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治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协办夏 文 史宁 NING XIA WEN SHI
072025年4月21日 星期一 值班编委 郑桉 编辑/美编 张锦倩 校对 孙丽君

红色记忆红色记忆

抗日战争之前，马鸿宾所部国
民党 81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长期驻
扎中宁，军民关系尚称融洽。1938
年春，侵华日军欲从绥西进攻宁
夏。如果宁夏失守，日军不但可以
威胁陕北，还可以从宁夏前进占领
河西走廊，切断从新疆到兰州苏联
援华物资的通道，关系十分重大，于
是蒋介石任命马鸿宾为绥西防守司
令，率部奔赴前线，协助绥远省主席
傅作义共同防守绥西。

马鸿宾接到任命后，立即举办
军官训练班，对全军营、连两级军官
进行政治、军事培训。在开班典礼
上，他脱去平时常穿的长袍马褂，换
上黄呢子军装，肩佩中将领章，足蹬
马靴，腰挎佩剑，昂首挺胸，气宇轩
昂地登上讲台致辞。所率部队，除
从中宁出发的 81军 35师 103、104两
个步兵旅外，还有到永宁、贺兰跟
进的马鸿逵派来配属的骑兵第 1
旅、第 2旅和警备第 2旅，共计 3个步
兵旅、2个骑兵旅，总兵力 4万余人。

5 月底，马鸿宾率 81 军军部机
关人员，坐汽车到达绥西临河县城，
受到临河县白县长的出城迎接。
马鸿宾在临河县城设立了作战指挥
部，给各旅分配了防地，从此开始了
他绥西抗战的战斗生涯，时年 54岁。

当时临河县狼山口察汗格尔庙
周围，盘踞着以汉奸李守信、王英为
首的一批降日伪军。此前，傅作义
曾派 1个团去消灭，不幸战败，团长
阵亡。马家军进驻绥西 1个多月后，
即 1938 年 7 月的一天，马鸿宾令宁
夏骑兵第 2旅去消灭这股顽敌。骑
2 旅旅长马义忠率该旅第 4 团出
战。午饭后出发，傍晚到达该地，敌
人仓皇应战，骑 4团团长张光武腹部
受伤后不下火线，继续指挥，2营营
长马珍元中弹负伤，5连连长阵亡。
激战 3个小时后，伪军伤亡严重，抵
挡不住，利用地形熟悉的有利条件，
趁夜逃窜。天明打扫战场后，马旅长
命令部队将察汗格尔庙放火烧毁，以
免李守信、王英再来盘踞。骑 2旅首
战告捷，傅作义发来专电嘉奖，并奖给
部队毛毯、裏腿、牛肉一批。马鸿逵
也派第 17集团军参谋长柴成霖携带
慰问信和慰问品前来慰问。1938年
12月的一天，一架日本飞机来陕坝
轰炸，低飞扫射，目中无人，愤怒的
35师士兵用常规武器仰射，击中飞
机油箱。敌机屁股上拖着黑烟，滑
行数里后坠地，两名驾驶员爬出机
舱后惊惶张望，看见中国驻军端着

枪向自己围来，黑洞洞的枪口瞄准
自己的脑袋，自知末日已到，乃举起
手枪自杀。

1939年夏，日军用汽车、坦克、
装甲车开路，从包头向乌拉敖包
81 军防地进犯。军参谋长马惇靖
（马鸿宾之第三子，后来接替马鸿宾
担任 81军军长）在开战几小时前从
临河县军部赶到乌拉敖包前线。他
检查阵地后，安排 103旅 205团 2营
营副王五典在前沿看守电话。日军
到达马军阵地前数百米时停住，先
用大炮轰击，这时马军士兵进入掩
体躲避，一颗炮弹落在电话机旁，
王五典被震得身子往上一跳，就失
去了知觉。王五典苏醒后，赶紧把电
话机重新安上，听到电话里马惇靖问
他，刚才电话怎么断了，他说明原因
后，马惇靖又询问火线上各团的情
况，他如实汇报后，马惇靖命令他转
告 205 团和 206 团，叫他们利用工
事，沉着应战，充分发扬火力，尽可
能多地杀伤敌人，还要捕捉战机，主
动出击，不能只守不攻。过了一会
儿，他又命令 206 团派出一个小分
队，沿着乌拉敖包东侧山边，利用地
形迂回到敌人侧背，突然袭击，使其
腹背受敌。他的这两道命令，在这
次战斗中都起了重要作用。在另一
块阵地上，当敌人用大炮轰击马军
阵地时，马军的迫击炮连立即用八
二迫击炮还击，可惜八二迫击炮是
旧式武器，一开始就冒烟，一冒烟就
暴露目标，敌人就瞄准目标向马军
炮兵阵地还击了 200 多炮，把马部
炮打哑了。敌人利用马军炮哑的机
会，汽车、装甲车一齐拥来。当他们
进入马军步枪有效射程以内正在下
车时，马军立即发起猛烈冲击，一下
子冲到敌人机动前进行肉搏战，用
刺刀戳敌人的胸膛，用大刀砍敌人
的脑袋和汽车轮胎。把敌人打了个
晕头转向，有的敌人还没有来得及
下车，就被打死在车上，下了车的敌
人，不是被砍死，就是被砍伤，剩下
的抱头鼠窜，钻进装甲车逃跑了。

1939 年秋，鉴于包头日军只有
小岛骑兵集团和少数汉奸伪军，兵
力薄弱，纪律涣散，而且久逸怠战，
于是傅作义和马鸿宾两位将军商
议，发起包头战役。他们命令傅部
门炳岳骑兵第 6军在马家军骑兵部
队的配合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攻占包头以东的蕯拉齐，破坏了平
绥铁路，切断了归绥（今呼和浩特）
与包头之间的地面联系，使小岛部

队孤立无援，受到重创，吃了大亏，
史称包头大捷。

驻张家口的日本蒙疆驻屯军司
令冈部直三郎中将从张家口来到归
绥，从晋北察南调来了黑田重德中将
率领的日军第26师团，加上包头原有
的小岛骑兵集团和守备第 3、4、24大
队、山炮 40余门，汽车装甲车 300余
辆，总兵力4万多人，以黑田重德为指
挥官，向河套地区恶狠狠地杀来。

从包头到河套，全长 700余里，
有 3条路线：一条是南路，经西山口
在马七渡口渡河，沿黄河南岸向西
前进；一条是中路，从包头过乌拉
山，经乌不浪口、四意堂、乌镇向西；
一条是北路，须过狼山，道路崎岖，
只能走人，一般情况下不走此路。
此次日军进攻河套，兵分两路，也是
只走上述 3 条路线中的前面 2 条。
南路的主力是小岛率领的骑兵集
团，中路的主力是黑田重德率领的
第 26师团。

中方的部署是以傅作义部门
炳岳骑兵 6军第 7师、新编骑兵第 4
师和宁夏骑兵分别布署在西山嘴和
马七渡口，阻击日军小岛骑兵集团，
不使其前进或与中路黑田重德部队
会合；中路由马鸿宾 81军 35师在乌
不浪口、四意堂、乌镇设防，利用事
先修好的工事，阻击日军前进，逼其
改道转走北路；傅作义主力 35军之
101师埋伏在乌不浪口东北，新编第
31师埋伏在更北的万和长，形成口
袋阵，待日军在乌不浪口受阻不能
前进转入口袋阵时，聚而歼之。

1941 年 1 月 31 日，黑田重德率
领中路日军，由坦克装甲车开路，向
乌不浪口、四意堂、乌镇而来。战
前，81军 35师在阵地前筑有蛇形交
通沟、隐形地堡、掩蔽所、掩体陷阱
及宽 2米、深 1.5米的战壕及隐身瞭
望哨等坚固工事，敌人在猛烈炮火
掩护下向我阵地冲锋，我守军利用
坚固的工事还击和阻击敌人，敌人
的坦克和装甲车在壕堑和地雷面前
不能前进，天黑后两军阵前对峙，敌
人 20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像一条死
亡的长蛇，僵卧在查石太山脚下。

2月 1日凌晨，日军先以重炮轰
击，继而飞机轰炸，最后坦克猛冲，
地面工事全被破坏，208 团伤亡惨
重，205团前仆后继，阵地仍在我手
中，敌人见久攻不下，于是惨无人道
地施放毒气。35师没有防毒设备，
官兵只能用湿毛巾捂在口鼻上预
防，土办法斗不过洋武器，战斗力下

降，阵地最后失陷。乌不浪口、四意
堂、乌镇失陷的后果相当严重，因为
没有堵住黑田重德的 20师团，逼其
向北转入事先布置的口袋阵就歼，
致使敌人于 2月 3日进入五原，占领
了河套平原。

乌不浪口大战时，马鸿宾不在
前线，他正在重庆参加军委会的军
事会议，得知乌不浪口战事失利，他
立即请假返回前线，一面整顿部队，
一面追查战争失利的指挥责任。
208 团团长马钟曾经在战争最激烈
的时候离开指挥岗位，被戴上脚镣，
押回宁夏惠农县黄渠桥镇接受军事
法庭审判。

黑田重德侵占五原后得意忘
形，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他认为中
方主力已被击溃，短期内无力对其
进行反攻，于 2 月中旬起分批撤
离。五原仅留 2 个日军联队和 6 个
战斗力不强的伪蒙师和汉奸王英
的所谓绥西自治联军，总兵力仅
1.6 万人，分布于五原新旧两城和
临河等地。

傅作义和马鸿宾抓住战机，迅
速布置五原战役：计划于 3 月 20 日
对五原发起总攻，傅部负责进攻五原
县城，攻城部队以傅部新编孙兰峰 31
师安春山团、绥远游击军的曹子谦
团和五临警备旅的闫梦云营为主，
从以上各部中挑选精壮、有作战经
验的官兵 500人组成突击队，事先侦
察敌情，做好一切准备，于 5月 20日
总攻开始前隐蔽在五原新城东南方
向，攻进城内后猛攻敌之指挥系
统。31师师长孙兰峰率领该师另外
两个团、附五临警备旅及山炮营为
攻城主攻部队，从新城西关攻城，进
城后与突击队合力攻击敌指挥系
统，使其丧失指挥能力。32师负责
攻击五原旧城及其附近据点，使新
旧两城之敌自顾不暇，无力互相接
应。整顿补充后的马鸿宾 81 军 35
师，则被布置在五原县城以东至丰
济渠西岸，拦击城内守敌不使其东
逃；阻击从包头西来之援敌，不使其
进城与城内守敌会合。其他部队均
做好准备，随时听候调遣。

五原战役进展顺利，我军攻入
城内后，日酋水川伊夫中将、联队长
大桥大佐、日特桑原中佐等百余人
逃出城外。逃至乌梁素海西岸，前
有我游击队阻击、后有我精兵追剿，
在刘家窑附近，一部被击毙、一部被
淹死，日酋水川伊夫中将、大桥大佐
均毙命于此。（据《中宁文史资料》）

中宁驻军奔赴绥西抗战

张元和，宁夏海原人，1920年
出生。1936年，年仅 16岁的他便参
加红军，在抗日战争中参加过平型
关、张店、丁店、高平等战役。曾任
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南昌警备区
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
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
放勋章”。1965年 3月晋升为大校
军衔。1988年 9月，被授予“二级红
星荣誉功勋章”。曾获朝鲜人民共
和国“二级独立自由勋章”。

1937 年 8 月 25 日，红 15 军改
编为八路军 115 师 344 旅，在三原
桥底镇举行了改编和抗日出征誓
师大会。不久，344旅分为两个梯
队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奔赴华北抗
日前线。

正当八路军主力向抗日前线
挺进时，日本华北方面军直属第 5
师团则从河北蔚县经山西广灵、浑
源、灵丘，直趋茹越口和平型关，企
图突破内长城国民党军的防线。

为了配合国民党军对日作战，
八路军总部决心组织平型关战役
伏击歼灭日军。

张元和所在 344 旅的任务是
占领平型关北面的蔡家峪、西沟村
和东河南镇一线阵地，截断日军退
路，阻击日军增援。

9 月 24 日午夜，687 团随旅向
平型关北开进。为了隐蔽，部队选
择了难走的崎岖小路。经过大半夜
艰苦行军，拂晓前，部队按时进入预
伏阵地，战士们忍受着饥饿和寒
冷，趴在冰凉的阵地上隐蔽起来。
张元和所在的 687 团一营埋伏在
深沟两边的山头上，准备夹击日军。

清晨 7时许，日军第 5师团第
21旅团主力全部进入八路军的伏
击圈，八路军战士居高临下，机枪、
步枪、手榴弹和迫击炮一齐开火，
猛烈的炮火打得日军人仰马翻。

日军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
发现 21旅团 3个联队被伏击，急令

涞源、蔚县所驻的两个联队火速赶
往平型关增援。八路军 115师 344
旅奉命断敌退路、阻敌增援。

344旅旅长徐海东指挥 687团
进入战斗。张元和所在的一营迅
速占领了西村，三营进入蔡家峪、
西沟村，二营则在韩家湾北侧的高
地，随时准备战斗。

不一会儿，从涞源方向开来的
日军出现，400余人。二营集中全部
火力猛烈地朝日本鬼子射去，手榴
弹不间断地在敌群中开花爆炸，日
军丢下几十具尸体，退到山谷底的
公路上，收拢部队，企图寻机冲过八
路军的阻击，前去增援被围的日军。

三营和一营从西和东两个方
向杀奔过来，二营发起最后的总
攻。战士们喊叫着，扑向敌人，势
不可挡。

日军派飞机配合作战，狂轰滥
炸，也没有扳回败局。一营三连守
在靠北边的山上阻击敌人的正

面。日军拼命突围，组织多次进
攻，均被三连打退。营长命令：三
连要守好口子，进来的不准跑出
去，没有进来的一个也不能放进
来。张元和跑步到三连阵地传达
营长的命令。三连长听了张元和
传达的命令后请求支援弹药。

张元和跑回来向营长报告了
三连的情况，营长命令：“赶快报告
后勤并马上给三连送弹药。”在上
山传达营长命令的路上，张元和腰
间的皮带扣被子弹打坏，挎包、衣
裤也被打穿，但所幸没有伤着骨
肉。三连及时补充了弹药，全歼了
被围的日军。

黄昏时分，平型关战役结束。
共歼灭日军第 5 师团第 21 旅团一
部 1000余人，击毁汽车百余辆、大
车 200余辆，缴获各种枪支千余支
（挺）和其他辎重物资。其中，687
团歼敌数百人，缴获汽车 20余辆。
（据中国文明网、抗日战争纪念网）

张元和：平型关战役中的钢铁身影

马云清（1891—1970），西吉县
单家集人。1935年至 1936年，受长
征、西征红军影响，积极发动群众，
带头支援红军，负责苏维埃政府工
作，是固原早期革命者之一。

1936年 9月 16日，根据中共陕
甘宁省委决定，在西征红军的帮助
下，中共静宁县委员会、静宁县苏维
埃政府在单家集建立。马云清任县
苏维埃主席。为了巩固地方政权
建设，协助接应红二、红四方面军，
马云清领导县苏维埃政府配合县委
迅速打开工作局面，及时建立了下

属单家集、麦衣镇、兴隆镇、公易镇、
将台堡、界石铺等 10个区苏维埃政
府和 35个乡苏维埃政府及农民协
会；在新苏区积极发展党员团员，建
立起 4个党支部；组建起 200多人的
县游击队。依靠党政和武装组织的
保障，苏维埃政府各项工作得以全
面开展。适应新区建设，马云清注
意发挥地方干部熟悉情况的长处，
组织他们在街道两旁、集市附近张
贴“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废除苛捐
杂税”等标语，配合红军宣传党的抗
日主张、红军政策和党的民族政策，

扩大党的影响，巩固牢靠的群众基
础。红军军事行动展开后，马云清
领导县苏维埃政府紧急动员回汉群
众筹集大批棉衣、布鞋、棉布、银圆、
羊只，犒军支前。组织 20多名精干
人员协助执勤放哨，向导引路，派遣
县游击队支援红三团袭击国民党静
宁县城。10 月 23 日，三军会师之
时，马云清领导县苏维埃政府配合
县委组织 300多名当地群众欢迎慰
问了红六军团将士。之后，动员
235名县内青年参加红军，壮大了
红一军团直属回民连。马云清和县

苏维埃政府的出色工作，受到了红
军将士的普遍赞誉。红军离开时敬
赠他 4个条幅勉励：“筹备军需，广
招信民，供给粮秣，德育才能”。不
久，黑暗统治再次笼罩西吉，静宁县
苏维埃政府遭敌破坏，马云清被凶
蛮匪徒逮捕，羁押静宁县城 100多
天。在狱中，他惨遭严刑审讯，仍坚
贞不屈。后敌顽索证无望，只好将
他释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云清
担任了单民乡副乡长。1970年病逝。
（据固原市退役军人事务所）

马云清的革命征程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和边区政
府在陕甘宁边区开展大规模、多角
度、多形式的卫生宣传教育工作，
普及卫生健康知识，促进公共卫生
事业，推动边区社会进步。1945年
4月 24日《解放日报》第 1版刊发社
论《继续开展卫生医药运动》，对中
医给予充分肯定。党报党刊主动
担负中医药传播职责，广泛宣传中
医药工作和中医药知识，提高群众
觉悟与素质，中医药宣传普及成绩
斐然。

卫生常识“走村入户”

陕甘宁边区由于地理位置偏
僻、交通不便、经济现状落后等客观
条件的制约，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
民缺乏最基本的卫生意识和良好的
卫生习惯，健康状况难以保证，虽然
看病靠着中医，但却普遍缺乏正确
的中医药常识，因此普及中医药知
识、树立正确健康观念，成为卫生健
康宣传教育的当务之急，借助报刊
宣传普及便是重要途径。

《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多次
刊发《重视防疫》《紧急的防疫工作》
《夏季防疫工作》等社论、时评、建议
及其他预防疾病知识的科普文章，
并确定“卫生”专栏增加中医药方面
文章，在编委中充实中医专家，中西
医共同负责编辑。据不完全统计，
自 1941年《解放日报》开辟“卫生”
专栏起，先后刊出包括中医药在内
的医药卫生方面的文章 200余篇。
陕甘宁边区卫生署也组织编写《农
村卫生》等多种通俗易懂的卫生知
识小册子，普及医药卫生知识。

中医药宣传以引导民众破除迷
信、相信科学为主要内容，重在改造
巫神，传播科学知识。1944年 4月 2
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登《定边
县参议员崔岳瑞倡导下卜掌村破除
迷信》，并配发社论《从卜掌村谈
起》，指出：“在我们边区有像崔岳瑞
这样的好医生，他不但医道高明，而
且思想进步，这是很好的。”同年 4
月刊登社论《开展反对巫神的斗
争》，10月又刊发通讯《崔岳瑞和崔
岳瑞运动》，宣传他坚持行医治病、
破除迷信的文明作为，带动全边区
形成反迷信运动的高潮。

边区中医药宣传教育的一大特
色是以艺送医，采取群众喜闻乐见、
通俗易懂的文艺形式，把卫生知识
送到群众家门口。卫生宣传部门在
传统节日、农村庙会等节点，通过秧
歌、戏剧等文艺表演，广泛开展卫生
防疫宣传教育，党报党刊也及时对
所取得效果进行报道。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边区还多
次举办医疗卫生展览会，以实物、
文字、图片、连环画等相结合的方
式，展示封建迷信危害，普及卫生
防疫知识，社会反响强烈。如 1944
年 7月举办的延安市卫生展览会，
展出实物 659件、图画 260张，还有
许多照片和连环画，一些群众连看
四五次尚不满足。展览会历时 8
天，参观人数达万余人，《解放日
报》连篇跟进报道，宣传效果很好。

卫生健康宣传阵地

“加强对中医中药的研究，使
中医中药的优良部分逐渐科学化，
以适应边区实际环境的需要，同时
解除西医缺乏的困难。”这是 1941
年 5 月 30 日《解放日报》刊载的报
道《边区政府委员会议讨论卫生工
作》中引用的观点。

作为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机
关报，《新中华报》《解放日报》报道
了许多党政军机关和领导关于中
医药工作的会议、政策和活动，如
《国医代表大会闭幕，国医研究会
正式成立》《边区卫生处改造中药
代替西药》《西北局召集各机关开
会决定推进群众医药卫生》。同时
开设专版专题专栏，加上利用特稿
专稿、漫画口号等方式，发挥党报
引领动员、营造氛围、舆论监督等
作用，党报党刊成为利用大众传媒
进行卫生健康宣传的主要工具，发
表了多篇社论和理论文章。

《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关

中报》及《新华日报》等媒体大量报
道边区各地中医药工作的动态和
成效，积极推动中西医合作，1944
年 4 月 30 日《解放日报》上发表中
央总卫生处处长傅连暲专访报道，
他对记者说：“号召所有卫生干部
打破宗派主义的观点，很好配合中
医，研究中医中药。”

和当时各地做法一样，边区中
医也有保守“秘方”之旧习，墨守成
规。党报党刊配合“中医科学化”，
提倡公开“秘方”，相互学习，对全
边区中医改造、提高医疗技术水平
起到了重要作用。

《解放日报》针对当时防疫保
健工作的需要，及时刊载民间验方
和名医处方。1944年刊载了“柳拐
子治法”；1945年刊载李鼎铭救治麻
疹验方、江思元提供治吐黄水病的

“雷击散”中药方；1946年转载《关中
报》发表的预防和治疗黄水病办法，
刊载《大蒜素的抗菌作用》《丁香治
疟》等科普文章。

《解放日报》开辟专栏，既介绍
通俗科学知识以提高大众的科学
素养，又发表医学论文为边区文教
建设服务。如 1941 年 10 月 4 日开
设“科学园地”专栏，1941 年 11 月
24 日开设“卫生”专栏。1944 年 9
月 24日《解放日报》“农学知识”专
栏刊登江心《森林有啥用处》，指出
森林用处很大，其中就讲到树叶的
药用（如柏树、五倍子），根的药用
（如黄柏），果实的药用（如山楂、
桃、杏、枣）等。

《陕甘宁边区药用植物志》于
1942年 8月至 12月，分 4期在《解放
日报》的专栏连载，是延安时期重
要的、也是唯一的一部植物专业
志。1944年 6月《解放日报》又发表
闻芷《边区药材介绍》，介绍麻黄、
柴胡、甘草等 33种药材。

报道模范推广中药

1944年 7月 1日《解放日报》报
道：“本市著名中医李长春同志为群
众服务的精神，为本市市民所一致
称道，市政府决定在夏季卫生动员
大会上提出奖励，并誉之为模范中
医。”1944年 12月 10日《解放日报》
报道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在边区
参议会上的发言时指出：“崔岳瑞以
医药破除迷信，收到了很大效果。”

边区中医药宣传教育，坚持群
众路线，通过总结基层群众经验，
树立群众身边典型，从群众中来，
再到群众中去，引导群众自觉培养
良好卫生习惯，推广群众卫生工作
经验。在这方面，《解放日报》刊登
《刘建章手创医药合作社》《三边中
西医药研究会的工作》《医疗队下
乡工作的经验》等。

中医药工作人员积极参加卫
生下乡、卫生竞赛活动，边区推选
卫生模范个人、卫生家庭、卫生模
范乡等先进典型，发挥其模范带头
作用，《解放日报》给予多次宣传报
道，如 1944年报道《志丹三区合作
药社周医生采集药材克服困难》
《中医刘登英热心为群众治病》《赤
水模范中医任和平，背着药包走遍
关中》等。

除此之外，党报党刊还登载中
医药产品广告。《解放日报》常在显
要位置做中医医师、中药材、中成
药广告宣传，以满足各界对中医服
务的不同需求，如 1941年 5月 21日
登载《光华药单价表》，1944年 8月
30日登载《介绍良医》，1944年 9月
8日登载《延安中医图书馆征募医
药图书启事》，1944 年 11 月 6 日登
载《松鹤牌儿虎骨酒》，1945年 5月
18日登载《健康制药社两大贡献：

“龙牌”仁丹、“松鹤牌”救急丹》，均
刊发在该报第 1版。

1945年 8月 28日，保健药社总
社在《解放日报》第 1版刊登启事：

“本社为了发展边区医药卫生事业起
见，特购大批药材，炮制精良，售价低
廉，欢迎各界多来惠顾。”

当时的主流媒体进行中医药商
业宣传，对医药组织业务拓展起到
了促进作用。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政协网）

延安时期报刊对中医药的宣传

延安时期制作中草药场景。（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