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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黄土文化系列丛书》为神木县黄土文化学会编撰的，旨在反映神木乃

至陕北历史文化的一套丛书，《红色沃土》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10 年来，在

神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关怀下，《黄土文化》已经出刊 43 期，得到省内外

老同志、党史工作者、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者的高度好评。《红色沃土》主要

选自该学会主办的内部刊物《黄土文化》10 年来所刊登的有关红色纪事、往

事回忆、革命人物等栏目中的文稿，通过精选汇编而成。

这些文稿弥足珍贵，有些是老同志为刊物专门撰写的，有些是亲属帮助

整理的，还有些是党史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撰写的研究、纪念文章，有的已经

公开发表，有的仅在本会的刊物上登载。10 年来，不断有人索要有关内容，

但有些刊物已难寻觅，为了保存这批珍贵资料，使其更好地发挥资政育人作

用，我们特汇编了《红色沃土》一书。

《红色沃土》通过老同志回忆、当代人宣传纪念、研究文章，比较集中地

反映了民主革命时期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的历程，重点介绍了神府革

命斗争史，由于历史的渊源对陕甘边根据地、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有关人

和事也有简单介绍。神府老区是陕北根据地及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

分。神府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重大的、历史性

的贡献，了解其历史、弘扬其传统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对老同志的回忆文稿，保留了文稿的原貌。在编排体例上，按照纪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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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的体例，将同一类的大体放在一起; 先老同志回忆文章，再研究、宣传文

章;革命人物按照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由于参与此项工作的同志都是黄土文化学会的会员，大多年事已高，能

力、精力有限，差错、疏漏难免，望读者批评指正。

《黄土文化系列丛书》编委会

2015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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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大美黄土，雄浑厚重。《黄土文化系列丛书》融陕北自然地理、人文历

史、民俗风情等内容为一体，以翔实的史料、开阔的视野、清新的文风，系统

呈现了神木绚丽多姿的地域文化，饱含着黄土文化学会同仁特别是贺斌先

生的付出和心血。该书的出版发行，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我县文化事业发展，有着

重要的现实意义。

翻开书卷，墨香馥郁，你能真切感受到黄土文化的开放、包容、多元、和

谐，黄土文化的深厚积淀与发力，闪烁着传统文化之光，融合着民族文化之

魂，孕育着革命文化之根。它既为世人了解和传承黄土文化打开了一扇窗

户，又能激发起神木人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无限热情。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神木要深化改革、转型发展，践行省委、省政府“四个定位”要求，实现“两

区”建设目标，必须更加自觉地继承和弘扬融合历史积淀与时代精神的黄土

文化，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希望大家读一读《黄土文化系列丛书》，

了解神木的过去，把握神木的今天，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创造神木美好的

未来。是为序。

二〇一五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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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

榆林在抗战中的地位及作用
钟自鸣

抗日战争出发点

榆林 1924 年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是全国建党较早的地区之一。在抗

日战争前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榆林党组织带领榆林人民在极其艰难

困苦的形势下，点燃革命火种，建立了中共陕北特委、三边特委、神府特委和

中共陕北第一分区委，先后组建了 22 个县委、6 个工委和 100 多个区委，创

建了 25 支红军游击队( 包括延安现辖区内的 6 支) ，组建了 1 个师( 红二十

七军八十四师) 的正规红军，成立了定边、安边、新城、府谷、神木、佳芦、佳

北、安定、清涧、绥德、横山、吴堡 12 个苏维埃县治，形成了以绥清、三边、神府

为中心的南、西、北三块苏区组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陕北、陕南两块革命根

据地连成一片后形成了西北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作为在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全国唯一保存下来的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

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足点。中央红军长征进入陕西的第一站是定边县的木瓜

城、牛圈圪坨和铁角城，红军途经定边县 3 个区、20 多个村。中共中央和中

央红军到达西北根据地后，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扩大、巩固和建设，

形成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在这里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人民开始伟

大的抗日战争，这里是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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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东征出发点

1936 年 1 月，为了巩固和扩大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实际行动表示红军抗

日的决心，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的名义东渡黄河进行

东征抗日。红军东征的准备工作，是在清涧县进行的，清涧、绥德两县在 1 个

月内为东征红军赶造大船百只，为红军东征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极大地支援

了东征红军。东征战役打响后，由陕北红军组建的红二十八军在刘志丹、宋

任穷的带领下，从安塞出发，经清涧、吴堡、绥德、米脂、佳县进入神府苏区，

在神府游击队的协助下，顺利东渡黄河参加东征。东征回师后，中共中央为

了北上抗日，又进行了西征，西征主要是在三边一带进行的。通过东征、西

征扩大和巩固了西北根据地，壮大了红军的抗日队伍，筹集到了抗日资金，

为抗日战争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1936 年 8 月 1 日，以神府独立第三、第四团为基础，在神木县花石崖村

正式组建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独立第一师，师长王兆相，政委张秀山，全师

近千人，是成立较早的抗日队伍之一。

党中央到陕北后，榆林各地的党组织积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进行抗日

宣传鼓动，编演了《送郎参军》《打日本》等一批抗日剧目，广泛宣传党的“三

打三救”( 打日本、救中国; 打土豪、救穷人; 打胡马、救西北) 方针，为发动民

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大造舆论。榆林苏区人民踊跃缴纳救国公粮，自愿募

捐抗日经费，支前卫国的革命行为蔚然成风，拥护红军打日本，保家卫国的

热情空前高涨。1936 年 10 月下旬，中共三边特委在定边城召开了蒙、回、汉

三大民族联谊会，形成爱国统一战线。与会代表一致表示: 亲密团结、驱逐

日寇。

抗日大后方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东北、华北沦陷，太原、绥远相继被日军侵占，察

哈尔、绥远两省的军事机构和驻军纷纷相继撤往榆林。来榆林暂驻的外省

部队有:蒙古游击军第二区司令荣祥及其所部、蒙族独立师( 后改骑兵第三

师) 、何柱国的骑二军、白凤翔的骑五师、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包头警备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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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陈玉甲部、门炳岳的骑五师、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张

励生的察哈尔第一游击军等。这些驻军及机构来榆林后的衣、食、住、行得

到榆林人民热情、妥善的安排，使他们在榆林得到休整，保存和积蓄了中华

民族的抗日武装力量。

神府苏区不仅是陕甘宁边区的抗日前哨，党中央通向华北抗日根据地

的重要通道，也是晋绥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后方。1939 年开始，日军对晋

绥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连年大扫荡。为了保证领导机关和后勤机关的安全，

更好地指挥和支援反扫荡斗争，晋绥边区党政机关和八路军一二○师的部

分机关，从 1940 年 5 月至 1945 年 8 月，先后移驻神府县境内。移驻的单位

有: 中共晋绥分局、晋绥边区行署、法院、党校、《晋绥日报》社、公安局、监狱、

晋绥中华邮政总局、纸厂、印刷厂;八路军一二○师司令部、后勤部、供给部、

兵工厂、卫生部、手术医院、兵站、粮食仓库、被服厂、荣誉军人休养所、伤病

员休养所，三五八旅供给部、被服厂、鞋厂、化学厂等。这些机关单位 3 万多

人来神府后，所需房屋至少 6000 多间。神府人民把这些抗日的干部、将士当

做自己的亲生儿女，为了让他们住好、休息好，村民们合家并房，很多群众自

己主动搬在粮房、库房和简易房屋住，让出好房、大房给晋绥机关住，有许多

群众几家人、几代人挤在一个破房里生活而毫无怨言。为了使伤病员早日

康复，重返抗日前线，神府的人民群众自动担当义务护理员，给伤员烧水、喂

饭、缝洗衣服。人民群众省吃俭用，将积攒的鸡蛋、肉类、粮食等营养品送给

伤病员，涌现出许多像王补梅那样被誉为“人民军队的好妈妈”的拥军模范。

西北地区的铜墙铁壁

榆林地处黄河沿线，是陕甘宁边的北大门，也是西北地区的东部重要门

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37 年 10 月，日军侵占晋西北大部分地区后，隔河

炮击两岸，企图渡河西犯，进攻陕甘宁边区，进而侵占大西北，形势非常危

急。经国共双方协商，在黄河沿线分段设防，抗击日军，共同保卫黄河防线。

国民党任命邓宝珊为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坐镇榆林，下辖新一军和驻榆林

的高双城部八十六师，驻榆林的国民党部队分驻榆、神、府、横等地。具体部

署是:八十六师二一五团驻横山、石湾，保安骑兵三十大队驻高镇、韩岔; 八

十六师五一五团驻神木县城，五一四团驻高家堡，五一二团分驻马镇、盘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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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峁头等地，二五八旅旅部、邬青云骑兵营、邓宝珊骑兵营、傅作义部孙长胜

晋绥骑兵旅、八十四师高桂滋部李少堂团和史文华骑兵营、晋军七十二师陈

长捷部和二○九旅段树华部后来也分别被调至神木驻防; 八十六师二五八

团三营驻府谷，马占山东北挺进军、何柱国骑二军分别驻哈镇、麻镇、黄甫、

沙梁、孤山、木瓜、清水等地。

八路军在绥德设立了绥德警备司令部，在定边设立三边保安司令部、警

备三旅，在神府设立神府河防司令部，在延川设立两延河防司令部。具体部

署是:以王兆相为团长、张达志为政委的警备六团驻神府，防守佳县以北、万

户峪、沙峁、盘塘、马镇、贺家川等渡口; 以文年生为团长、帅荣为政委的警备

八团驻绥德、吴堡，守备大会坪、螅蜊峪、宋家川、李家沟、丁家畔、康家塔、枣

林坪等渡口;以贺晋年为团长，钟汉华为政委的警备一团，驻防米脂、佳县。

从 1938 年至 1942 年，国共河防部队先后经过府谷保德河防战斗 ( 国民党

军) 、神府河防战斗、碛口河防战斗和宋家川河防战斗等大小 78 次河防战

斗，粉碎了日军的渡河企图，携手组成坚不可摧的黄河防线，赢得了保卫河

防的辉煌胜利。保卫了陕甘宁边区，保卫了大西北。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模范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引下，榆林各地的党政组

织，按照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带领人民群众从政治、

经济、军事、文教卫生等各个方面，开展了统战、整风、“三三制”民主建政、精

兵简政、加强抗日军队和自卫军建设、反摩擦、反封锁、大生产、发展商贸、兴

学办教等抗日救亡运动，建成了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最大限度地支援了

抗日战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根据地成立地方抗日武装，投身抗日战争。1937 年 10 月 1 日，陕甘宁

边区政府和保安司令部联合发布命令，颁布了自卫军组织条例。条例规定，

自卫军的任务是:保卫边区，配合保安队或单独消灭汉奸、土匪，搜索零星匪

徒，捕捉侦探，担任警戒，设置哨卡，侦察敌情，递送情报，进行抗战训练，为

正规部队补充兵员，负责战时的有关军事工作。以班、排、连、营编制，营为

最高单位。榆林各县依照条例相继组建了地方抗日武装———自卫军( 游击

队) 。自卫军有的作为抗日队伍的后备力量，不断补充抗日部队缺员，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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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一次就为抗日前线输送兵员千人; 有的发展壮大后编入正规部队。

1938 年，吴堡抗日游击支队编入警备八团; 佳县河防游击队编入三五九旅;

靖边县保安大队和米脂县独立五营合编为三边保安第二团。

成立抗日群众团体，开展支前工作。1937 年 10 月，定边县以工会为基

础，吸收青年、妇女参加，率先在陕甘宁边区成立三边抗敌后援会。随后各

县普遍成立了抗敌后援会组织。绥德警备区还成立了工人救国会和青年联

合会，积极投身于救亡图存。

进行广泛的抗日宣传。抗战开始后，无论是国统区榆林还是共产党领

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都非常重视抗日的宣传鼓动工作。1937 年春，中共榆

林地方党组织以榆林中学、职业中学和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为主，组织了学

生抗日救亡宣传队，到街道、乡村进行抗日宣传，并在邓宝珊的支持下，创办

了《前哨》周刊，它以宣传抗日救亡为宗旨，着重刊登前线消息、时事评论、战

地通讯等。11 月，《大公报》驻榆记者杨令德团结一批文化界人士及进步青

年，成立了新闻记者协会，创办了反映抗战救亡的刊物《塞声》。榆林城的各

中等学校师生自发联合组成“战地服务团”“别动队”等组织，走上街头、深入

农村，以演讲、话剧、募捐等形式，进行抗日宣传鼓动。

中共榆林各地的党组织十分重视抗日宣传工作。1939 年 8 月，绥德警

备区司令部创办了《抗战报》; 1941 年春，《三边报》在定边创办，不久又相继

创办了《米脂报》《靖边报》《佳县报》《新神府》《子洲报》等。晋绥边区在神

府创办了《抗战日报》，解放区各地还因陋就简，办起了许多群众喜闻乐见的

黑板报。这些新闻媒体及时传达党中央的声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介绍国内外的大事，教育、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生产，支援前线，进行广泛

的抗日宣传。1942 年 5 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广

大文艺工作者提出“到农村去、到部队去”的口号，纷纷深入基层，实践党的

文艺政策，写出一批反映解放区人民艰苦奋斗、同仇敌忾抗日和追求团结进

步的优秀文学作品，宣传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柳青、李季、丁玲就

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

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劳模运动、妇女运动、发展经济，极大地支援了抗日

前线。1939 年 1 月，毛泽东发出“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号召，榆林各分区、

县积极响应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生产热情空前高涨。绥

德、清涧、吴堡 3 县 1941 年就拥有纺车 3． 5 万多架、织布机 7000 余架，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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