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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红色记忆

参加红军东征和西征

1935年 9月，在共青团陕北省
委宣传部任干事的邓国忠受命参
加红军东征，在东征前夕，邓国忠
被抽调到中央党校学习两个月，并
在这次培训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6年 2月初，学员们离开党
校准备东征，当时部队给每人发了
一件羊皮袄以作御寒，群众都叫他
们“皮袄队”。战士们从瓦窑堡出
发，经永坪到达延长县，休整几天
后又经交口、延川抵达清涧县高家村
附近的辛关村，从1936年2月20日晚
开始渡河。渡河从两个地区同时
进行，红一军团由绥德县的沟口村
一带开始，红十五军团和总部从清
涧县的辛关村一带渡河。邓国忠
是随总部从清涧这一带渡河，过河
后他们住在山西省石楼县义碟镇
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第二天上
午，“皮袄队”接到新任务，没有料
到布置任务的竟是毛主席，毛主席
向战士们讲述了当前的形势和红
军东征的任务，希望大家努力工
作，在吕梁地区创建新的抗日根据
地。邓国忠见到了毛主席，心情十
分激动，他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
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政治部负责
做地方群众工作。

1936年 2月 22日，邓国忠所在
的红十五军团向隰县前进，走进距
离县城 30里的蓬门村时，与阎锡山
的一个营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我
大军压境之下，很快敌人被打得四
处溃逃。邓国忠当时所在的政治
部担负着做地方群众工作的任务，

他和另外两名同志趁队伍休息时
就到农村搞调查及发动群众打土
豪工作。邓国忠和同事调查时突
然有人来通知队伍已经开始向康
城方向前进，他们随即出发赶上部
队，一路上他们只能按照前边部队
留下的路标前进。邓国忠所在的
部队由康城出发又到交口、水头，
最后到达孝义地区。

3 月 10 日，红一军团、红十五
军团在孝义县兑九峪附近的郭家
营与阎锡山的 14个团展开了战斗，
消灭了敌人一部，这是渡河之后的
第一仗，给了敌人沉重的打击。参
加完兑九峪战役后，邓国忠住在双
池镇做抗日宣传，发动群众，组织
农会，建立革命政权的工作。工作
正在顺利开展时，突然遭受敌人突
袭，敌人在探知我方在双池武装力
量薄弱，遂派出骑兵两连赶来袭击
双池。部队在遭受敌人袭击后大
家被冲散开，邓国忠和几位同志经
过一天一夜的徒步行走从双池到
了水头镇，由于情况紧急弄丢了皮
袄，山路崎岖，又是冰天雪地，一天
没吃到一顿饭，感到饥寒交迫。到
了水头镇时已经精疲力尽。还好
遇到了邓国忠的党校同学刘昌汉
同志所带的游击队，从这里了解到
红军总部的驻地，他们又迅速回到
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

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他们在石
楼、永和、隰县、灵石、孝义之间的
吕梁山区进行宣传工作，后期在康
城地区驻扎较长时间。在距离康
城十多里的村庄搞地方工作时，他
们发现由于山西阎锡山实行统购
统销政策，使得群众吃盐极其困
难，邓国忠将盐分给群众，大家深
受感动。1936年 5月初，为了避免
消耗抗日力量，争取停战议和，红
军由山西撤回了陕北。

红军部队撤回陕北后，邓国忠
所在总政治部驻在延川县的槐树
坪村。1936年 5月 14日，毛主席在
延川县的太相寺召开了团以上的
干部大会，总结了东征的工作，部
署了西征的任务。5月 18日，红军
分左右两路出发西征。邓国忠从
延川出发到达安塞后，总政治部
通知他到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政
治部担任地方科长。5月 28日，我
军将安边城包围。当时预估安边
城一举即可攻破，为了做好解放
安边城的接受工作，邓国忠带领
地方科随即向群众对安边城内情

况尤其是敌党政机构做了调查，
为以后红军攻破安边城做好铺垫
工作。之后将攻打安边城的任务
移交给红七十八师，邓国忠所属
的部队随即离开安边西行，他被
调往豫旺县工作。

担任定边市公安局长

1937年 1月，陕甘宁省委决定
撤销三边特委，成立中共定边中心
县委。当时已经被调到三边地区工
作的邓国忠表示要留在定边继续发
挥自己的作用。 1937 年上半年，
邓国忠在定边重点抓基层组织和政
权建设、党员发展教育和干部培训
工作。当时定边地处四省交界地
带，往来人员复杂，邓国忠要求干部
积极开展群众的宣传工作，通过发
动群众和组织民兵巡逻严密监视破坏
社会治安的人，使得民心得以安定。

1941年 9月，组织将邓国忠调
往三边分区任保安科副科长。当
时定边盛产咸盐、皮草、甘草，再加
上当时宁夏马鸿逵部的逃兵不断
逃入定边，致使定边市情况复杂，
这对搞好社会治安工作造成一定
的困难。后三边地委、专员公署为
了加强定边市的社会治安工作，决
定在定边市成立公安局，由邓国忠
兼任局长。邓国忠根据当时定边
的具体情况采取了六大管理措施：
一是加强基层治安组织即治安委
员会、治安小组的整顿与领导，使
其对基础情况有所了解；二是加强
对旅店、饭馆及一些特种户口和来
往人员的了解，特别对一些重点户
口作深入了解；三是有重点地清查
户口；四是晚间派警察建立巡逻制
度；五是对发生的一些治安案件及
时侦破处理；六是配合分区和县保
安科进行一些对外情报及嫌疑人
物的调查控制工作。这种工作制
度改善了当时复杂的社会状况，对
他日后的工作也积累了宝贵经验。

参加三边保卫斗争

1946年 6月底，中共中央西北
局任命邓国忠为三边地委社会部副
部长，主要分管情报工作。1947年3
月，马鸿逵和马鸿宾开始向三边进
攻，侵占了盐池、定边、安边、宁条梁
等地。紧接着西北野战军出兵陇东
消灭了马鸿宾一部，在6月期间又挥
师北向收复了之前失守的城镇。

当西野部队在 1947 年 7 月中
旬离开三边向东围攻榆林时，宁夏

马鸿逵部又大举向三边进攻。在
敌人进攻前，邓国忠先收到了情报
人员从盐池边境传来的一封秘密
情报，称马鸿逵部已大举动身前往
三边。邓国忠当即将此情报告知
地委书记、专员和军分区司令部负
责同志，经分析认为情报具有可靠
性，遂决定进城的部队及工作人员
从第二天开始重新撤退。在我军
撤退之后的第 3天敌人第二次侵占
了三边，并在城市、平原地区建立
了部分反动政权和保甲制度。

广大山区都在地方武装及各
县党政领导之下。为了打击敌人，
1949年 6月初，中共三边地委根据
当时情况组成了指挥队，邓国忠当
时担任地委常委、保安处处长，他
被安排负责地方工作，组织力量深
入敌后，摧毁其反动政权，捕捉反
革命分子，教育群众，达到震慑敌
人的目的。

在陕西省公安厅工作

1953年 1月，邓国忠调往省公
安厅主持常务工作并分管侦查、劳
改工作。他刚到公安厅就着手总
结 1950年冬以来的镇反工作。在
镇反工作的总结上遇到的最大问
题就是判定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程
度问题，细查之后发现还有残留的
反革命分子，必须继续清理镇压。
在镇反、维护社会治安方面，邓国忠
着重从两方面进行管理。一是加
强侦察破案，打击隐藏更深的特务
反革命分子，在这方面破了不少
案，抓捕处理了一大批反革命分
子。例如省公安厅直接指挥侦破
的国民党潜伏特务组织的“中国方
面军”反革命案，就涉及关中三个
专区 10多个县、300多名罪犯。二
是加强基层治安组织建设、维护社
会秩序工作。

1990 年，73 岁高龄的邓国忠
离开了工作岗位，2000 年因病逝
世。子女回忆时称：“父亲自从离
休后，仍然是日复一日地去他的办
公室。”直至去世后，他们在遗物中
才发现这部由父亲亲笔撰写的回
忆录手稿。2002年将其整理出版，
取“布衣履经苍尘”之意，取名《布
履苍尘》。其中，邓国忠在陕甘宁
等地的革命活动和公安系统、政法
战线的工作经历具有重要的史料
价值，为研究党史、地方史志和公
安工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据新华网、榆林市公安局）

邓国忠：能扛枪杆子、擅拿笔杆子的公安烈士
邓国忠（1917—2000），陕西省清涧县人。1928 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

过东征、西征。曾任清涧县政治保卫局副局长、定边市公安局局长、三边保安分处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国忠任银川
市军管会公安处副处长，负责组建宁夏回族自治区各级公安机构，后调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安厅工作。1950 年任西北军政委员会
公安部党组成员，1953 年至 1961 年任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党组小组（党组）副书记，1957 年兼任中共户县县委第一书记，铜川
市委第一书记、铜川市武装部党委第一书记、政委。

邓国忠像。（资料图片）

石嘴山市境内的长城皆系明长
城，亦称“边墙”，是明王朝为防御蒙
古部落侵扰而建的，为著名的万里
长城的组成部分。

旧北长城

旧北长城俗称红果子长城。明
洪武至弘治年间（公元 1368 年至
1500年）修筑。这条长城西起贺兰山
扁沟，东抵黄河西岸，全长 15公里。

据《九边考》载：“宁夏北，贺兰山、
黄河之间，外有旧边墙一道。嘉靖十
年，总制王琼于内复筑边墙一道，官军
逐弃外边不守，以致内地田地荒芜。”
可见这道长城嘉靖十年已经弃守。

据《嘉靖宁夏新志》卷首图中所
标位置，旧北长城正好是镇远关的关
墙。镇远关，修筑于明代早期，地处
贺兰山尽头，与黄河相接，“山水相
交，最为要地”，是宁夏镇北部的险关
要隘。关于镇远关的位置，现有两种
说法，一说在今正谊关沟口，一说在
旧北长城小墩湾的长城上。因史志
称“关南五里有黑山营”，故黑山营故
址亦有两种说法。一说在今正谊关
沟口南的麦如井，一说在今惠农下营
子乡，即清代哨马营故址。持后说
者，依据是关应设在长城上，今正谊
关沟口并无长城，关隘不可能孤悬于
长城之外。实际上两说皆不无其理，
证之以正谊关沟口老关疙瘩之名，可
以说镇远关先设于正谊关沟口，北长
城建成后又于长城之上另设新关。
镇远关在弘治以前，“因极边地方，供
饷不便，军多逃散，兵力寡弱，遂行废

弃。”关南五里之黑山营也化作空营。
旧北长城自扁沟至小墩湾遗迹

尚存，有的地段保存尚好。扁沟门向
下约 1500米处，由于地震造成墙体
上下错位 1.5米，水平错位 1.45米，成
为一处珍贵遗迹。

北长城

北长城又称边防北门关墙，俗
称大武口长城。这段长城建于嘉靖
十年（公元 1531 年），系兵部尚书
王琼勘察后奏请朝廷批准，由佥事
齐之鸾督建的。

北长城西起贺兰山枣儿沟，东
到黄河岸，长约 50里，“皆内筑墙，高
厚各二丈；外浚堑，深广各一丈五尺
有奇”。城墙上筑有两道关门，东关
门名平虏，中关门名镇北，关门上

“皆为堂若干楹，其下各增城三面，
为二堡，周遭里百二十余步”。这两
道关门称北门关。

长堤

长堤从旧北长城的终点越黄
河，自内蒙古巴音陶亥始，南行过都
思兔河，进陶乐镇，沿黄河东岸南
下，到横城大边（即东长城）。因其
修筑简单，是一道非正式的长城，故
称长堤。长堤工程简易，且建在黄
河边，为河水泛损，所留遗迹甚少。

西长城

西长城自甘肃靖远芦沟界进入
宁夏中卫市，逾河东，北上贺兰山，
长约四百至五百里。这道长城建于

明弘治元年（公元 1488年）以前，古
称边防西关门墙。

西长城沿贺兰山东麓北上，至
扁沟与旧北长城相接。因贺兰山北
端山势险峻，可以利用，所以这道长
城许多段是利用山势并不筑墙，仅
在山东麓的各个山口和人马可逾之
处修筑短墙。一般而言，各口之内
修筑墙錾一至四道，且就地取材，多
为土筑，个别墙段亦用石砌。

西长城在市境内最重要的关
隘是打硙口（今大武口）。打硙口
是阿拉善高原通往宁夏平原的交
通要道，在明代北部边防中具有十
分重要的战略位置。《嘉靖宁夏新
志》载：贺兰山“沿山诸口虽通虏
骑，尚有险可凭，北则打硙，南则赤
木，旷衍无碍，旧有三关自正德五
年以来，渐至颓圮。套虏由东而
西，则取捷径于此口以出，由西而
东，则取捷径于此口以入。”可见明
正德以前在打硙口沿沟谷通道筑
有三道关，嘉靖年间已颓废。嘉靖
十年又曾修过一道新墙，以御北来
之敌，但仍无济于事。嘉靖十九
年，都御史杨守礼等人曾亲临打硙
口，勘察沿山边备，并修复关墙。
打硙口三关之头道关在今平汝铁
路一号桥处，二道关在二号桥处，
三道关在清水沟与大武口沟交会
处紧靠田刺窝窝片头的山根。前
两道关现今已不存，惟三道关墙遗
址尚存。

西长城遗迹除市境沿山诸口
外，在市境内现存六段。韭菜沟段

145米、郑关沟红石梁段 30米，红石
梁下段 105米，郑关沟段 15米，北岔
沟段 100米，石大公路 108道班至贺
兰山红石顶段 100米。

长城的组成部分还有城池与烽
火台。在长城沿线内侧，每隔一定
距离修筑城池一座，较大者称堡或
营，较小者称障，皆是供守卫长城的
军队驻扎或储备军需的兵营，并管
理一段长城和若干墩台。执行防守
任务。例如，石城子、黑山营、哨马
营、临山堡等。临山堡已因大武口
电厂用地拆除，哨马营、石城子遗迹
至今犹存，前者在惠农下营子乡，后
者在大武口沟口北侧。

烽火台，亦称墩台、烟台、烽
台、烽燧、烽堠、狼烟台。明代在筑
长城时，沿长城内外，城堡之间，修
筑了大量烽火台，用以传递军情。
据《万历宁夏新志》载，与今市境相
关的烽火台有：平虏所属八十四座，
洪广营所属七十九座。这些烽火台
或用黄土夯筑，或用石块砌成，大多
建于“高山四望险绝处”，也有建于
交通要道之侧或长城城墙之上的。
石嘴山落石滩的 100余米高阜上，有
四壁砌石、中间砂石夯筑的烽火台
一座。该处已在长城 25里外，当时
是长城前线的信号站，主要用于报
警。当年从镇远关至打硙口，沿山

“设墩台防哨，东西联属，远迩观望、
烽火严明”。于今在市境内仍存有
大量烽火台，高大而残缺，引人遥想
当年烽燧遍地古边塞之旧景。

（据《石嘴山往事》）

石嘴山的长城

1949年 9月 20日晚，罗保顺
所在的一九○师接到包围（银川
外围）金积城的任务。当晚，
罗保顺进到金积城西南 10多里
的一个小村庄时，营里送来 3名
金积守敌代表。他们身着国民
党军官服，毕恭毕敬地站着，自
称是城内两个团长和一个副师
长，表示要起义。

罗保顺当即向师长作了报
告，并根据指示命令各营加速前
进；尔后，罗保顺带领敌代表见
曾思玉军长。过了一会，曾思玉
军长派人通知罗保顺，不需要和
敌代表谈了，命令他们回城收拢
好队伍，准备无条件向一九○师
投降。敌代表听后，立即向金积
城方向返回。

21日天色未亮，罗保顺进入
金积城，守敌已跑散，到处可见
敌人遗弃的枪支、弹药及军服。
全团共搜出四五百名散兵，至于
枪支弹药都是他们从大街小巷
和水渠田边拾来的。

据陈信忠师长后来说，在金
积城的大街上，他又遇见原来自
称是两个团长和一个副师长的
敌代表，说因队伍全部溃散而无
法移交，表示道歉。陈信忠师长
本着宽大政策，对他们说：“兵既
然跑散了，也就算啦！”

罗保顺团部在金积城稍事
停留，即进至金积以北，组织部
队尽快筹制渡河器材。在 24日
下午全团用自制羊皮筏子渡河，

25 日午后就赶到了银川，下午
罗保顺奉命带两个营迅速进占
平罗消灭惯匪郭栓子。当时只
知道他叫郭永胜，是盘踞贺兰山十
几年的惯匪，解放前夕被马鸿逵
委任平罗、惠农、贺兰三县的保
安司令。此人残暴，“郭栓子”三
个字在宁夏民间乡里，吓得连小
孩也不敢啼哭。

26日上午，罗保顺带着两个
营乘车出发，下午到平罗后即向
郭栓子发出通牒，命令他弃暗投
明缴械投降。老百姓见他们围
剿郭栓子这个作恶多端的地头
蛇，无不拍手称快。郭栓子这个
家伙走投无路，于当晚来到团
部，罗保顺向他讲了一九○师宽
大政策，指出只有缴械投降才是
他们的唯一生路，郭栓子表示愿
带队投降，但要求缴枪后给他的
部下放 3天假回家。罗保顺问：

“3 天后，你的人能回来吗？”
郭栓子说：“能回来。”这样，郭栓子
就在投降书上签字。27日上午，
郭栓子带着百余人集中在平罗
大操场，老老实实地缴枪。这
之后的 8天内，每天都有宁马的
散兵游勇自动地携枪投诚登
记，经教育后，发给他们路费，资
遣回籍。

后来，听说郭栓子搞武装叛
乱，由此可见，这个家伙当时是
假投诚，实际是贼心不死，最后
被捉拿归案处决也是罪有应得。

（据《人民政协报》）

金积与平罗残敌投诚记

泉眼山位于中宁县城正西
12 公里处，属舟塔乡潘营村辖
地。山势向北突出一个山嘴，
古称鹰石嘴，紧靠黄河南岸边，
山嘴东西宽约两公里，中间独
立起一座山峰，海拔高 1263米，
比七星渠高 70 多米，比黄河水
高 80 多米。原来黄河水大，在
鹰石嘴处向南拐了个弯，形成
了南河汊，后来在清道光二十
三年（1843 年）黄河水位高涨，
危及七星渠，宁安廪生马成万，
主动垫款倡导在泉眼山北东鹰
石嘴处筑大坝，关住了南河支
流，用泉眼山的块石砌筑了长
约两公里的大石坝，后称此处
为大坝湾，迫使黄河北移，田
滩、康滩才归靠了南岸。

在泉眼山的西山脚下有一
山泉，常年涌水不断，有泉眼七
孔冒水，表似列星，故将此山定
名为“泉眼山”。山泉是从十多
米高的山崖下涌出，山崖顶上
原建有渠口管理所。七星渠由
西来拐向北流又向东拐，再向
南绕山嘴开挖，泉眼山形成了
三面环水，渠到卫宁公路处又
拐向东流去。

七星渠始建于西汉天汉元
年（公元前 100年），原在泉眼山
西北马滩黄河汉河取水，因灌溉
面积增加，河道变迁引水困难，
于 1972年将引水口延伸至中卫
申家滩引黄河水。

“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
坠”。站在泉眼山峰顶上向东
看去，滔滔黄河水，奔流直下，
一望无际，像一条飞舞的银
带。早晨日出时，霞殃红日出
水面，景色宜人，好像太阳从水
里钻出来，有说不尽的美妙。
随着太阳的升高虹霞散去，晴
天无云，水面上形成雾气，河中
滩上闪烁着银白色的波浪气
流，甚似水波逐浪，云雾航渡，
胜景尽收眼底。若有片云笼
罩，水下殃出白云，更是一片美
景。日落时向西眺望，马滩丛
林，浓烟雾罩；胜金雄关巍然屹
立；黄河水像从天上来，落日殃
红水中天，暮日缓缓下沉，乌云
淹没夕阳；有时从云隙间射出
千万束光辉，像是太阳长了胡
须，这是落日的美景。

泉眼山主峰西两公里处，
在清同治年间，由潘营民众开
凿一口炭井，曾挖出过煤，后被
地下水淹没而废弃，此处后称
炭洞子湾。泉眼山岩石外露，
整个山体为结构细密的青红石
灰岩，历代在这里开采石料，价
值很高。中宁及附近的水利工
程和楼房建筑，都在此山采石
料。在主峰的南山脚下，由西
向东，有西夏时开挖的“昊王
渠”遗址，高支渠在昊王渠内流

淌。山的南坡较为平坦，居住
着几十户潘营和孔滩的农户，
林果遍地，条田纵横，村庄数
片，炊烟缭绕，卫宁公路由此经
过通往山河桥。

固海扬水泵站和红寺堡开
发区扶贫扬黄工程，在鹰石嘴引
黄河水，架起了高耸的输水渡
槽，像巨龙在空中飞舞，龙头在
黄河吸水；固海泵站的扬水管道
像一排“卡秋莎”火箭炮筒，穿过
七星渠扬向山头。两条扬水干
渠巍然壮观。昔日的鹰石嘴变
成了厂房耸立，机器轰鸣，扬水
上山，树林成荫，花香草绿的风
景区。

固海扬水泵站（一泵站）由
黄河直接取水，采用七排钢筋混
凝土管道跨越七星渠斜上山头，
管径 1.2 米。装机 7 台，单机出
水量 3.8 立方米/秒，装机容量
11200 千瓦，净扬程 25.93 米，设
计出水量 20立方米/秒。固海扬
水渠自 1978 年开工建设，于
1986年 9月竣工。工程经中宁、
同心、海原、固原 4县，分 11个梯
级扬水，建有 17座泵站，总装机
容量 78400千瓦，总扬程 382米，
灌溉面积 40万亩。从泉眼山一
泵站起经古城、长山头、大柳木
山、黑水沟、龙湾、李堡、石峡
口、李旺、红中湾等泵站扬水至
固原七营乡。主干渠全长 135
公里。骨干工程总投资 17300
万元。这项工程 1987年荣获国
家优秀设计银奖，并被水利部评
为优质工程。

红寺堡开发区扶贫扬黄工
程，泉眼山泵站（一泵站）从
2000 年 4 月开工建设，于 2001
年 10月 26日竣工，正式通水运
行。泵站总投资 6800 万元，设
计流量 30 立方米/秒，最大供水
能量 40 立方米/秒。装机容量
11200千瓦，用 7台口径 160毫米
抽芯式结构斜流泵，采用 1600
千瓦立式电动机，单机上水量
5.75 立方米/秒，总扬程 21 米。
出水压力管四排，即一排为 1800
毫米，三排 2400 毫米的钢管组
成，长 28.5米。出水塔塔身为圆
形水箱，内径 10 米，塔高 18.8
米，流槽总长 208米。水出渡槽
后由专线干渠送至高支渠合并
运行，流经轿子山、古城、新堡到
红武山二泵站，向上扬水经 14
座泵站扬水到红寺堡的罗山坡
下新庄子集，干渠总长 126 公
里，灌溉面积 55万亩。

泉眼山西麓山峦起伏，群
山耸立；有山河桥涵洞瀑布，像
巨大的水龙头喷射；七星渠跨
清水河渡槽双槽并行，像巨龙
跃涧，北面渡槽悬空，看渠水悠
悠，观长河日圆。

（据《中宁文史资料》）

古今泉眼山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