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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红色记忆

陇东中学大礼堂。（资料图片）

1937 年 9 月 6 日，陕甘宁边
区政府在延安正式成立。陕甘
宁边区的前身是陕甘革命根据
地，也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最
早建立组织的地区。中共中央
非常重视陕甘宁边区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建设。在这块硕果
仅存的红色土地上，中共中央
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设立了庆环
分区、中共陇东特委，以及后来
著名的陇东分区，建设了模范
的抗日根据地。

家国破碎，生灵涂炭，点燃
了全民族的抗日救国热情，陕甘
宁边区万千热血青年追求知识、
追求进步的呼声，成为那个时代
最强劲、最动人心魄的呐喊。随
着陇东民主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
和扩大，革命政权如雨后春笋般
相继建立，教育事业特别是以小
学教育为主体的学校教育蓬勃发
展起来。

1940 年 3 月，陕甘宁边区政
府考虑到陇东分区文化教育落
后，为了培养小学师资、知识分
子和有文化的干部，大力推进教
育事业，急需建立一所中等学
校。同时，陇东摩擦已经结束，
社会比较稳定，基本具备了办学
条件。加之陇东分区党政领导
也有在陇东办一所中等学校的
愿望和请求。于是，陕甘宁边区
教育厅作出创建一所中等学校
的决定，名称为“陕甘宁边区陇
东中学”，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
兼任校长，并报中共中央西北局
批准。

马文瑞接到建校任务后，就
把筹建陇东中学的具体工作交
给陆为公、孙萍。陆为公是庆城
人，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政
治上可靠，对庆城的情况非常熟
悉。陆为公接受任务后，他首先
把位于庆城南街的旧文庙作为
筹建陇东中学的校址。还利用
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机会，向
陇东特委书记马文瑞提出了请
毛泽东主席为陇东中学题写校
名的建议，马文瑞当即表示同意
并指示特委有关人员按程序办
理。不久，在延安的一孔窑洞
里，毛泽东同志欣然挥毫题写了

“陇东中学”4 个大字，为这所成
立于战火中的学校倾注了殷殷
的深情，寄托了革命的厚望；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
导为陇东中学的题词也很快送
到了马文瑞手中。另外，陇东中
学校长由陇东特委书记兼任，这
也是陇东中学政治地位不同于
解放区一般中学的显著标志。

陇东中学的创办，凝聚着
党 中 央 对 边 区 教 育 事 业 的 关
怀。学校以“培养革命干部，普
及文化教育”为宗旨，吸引了来
自四面八方的热血青年。他们
怀揣着抗日救国的理想，在这片
贫瘠的土地上，如饥似渴地汲取
知识的养分。正式开学后，陕甘
宁边区教育厅选派的主持工作
的副校长赵长远（赵梅生）政治
地位也极为特殊。他在上世纪
30 年代初任北平市委主要负责
人兼北京大学党支部书记，后任
河北省军委书记并领导了“一
二·九”学生运动。他在中国土
地革命、武装民众、青年工作等
方面都有一定理论建树。陇东
中学教员全是由陕甘宁边区教
育厅选派的高级知识分子和进
步青年。所以，陇东中学从创建
伊始就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的
密切关注，无论是领导配备还是

教员选拔，都具有鲜
明的政治色彩和极
高的政治地位，这既
体现了中央主要领
导及陕甘宁边区政
府对陇东中学的特
殊关怀，也为陇东中
学的发展奠定了坚
实厚重的政治基础。

1940年夏季，陇
东中学即将筹建完成
时，陕甘宁边区教育
厅从延安选派数十名
高级知识分子和进步
青年都陆续到校报
到，其中就有著名作
家袁静，著名音乐家
艾提、徐徐和沙垠，还
有延安鲁迅艺术学院
和陕北公学的优秀毕
业生。1940年 9月 18
日，陇东中学举行了
隆重而热烈的开学典
礼。陇东中学创办之
初只有 11名教职工，
首届招生122人，设为
师范、中学、预备（文
化补习）3个班次，学
制为 1 年。到 1945
年，陇东中学教职工
增至 37人，有教学班
7个，学生330人。

然而，年轻的陇
东中学还缺少一首
能够凝聚人心、鼓舞
斗志的校歌。1941年
10月，沙垠从延安来
到陇东中学任教。他的到来，为
陇东中学带来了艺术的生机。
为活跃生活，鼓励学生，学生会
请沙垠创作了一首新校歌。沙
垠时刻被师生们高涨的革命热
情深深感染。他深入学生中间，
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感受他
们的理想和抱负。黄土高原的
苍茫辽阔，边区军民的艰苦奋
斗，青年学子的蓬勃朝气，都化
作了他笔下的音符。后经多次
审定修改，最终确定的歌词是：

“在动荡的时代里，荒漠的原野
上，像孩提的降生。我们生长，
我们歌唱，穿过山崖，穿过海
浪。我们是一群鲜红的孩子，艰
苦团结，活泼又紧张。这里是我
们生长的地方，我们要开辟，像
环江的波涛，文笔峰的朝阳。在
动荡的时代里，荒漠的原野上，
我们歌唱生长。”

国有国歌，军有军歌，校有
校歌。校歌是反映学校精神风貌
的重要标志，它集中体现了学校
的教育理念、办学特色、优良传
统，是学校优良校风及教风、学风
的高度概括，是引领学校发展方
向的精神宣言。一首好的校歌，
具有鲜明的学校特色，同时也反
映着时代精神和历史记忆，是个
性与共性的统一，历史与现实的
统一，思想内容艺术形式的统一，
起着明责、励志、抒情、奋进的教
育、鼓舞作用。

陇东中学是“陇中精神”的
源头，被称为“革命的摇篮”。《陇
东中学校歌》不仅是一首歌曲，
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它记录
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教育的
蓬勃发展，展现了青年学子们为
民族解放而奋斗的青春风采。
如今，这首诞生于黄土高原的战
歌，依然激励着一代代青年学
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据《民主协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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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宗德（1915—1988），江西省
黎川县日峰镇下桥村人。少年时，
家境贫苦，在家种田和到烟栈当学
徒。1931年 6月，红军首次来到黎
川，他义无反顾毅然投身革命，被
编入闽粤赣游击队任通信员，后任
闽粤赣独立团班长。1933年6月7日，
中革军委决定：闽北独立师、建（宁）
黎（川）泰（宁）独立师和邵（武）光
（泽）独立团等，合编为第 20师，成
为红一方面军第 7军团的一部分。
涂宗德在闽粤赣游击队被改编后
不久，担任红七军团排长。

改变涂宗德命运的是，红 7军
团于 1933 年 7 月被抽调到中央苏
区中心瑞金进行整编。也就在这
个时期，涂宗德被抽调到瑞金彭扬
中央步兵学校学习。1933年 9月，
涂宗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彭扬
步兵学校结业后，涂宗德便被调
回红 7军团警卫连任排长、连党支
部委员，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次、
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并数次负
伤。由于红 7 军团以中国工农红
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向闽浙
皖赣边挺进，且于 10 月下旬就进
入到闽浙赣苏区，远离中央苏区，
而疗伤痊愈后的涂宗德，在红 7军
团先期远离中央苏区后，被紧急
编入红 5 军团，并于同年 10 月参
加了长征。

很幸运的是，涂宗德在中央红
军长征“湘江战役”惨烈战斗中，顺利
渡过了湘江。随后，参加了 1935年
攻打遵义、攻占娄山关等战斗和举
世闻名的“四渡赤水”战役。

1935年 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
达遵义，党中央在此召开了“遵义会
议”，并决定红军撤离遵义后经贵州
桐梓、习水，渡赤水过长江北上。

当我军占领桐梓后，发现四川
军阀刘湘的“模范师”——郭勋棋
（应为祺）师已渡过长江沿綦江方
向南下，企图阻击我军北上。我军

于 1月 27日下午到达土城镇，侦悉
郭师先头部队的两个旅四个团正
向土城镇方向前进。中央军委立
即决定：令一军团继续北上夺取赤
水城，以 3军团 3个师、5军团两个
师占领土城以东二到四公里的两
侧有利条件，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
参谋长亲临 3、5 军团阵地前沿指
挥作战。

当时，涂宗德是红 5军团的一
个排长。按照营里指示，连里派出
涂宗德排当小哨担任后方警戒任
务，他们在黄金湾的一个桥头放
哨。下午 15点钟左右，带班员跑进
小庙向涂宗德报告：“从土城方向
来了首长，还有十几个随行人员，
正向我小哨阵地走来。”涂宗德听
后立即跑出门外，这时首长已经走
到小庙门前。涂宗德看到走在前
面的是一位身材魁梧的首长，身穿
已褪了色的灰军装，打着裹腿、脚
穿草鞋，方方的脸上浓眉大眼、目
光炯炯有神。他走到涂宗德面
前，操着洪亮的四川口音亲切地
问涂宗德：“谁是排长？”涂宗德马
上立正答道：“报告首长，是我。”
首长看了看涂宗德，笑着和他握了
手。随后，警卫员取出了望远镜，
他接过望远镜仔细地观察地形和敌
情。这时，另一个警卫员倒了一杯
水，走到首长跟前说：“总司令，请喝
水。”当涂宗德知道是朱德总司令到
前线来到他排，涂宗德又高兴、又
激动。只见朱德总司令在庙前四周
用望远镜看了一会儿，转身告诉
涂宗德：“前面有一小股敌人正向我
方向前进。”朱德总司令命令：“立即
隐蔽！”接着，他们都进到了庙里。

朱德总司令继续在窗口观察
敌情。当他看到敌人相距红五军
团约 有 一 公 里 时 ，为 了 摸 清 敌
情，朱德总司令命令涂宗德：“你带
领两个班抓两个俘虏来。”“是！”
涂宗德回答道。涂宗德带领四班、
五班沿河边隐蔽前进。当他们到
距离敌人约四百公尺处时，被敌人
发现。敌人向他们开枪射击。他
们立即散开，向敌人猛烈还击。
涂宗德命令五班掩护，四班向敌人
右翼发起了迅猛的冲击。敌人伤
的伤、死的死，立即溃退、闻风而逃。
他们上去抓了2个俘虏。涂宗德派 4
名战士把俘虏押送回去，交给了
朱德总司令，然后，主力部队迅速
赶到继续追歼敌人。当涂宗德带
领全排冲到山脚下时，敌人的一颗
子弹打中了他的右臂。涂宗德震
了一下，另一颗子弹又从他的右肋
打进去、从背后穿了出来。顿时鲜
血涌流，涂宗德只觉得天旋地转昏
倒在地上。

当主力部队继续向山顶冲击
时，卫生员发现涂宗德负了重伤，
立即为他进行了包扎，接着，他随
部队继续前进了。涂宗德正处于
昏迷之中，突然耳边响起了熟悉的

四川口音：“快叫担架上来，把他抬
下去进行抢救！”这时，涂宗德吃力
地睁开双眼，看到朱德总司令在他
身边。他想站起来向朱德总司令
报告情况，但因伤重怎么也站不起
来。朱德总司令见涂宗德挣扎着
想起来，便亲切地扶他躺下。当时，
正值严冬腊月，天气寒冷。朱德总
司令看涂宗德躺在地上冻得直打
哆嗦，立即脱下自己身上的大衣，随
手就盖在他的身上。顿时，涂宗德
觉得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激动得热
泪盈眶，再也说不出话来。这时，担
架已奉命赶到。同志们把涂宗德抬
上担架，连夜打着火把，送涂宗德
到后方临时医院进行抢救。朱德
总司令这件大衣，一直盖在他的身
上，直到伤愈出院。

涂宗德在临时医院治疗期间，
朱德总司令和蔼可亲的形象时常
呈现在他的眼前。每当涂宗德想
起朱德总司令对下级的亲切关怀
和体贴入微，就激动万分。朱德总
司令那艰苦奋斗、朴实无华的生活
作风，朱德总司令那亲临前沿、英
勇果断指挥战斗的大无畏精神，
朱德总司令那平易近人、关心和爱
护下级的高尚品德，都是涂宗德永
远学习的榜样，也是激励和鼓舞我
继续战斗、不断前进的巨大动力。

伤愈以后，涂宗德随红二方面
军经过雪山草地，三大主力红军先
后于甘肃会师、宁夏将台堡会师
后，胜利并顺利地行进到了陕北。

通过涂宗德本人在中央红军
长征过程中这一段真实生动的历
史记录，我们能够发现：涂宗德是
创造历史记录的。

他先参加的是红一方面军长
征，后期又参加了红二方面军的长
征。虽然没有看到一、四方面军的会
师，但他看到了二、四方面军的会师。

1935 年 11 月由贺龙、任弼时
率领的红二军团和萧克、王震率领
的红 6军团，在完成为中央红军长
征开辟道路和掩护策应的战略任
务后，奉命转移开始长征。1935年
12月 28日至 29日，红 2、6军团先后
进入芷江县境。至1936年1月6日至
7日相继离境，在芷江留下许多历
史遗迹和红军事迹。

关于涂宗德在土城战役受伤
后，加入二方面军部队长征的历
史记录。 2018 年 7 月 27 日，在江
西抚州市张晓春整理编辑发表于
自媒体“赣交会”上的文章有记
载：“当地在掩护中央红军北上渡
江时，涂宗德于土城附近身负重
伤，肠被击断仍坚持战斗，受到
朱 德总司令的表彰。因流血过
多，不能行动，与其他负伤干部留
在当地庙里养伤，被当地土豪劣
绅发现拖至河边乱棒殴打。他忍
痛扎入水中，才免遭残害；挣扎上
岸后，打听到湖南有红军，不顾伤
口溃烂、身无分文，沿途讨饭，于

年底在湖南芷江找到了北上抗日
经此休整的红 6军，被收留分配在
16 师 46 团 1 连任排长，随队继续
长征北上。”

1936年春，涂宗德随部队到达
陕北。1938年 2月，涂宗德任八路
军 120 师 359 旅 717 团 12 连连长，
活动于晋察冀、晋西北一带，与日
寇和国民党“摩擦”军队进行战
斗。在山西抗日前线，涂宗德参加
了山西麻子山战斗和百团大战。
1939 年参加山西麻子山战斗时身
负重伤，因战斗英勇顽强受到旅部
嘉奖，旅长王震称他为“涂猛子”。
1940 年 8 月，他参加“百团大战”，
任 717 团 1 营副营长，并参加南泥
湾“大生产”运动；1944 年 4 月，任
717团 3营营长；1945年 12月，他随
部队到达东北投身解放战争，先后
参加过黑山阻击战、辽西战役、平
津战役，并先后参加了攻克长春、
保卫四平、三下松花江南等战斗。
1946 年 4 月，升任副团长；1947 年
10 月，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 10 纵
队 28 师 83 团团长；1948 年 11 月，
任第四野战军 47军 160师 479团团
长；1949年 3月，任驻守北京的 207
师 620团团长；1952年 6月，赴朝鲜
参加战地实习团。之后不久，转任
公安第 1师第 2团团长兼师党委委
员、第 1师司令部副参谋长、师参谋
长，随即被选送到南京中国人民解
放军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学习，
1954年 11月毕业。

1955年 3月，涂宗德调河南郑
州，任公安 20 师副师长；同年，被
授予上校军衔。1956年 3月，任公
安内卫第 3 师第一副师长兼参谋
长。1957 年 10 月，荣获三级八一
勋章、三级独立勋章和二级解放
勋章。

1958年，涂宗德担任陕西省公
安厅人民武装警察总队副总队长、
党委委员、副书记；1963年，任中国
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陕西省总队总
队长兼党委副书记；1965 年 6 月，
改任宁夏公安总队总队长、宁夏回
族自治区政协委员、宁夏军区独立
师师长、宁夏军区顾问（副军职）
等。1988年 1月 4日，涂宗德因病
在西安逝世，终年 73岁。

（作者简介：顾克美，江苏建
湖人，1970年4月出生，1990年3月
入伍，先后在兰州军区给水工程
团、银南军分区、宁夏军区后勤
部、固原军分区任战士报道员、新
闻干事等职。在部队从事新闻宣
传摄影工作 10 多年，曾获第十二
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发表新闻
和文学作品百万字、新闻摄影作
品数百幅，荣立三等功 3次、二等
功 1次。2004 年 10 月，转业至西
安地税系统工作。现为“中国红
军长征史料”收藏与研究人员、蓝
田县黑沟村中国红军长征史料
馆馆长。）

涂 宗 德 军 衔 礼 服 照 。（资 料
图片）

涂宗德同志的红军生涯
顾克美

到银川来寻找商机的外地人，在
宁夏的移民史上是留有足迹的。他
们是宁夏早期商业移民，其中具有代
表性的就是清朝末年山西商人在今
银川老城创办的 8家商号，被人们称
为“晋商八大家”。其中，除百川汇商
号创办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外，其
余 7家均创办于清同治末年。

敬义泰商号为山西省万泉县阎
景镇敬义泰商号的分号。来宁夏创
办敬义泰分号者是王秉初，初创资本
为 1000银圆。后来，宁夏敬义泰分
号生意日益兴隆，每年收入 20万银

圆。商号附设敬义酱园，生产酱油、
醋、酱菜、酒、糕点以及闻名遐迩的
黄酒和玫瑰露酒。该商号在天津设
有敬盛永货栈。抗战期间，在以
马鸿逵为首的宁夏官僚垄断资本集
团的挤压下，生意每况愈下，后来商
号被迫改名为大同庆。最后一任经
理是程仰山。该商号故址在今银川
市玉皇阁西侧。

天成西商号为山西省交城县天
元恒皮货庄的股东郭、丁、沈 3家投
资创办。初创时有资金 4000银圆，
系小杂货铺。民国初年，生意开始

红火，年收入20多万银圆。最后一任
总经理是山西省平遥县的董钦锡。
1941年，为避免马鸿逵派兵征税，遂
改名为乾元吉。故址在今银川市解
放东路民生巷西侧。

隆泰裕商号是山西省平遥县董氏
所创，最后一任经理是刘维汉。该商
号初创时有资金千余银圆，兴旺时年
收入十八九万银圆，铺面 5间，生意
扩展到阿拉善左旗。故址在今银川
市解放西路五金交电大楼处。

合盛恒商号为山西省临晋县荆氏
创办，股东兼最后一任经理是荆子明。
该商号自同治末年迁入银川，主要
经营日用百货，后发展成为拥有股
金 1.2万银圆、年收入 12万银圆的商
号。在中卫县城和平罗县黄渠桥均
有分号。故址在今银川市解放西路
中心巷百盛宾馆西侧。

百川汇商号是山西省平遥县雷
泽霖创办，最后一任经理是张子珍。
初创资本3000银圆，仅是个杂货铺，民
国年间生意大振，资金达 3000多万银
圆。1937年，商号缩小经营范围后，又
改名为德丰隆商号。故址在今银川市
解放西路中心巷百盛宾馆处。

上述 5 家商号经营范围相同，
绸缎、油盐，无所不包。其他 3家商
号全是批发货栈兼客商旅店。广发
隆货栈通称广发店，由隆泰裕商号
同一店东所开，最后一任经理是
赵子文。生意兴隆时，岁入 10万银

圆。抗战期间，受马鸿逵的官僚垄
断资本集团排挤，改名为兴华商
店。故址在今银川市玉皇阁北侧。

福新店为山西省平遥县张氏等
5 家创办，股金万余银圆。民国初
年，生意兴隆，岁入 6万银圆，最后一
任经理是张廷凡。故址在今银川市
玉皇阁斜对面。

永盛福店为山西省河津县王氏
创办，同治末年迁入银川后，逐渐成
为岁入 5万银圆的大店。故址在今
银川市新华饭店东侧。

从清朝同治末年至宣统年间，
“晋商八大家”的进货渠道主要有两
条：其一是从山西省本乡本土进货，
其二是从天津进货。辛亥革命后，

“晋商八大家”的进货渠道发生了变
化，从天津进的货物由过去的 3成增
为 7成，由山西、兰州、平凉等地进的
货物从过去的 7成减为 3成。由天津
购进的洋货有“金洋钱”牌漂白布、

“人头牌”斜纹布、德国缎、巴黎呢、荷
兰方糖、德国染料、英美烟草公司生
产的炮台烟以及各国罐头等。

“晋商八大家”沿袭山西省的行
帮旧习，商号内只招收山西人做学
徒，绝不招收宁夏当地人为徒。这些
学徒都与股东、经理、掌柜等商号管
理者有亲朋关系。后因以马鸿逵为
首的官僚资本集团垄断了宁夏工商
业，及货币贬值，“晋商八大家”相继
破产和败落。（据《银川移民图鉴》）

20世纪40年代，银川的“晋商八大家”。

银川商业移民的先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