中起来，并以
此为基础，建立城市消费合作社。

为了宣传建立消费合作社的意
义、性质、目的和管理办法，毛泽民
在 7月 4日（农历五月十六日）的群
众大会上进行了生动的讲演：“消
费合作社不是政府开的商店，也不
是几个有钱人合伙开办的以赚钱
为目的的商店，它是广大群众的集
体的经济贸易组织。过去我们向
商人买货物，他们不但数量不足，
而且价钱又高，一年不知吃多少
亏；我们卖出剩余产品时，他们压
价很低，一转手又赚去好多钱，我
们要抵制商人这种过分的剥削，节
省支出，增加收入，把过去一向依
靠商人替我们买卖的事情，拿过来
自己办。办合作社，人少、资本小，

固然办不成，人众钱多没有组织也
不行，所以我们要组织起来，大家
拿出股本，选出几个我们信任而善
于做生意的去管理、去经营，专门
替我们大家办好福利事情，赚了钱
依照规章，还可按股分红，我们开
办这样一个商店就叫它‘消费合作
社’，为了办好合作社，大家要多入
股金，人多力量大，资本雄厚，才能
给我们多办好事，合作社才能有力
量担当起这一重大任务。”通过建
立消费合作社，毛泽民大力组织当
地土特产品运向外地换回根据地
军民所需要的粮食、布匹、医药等
急需物品，为缓解盐池的经济压力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同时，长期的经济工作，使得
毛泽民练就了一双发掘财源的慧
眼。他了解到在陕北与宁夏、内蒙
古交界地带的食盐资源非常丰富，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
积极开发定边和盐池盐业的经济计
划。他组织成立了盐务局，还把国
民党规定的非常苛刻的盐税相对调
低，为盐池经济恢复打下了良好基础。

12月，毛泽民、钱希钧夫妇离开
盐池时，将铜手炉还给盐池县委。
宁夏博物馆成立后，回汉支队政委
梁大均将这件珍贵的铜手炉捐赠给
宁夏博物馆。

这件铜手炉，承载着毛泽民夫妇
组织盐池人民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实干
精神和革命品格，他们团结发动人民
群众，艰苦奋斗，使盐池经济很快得到
了良好发展，更为陕北根据地的生存
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
（据《中国旅游报》、国家文物局网）

陈列在宁夏博物馆的铜手炉。
（资料图片）

铜手炉与毛泽民在盐池的红色岁月

关桥堡会议旧址，位于中卫市
海原县城东北部 30公里处的关桥乡
关桥村。关桥堡东南临贺堡河，北
濒麻春河，呈三角形。会议旧址位
于关桥村东侧台地上，为四合院中
式建筑，始建于元代，1958年“破四
旧”时拆毁。旧址上修建华润希望
小镇大楼，楼前尚存有红军使用过
的一口水井。

1936年 10月 11日，中共中央和
中革军委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
领》，即宁夏战役计划。毛泽东于 13
日致电彭德怀，要求“按照十月作战
纲领准备，作出宁夏战役计划纲要，
与朱、张面商后提出于军委。”据此，
朱德、张国焘于 23日到达打拉池，与
彭德怀、徐海东等西方野战军领导
会面，商讨宁夏战役计划。

正当此时，战局发生重大变
化。10月 23日，蒋介石令胡宗南、王
均、关麟征、毛炳文等部，由朱绍良指
挥，以近 30万人的优势兵力向红军
大举进攻，并令东北军王以哲部及
宁夏马鸿逵、马鸿宾部协同中央军
作战。蒋介石还亲临西安督战，企
图将红军消灭于黄河以东的甘肃、
宁夏境内。

10月 25日，中革军委领导致电
红军总部及三个方面军领导人，指

出红军应先击破南敌，再集中向北，
并决定先以三个方面军主力进行海
打战役，击破南敌，停止敌人追击。
同时，为了给下一步向北攻取宁夏
创造条件，决定红四方面军以大部
分兵力参加海打战役，并以两个军
西渡黄河，尔后转向宁夏之中卫、定
远营行动。

按照海打战役部署，红四方面
军未渡河之四军、三十一军正面阻
击尾追红军之王均第三军，红一方
面军从侧后进攻，将其消灭在打拉
池一带。但是，张国焘当面表示同
意，背后却密令四军、三十一军撤离
前敌总指挥部指定位置，致使红军
主力右翼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海
打战役计划未能实现。

海打战役失去战机后，彭德怀
致电毛泽东报告了实际情况，并决
定再同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
面商，统一三个方面军的行动。

10月 30日，蒋介石发布总攻命
令，胡宗南、王均、毛炳文等部加紧
进攻红军，胡宗南第一军孤军深入
豫旺地区，分三路追击红军，战局日
趋紧张。31日，朱德、张国焘率红军
总司令部转移至关桥堡，彭德怀将
司令部腾给红军总部办公。

11月1日，朱德、张国焘、彭德怀、

贺龙、任弼时、张浩等齐聚关桥堡，
并召开军事会议，传达中央命令，商
讨作战计划。会议决定在海原、打
拉池大道以北寻找战机，消灭胡宗南
部两三个师，以停止其追击，继续执
行宁夏战役计划，是为“关桥堡歼敌
计划”。

会上，张浩宣布中央命令：第一
是正式任命彭德怀为红军前敌总指
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刘伯承为参
谋长；第二是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对红
军进行统一指挥；第三是会议决定实
施“关桥堡歼敌计划”，以寻机歼灭尾
追的敌先头部队。除渡河的部队外，
红一方面军、红三十一军、红四军、红
二方面军由前敌总指挥部统一指
挥。此次会议史称“关桥堡会商”。

11 月 3 日，彭德怀发布了关于
消灭胡宗南部先头部队两三个师的
战斗命令，要求三个方面军做好战
斗准备，引敌深入至关桥堡地区，一
举消灭。4日，彭德怀又发布了《我
军打击周、孔两敌东进部署》，通告
敌情，调整 3日的部署，要求各部队
隐蔽并加强侦察，做好在关桥堡歼
敌的准备。红军各部队先后到达预
定作战地域，后因我军埋伏在驼厂
堡附近的右翼（四军、三十一军）行
动企图暴露，敌人不再进攻，而就地

构筑工事，同我军对峙。因之，关桥
堡歼敌计划未能实现。

红军进驻关桥堡后，面临的最
大困难是生活用水。当时，关桥堡
有一口井，但水量不大，群众用水十
分困难，都要到贺堡河里挑水。由
于贺堡河水是咸的，人喝了会拉肚
子。为了解决军民用水困难，彭德怀
司令员命令战士们设法寻找水源。
战士们在村子东南一口废弃多年的
老井里掏挖出了清澈甘甜的井水。
通过修缮，老井水成了村里的主要
水源。红军走后，乡亲们为了纪念
对红军的深情厚谊，将老井命名为

“红军井”。直到 2015年，“红军井”
才“光荣退休”，并被保护起来，成为
红色遗址。

关桥堡会议是中共党史和军史
上一次重要会议，解决了红军三大
主力统一指挥的问题，为后续战役
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关桥堡会议旧
址也成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革命
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广大党员干
部群众在这里追寻红色记忆，传承
红色基因，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
和奋斗姿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
代，凝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美丽新宁夏的磅礴伟力。

（据《共产党人》、红色基因传承网）

关桥堡会议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