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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共固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王 刚

固原作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众多革命先烈曾

在这片热土辗转烽火，探索前行，为我们留下了值得追寻的红色足迹。

1935年 8月 1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在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
海东、政委吴焕先的率领下，进入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一带，大力宣传党和

红军的民主抗日主张及各项方针政策，创造性地制定和执行党的民族宗教

政策，团结和争取广大回族群众一起参加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同年 10
月 7日，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登上长征途中的最后一座大山———六盘山，

豪情满怀写下气贯长虹的壮丽诗篇———《清平乐·六盘山》，六盘山从此名

扬海内外，被誉为“胜利之山”。10月 22日，中国工农红军一、二方面军在西
吉县将台堡胜利会师，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标

志着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北上抗日战略转移胜利实现。

1936年 5月，中央决定组织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
员，向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的甘肃、宁夏进军。先后在固原七营（今中卫市

海原县辖内）、黑城（今中卫市海原县三合镇）、杨郎一带活动。西征红军在

固原期间，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十分重视扩大和发展革命根据地

工作，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卓有成效。

红军长征、西征期间，在固原地区建立了中共固北县委、中共固原县工

委，是固原党的历史上抗日民主建政的红色标志，1939年成立了宁夏最早
且坚持到解放的中共红河地下党支部，对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组织发动人

民群众、巩固军事斗争成果有着重要作用。

为摸清全市的红色家底，固原市委党史研究室从 2010年 3月开始，在
全市开展了为期 6个月的革命遗址普查工作，共普查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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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重要的革命遗址 26处，其他遗址 14处。这些革命遗址，铭刻着固原地区
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奋斗的光辉历程，蕴含着

固原地区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艰苦奋斗、不屈不挠、一往无前、敢于胜利

的革命精神，是对广大党员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

要阵地。

市委党史研究室整理、编纂的《追寻红色足迹———固原市革命遗址览

胜》一书，收录了主要党史人物在固原的革命活动遗址、重要战役纪念地和

烈士墓、固原地区的党组织活动遗址、海固回民第三次武装起义遗址以及

新中国成立以来兴建的涉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纪念场所和设施。全书

不仅有文字表述，还有精美遗址照片，形式活泼，图文并茂，融教育功能与

艺术价值为一体。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全市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和广大青

少年展现一幅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悲壮的革命历史画卷，全面接

受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勇担历史

重任，为建设富裕文明和谐幸福的新固原，开创与全区同步实现全面小康

社会的新局面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013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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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书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史料性的统一，全面系统地记述固原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重要革命历史文化遗址。

二、本书收录的革命遗址所设时间，起始于 1935年 5月中国工农红军
长征经过宁夏固原，终结于 1949年 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三、本书收录的革命遗址包括主要党史人物在固原的革命活动遗址，重

要战役纪念地和烈士墓，固原地区的党组织活动，海固回民第三次武装起

义遗址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兴建的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纪念场所

和设施。

四、本书收录的革命遗址图片说明文字均注明人物活动事件发生年月，

月不详者注季，季不详者注上半年、下半年，均不详者注年。

五、本书对历史上的组织、人物、事件等，均使用历史称谓；中国共产党

各级组织名称书写，一般将中国共产党简写为“中共”。驻军番号首次使用

全称，以后使用简称。

六、本书涉及的地名，如年代变迁或行政区划变更者，采用今名。涉及

的遗址使用者，以现使用者为主。

七、本书收录的图片文字贯穿了多种资料互证原则，进行了多方考察

论证，保证了资料内容的真实可信、准确可靠。资料选自公开出版的各种

文献史料和本地亲历者的口述内容，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明出处。

八、本书在凡例之后写有“编纂说明”，进一步说明本书编纂中还需要

交代的具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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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说明

一、本书收录 1935年 5月至 1949年 10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固
原革命遗址。

二、本书收录的革命遗址共 26处，其中主要党史人物活动地、旧居、故
居、党史遗迹 23个，重大战役、战斗遗址纪念地和烈士墓 3个，革命遗址、
遗迹图片 77张，撰写说明文字达 13.2万字。

三、本书涉及的革命领导人和党史人物简介及图片资料均选自“百

度网”。

四、本书采用的革命遗址图片均为市、县（区）党史工作者实地拍摄，

“链接”等文字、图片资料均选自新闻媒体公开信息，因属即时性报道，有关

资料的具体来源本书不作进一步说明。

五、本书的出版，是全市参与革命遗址普查工作的所有人员辛勤劳动

的成果。无论是普查工作期间，还是该书编纂出版过程中，都得到了中共宁

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的指导帮助，得到了各县（区）委、政府的大

力支持和帮助，得到了革命遗址普查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和各县（区）党

史研究室及有关单位、街道（乡镇）、社区（行政村）的积极协助，在此我们一并

表示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上成书时间紧，书中疏漏及错误之处在所难免，

敬请读者给予指正。

- 2 -



序

凡例

编纂说明

固原革命遗址历史背景 1
固原革命遗址地域分布图 16
固原革命遗址览胜 17

绎西吉县
单家集红军长征纪念地 17

公易镇红军长征纪念碑 25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兴隆镇纪念碑 26

平峰镇红军长征纪念亭 27

中国工农红军将台堡长征会师纪念碑 30

海固回民起义主要领导人马国瑞策划起义窑洞旧址 38

海固回民起义主要领导人马思义故居 46

绎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
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 48

绎隆德县
红二十五军军部遗址 61

中央红军翻越六盘山小水沟遗址 62

绎泾源县
龙潭革命烈士纪念亭 63

目 录

- 1 -



追
寻
红
色
足
迹

绎原州区
张易堡红军长征毛泽东宿营地旧址 68

红军长征固原青石嘴战斗纪念碑 68

固原革命烈士纪念碑 73

韩练成将军故居遗址 77

绎彭阳县
小岔沟毛泽东长征宿营地旧址 83

乔家渠毛泽东长征宿营地旧址 89

中共红河地下党支部旧址 90

中共小园子地下党支部旧址 95

中共峁堡地下交通站旧址 97

中共麻子沟圈地下党支部旧址 104

中共固北县草庙区委旧址 107

安家川乡苏维埃政府旧址 109

中共固原县委草庙旧址 110

中共固北县二龙山区委旧址 111

彭阳县任山河烈士陵园 112

党史人物介绍 123
国民党将领简介 185
海固回民三次武装起义人物介绍 194
附件 198

1.固原市革命遗址普查报告 198
2.固原市革命遗址普查统计表 204

后记 205

- 2 -



固原革命遗址历史背景

固原市位于宁夏南部的六盘山地区。东部、南部分别与甘肃省庆阳市、

平凉市为邻，西部与甘肃省白银市相连，北部与本区中卫市、吴忠市接壤。

地域范围在北纬 35o14'耀36o38'，东经 105o20'耀106o58'之间。总面积 10540
平方公里，固原市区面积 45平方公里。处于西安、兰州、银川三省府城市
所构成的三角地带中心，是中国西部颇具发展潜力的欠发达地区，亦是中

央确定重点扶贫的“三西”地区之一。1953年 11月 1日甘肃省西海固回族
自治区成立，辖西吉、海原、固原 3县。1955年 11月改称固原回族自治州。
1957年 11月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成立，固原州委从此受甘肃省委和宁夏
工委双重领导。1958年 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撤销固原回族自治州，
成立固原地区行政公署，辖固原、海原、西吉、隆德、泾源 5县。1983年从固
原县析置彭阳县。2002年 7月，改固原地区行政公署为固原市，固原县改
称原州区，辖海原县、西吉县、隆德县、泾源县、彭阳县和原州区。2004年 4
月海原县划归中卫市。现固原市辖 4县 1区（西吉县、隆德县、泾源县、彭
阳县、原州区）。2013年户籍总人口为 154.19万，回族人口 71.88万，占全
市人口的 46.6%。

民主革命时期，固原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活动开展得

较早，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是革命老区之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最艰苦的
年代。这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从 1931年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
工农红军陕甘边领导人刘志丹、谢子长开展了创建陕甘边游击队和陕甘边

新苏区的革命斗争。1932年 5月 5日为配合南方苏区反“围剿”斗争，创建
陕甘宁新苏区，中共陕西省委派陕甘红军总指挥谢子长和焦维炽组织发动

甘肃“靖远兵变”。起义后的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活动于

靖远、固原地区。波及海原的兵变标志着固原历史上有领导、有组织、有规

音
固
原
革
命
遗
址
历
史
背
景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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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党的活动开始。5月 30日，起义部队集中于距靖远城东北 45公里外的
水泉堡，人员很快发展到 200多人，整编后下辖 3个支队，谢子长为总指
挥，焦维炽任政委，杜润芝任参谋长。6月 2日，起义部队进入海原境内，逼
近县城，准备策反当地国民党地方部队沈毅民步兵营起义，攻城未果。之

后，离开海原园子河，重返水泉堡。此时，部队发展到 400多人，在靖(远)、海
(原)、会(宁)、景(泰)4县之间开展革命斗争。后终因国民党残酷镇压，寡不敌
众，经过艰苦奋战，游击队被迫解散，党的革命活动转入地下。

“靖远兵变”爆发之时，正是“蒿店兵变”酝酿之际（当年和后来未加保

护的原因，“蒿店兵变”旧址未留下具体位置，本书未能收录在内）。从 1932
年春起，中共陕西省委便着手准备蒿店兵变。省委军委委员陈云樵及时打

入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担任了政治视察员，并开始到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

署邓宝珊部搞兵运工作。在中共甘肃特委的指示下，陈云樵把兵变的重点

放在了“行署干部补习队”士兵队，利用士兵队队长李华峰及下属中共党员

多的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兵运工作。9月，邓宝珊准备把蒋介石拨付的武器
装备从西安转运到兰州。中共陕西省省委获取情报后，遂派陕甘游击队政

治委员李艮和周志学到平凉协助截获武器装备，鉴于党组织已经能够控制

敌人接运部队中包括士兵队在内的半数以上人员，便决定在途经地形复杂

的蒿店（今属泾源县）时举行暴动。按照事先的安排部署，暴动即可进行。但

由于一些思想不坚定学员的临时退缩，致使敌人有所觉察，兵变的形势陡

然变得复杂了。为保存力量，党组织果断下令提前行动。34名同志冲出敌人
的包围，带枪 45支，迅速撤离蒿店，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
七支队”，李华峰任队长，李艮任政治委员。之后，游击队战斗于固原石家沟

口等地，沿途书写革命标语，宣传红军主张。最后，经过数次敌我力量悬殊

的战斗，人员损失严重，周志学壮烈牺牲，李华峰、李艮等 5名共产党员被
陇东特委救回平凉。

“蒿店兵变”是党领导的集中发生在海固地区的第一次有影响的武装

暴动。暴动的骨干力量来自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甘肃行署上层精锐部队，

暴动的任务触及一批数量较大的军事装备，暴动的目的是进入陕北参加红

军。因此，这次暴动威胁到国民党在陕甘的军事、政治统治，从思想上、组织

上冲击、分化了西北地区的反革命军队，在海固地区较早地宣传了党的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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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和红军的主张，具有鲜明的革命斗争色彩和深刻的革命历史意义。

1934年 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1935年 8月 15日，活动于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为配合中央红
军北上，在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率领下，从陕西沣峪口

出发，转战至静宁，进入今宁夏西吉县单家集、兴隆镇，广泛宣传并认真贯彻

党的民族政策。在回族聚居区，严格执行“三大禁条，四项注意”的民族工作

纪律，对回族群众秋毫无犯，和宗教上层人士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被当地群

众盛赞为“仁义之师”。马青年、李铁民等回族青年当即报名参加了红军。17
日，部队离开兴隆镇，沿西(安)兰(州)公路东进，钳制敌人，准备迎接中央红
军。之后，经杨家河，进入好水川红土路村。另有担任警戒的一个连队，从伙

家堡子附近的陈田玉上山，经李哈拉、彭家阳山到阎家庄子，过沙塘铺，于

下午 4时左右到达隆德县城附近，与大部队会合。途中有隆德神林铺村青
年李友禄等人参加了红军。先头部队于当天 12时许，在北象山与守城国民
党新编十一旅鲁大昌部第二团一营及保安部队两个分队共 200余人发生
战斗，击溃敌人，占领县城。午夜后，经水磨、杨家店，于凌晨翻越六盘山，第

二天拂晓在瓦亭峡击散堵截之敌，占领三关口、蒿店，进逼平凉城。9月 18
日，红二十五军和陕甘根据地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组成红十五

军团。

红二十五军离开固原后不久，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进

入甘肃境内。20日，部队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进行休整，根据俄界会
议决定，将北上红军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

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下辖三个纵队，有 7000余人。27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
榜罗镇开会，决定兵分左右两路继续向陕北挺进。10月 5日，右路一纵队在
林彪司令员、聂荣臻政委和左权参谋长的率领下，由甘肃静宁界石铺进入

今宁夏单家集、兴隆镇。左路二纵队由彭雪枫司令员、李富春政委和萧劲光

参谋长率领。三纵队由叶剑英司令员、邓发政委和张经武参谋长率领，亦于

同日抵达公易镇。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中央领导人沿一纵队行

军路线，于下午到达单家集。随后去参观著名的陕义堂清真寺，并和阿訇亲

切谈话，说明了红军主张各民族平等，尊重回族的风俗习惯，保护清真寺，

保护回教回文。当晚，毛泽东住宿在单家集村南头清真寺北侧回族农民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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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海家中。周恩来率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随三纵队行进。红军所到之

处，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宣传抗日救国主张，赢得了当地群众的爱

戴和拥护。10月 6日，红军离开单家集、兴隆镇、公易镇，一纵队经什字、杨
家磨、黄湾等地于当晚到达固原张易堡；二、三纵队经兴隆镇、北堡子、红城

子至张易堡。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住在张易堡。当天下午，国民党毛炳文部

第八师追至兴隆镇。7日晨，红军在张易堡以西阎官大庄击溃敌之追兵。之
后，经王套、后莲花沟进入六盘山主脉地带。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及其随军登

上六盘山，稍事休息，登高望远。毛泽东于戎程中吟哦成诵，构思创作了饮

誉中外的著名诗篇《清平乐·六盘山》。此时，后有尾追之兵，前有堵截之敌。

红军迅速翻越六盘山进至青石嘴，挫败阻敌门炳岳部的拦堵，后卫部队冲

破顽敌何柱国骑兵团围困。部队兵分两路分别到达古城乡和挂马沟，是夜，

毛泽东住在阳洼村张有仁家。8日晨，陕甘支队左右两路，以乃河为界，继续
东进。左路二、三纵队从挂马沟出发。右路一纵队从小岔沟出发，行至古城

川，遭遇国民党马鸿宾部第三十五师一四四旅二茵五团王风云第一营和二
茵六团魏荣升第一营，红军一纵队四大队队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观察敌
情后，遂决定布成“口袋”阵，以痛歼敌人。王、魏两敌进入包围圈后，在红军

突袭下，乱作一团，官兵互不相顾，丢弃辎重，拼命向北溃退。取得古城川战

斗胜利后，中午各部相继到达白杨城(今彭阳县城)。经白杨城战斗之后，甩
开敌何柱国部和陶峙岳部追兵，向东北方向前进。左路二、三纵队经堡子崾

岘、祁小岔，夜宿草庙、王洼一带。右路一纵队经杜家沟，上长城塬，夜宿乔

家渠、赵家山畔一带。毛泽东住宿乔家渠（今城阳乡长城村乔家渠组）农民

乔生魁家。9日晨，左右两路部队分别从王洼、乔渠驻地出发，在孟塬会合
后，兵出彭阳县境。翌日到达甘肃省镇原县三岔。中央红军长征自 10月 5
日进入西吉到 10月 9日兵出彭阳，在固原历时五天四夜。途经西吉、固原
县（今原州区）、彭阳 3县和 50多个村庄，与国民党正规部队进行大小战斗
5次。10月 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不久，在甘泉县下寺湾与红十五军团胜
利会师，胜利地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6年 5月初，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胜利回师陕北后，于
1936年 5月 11日到 17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延川太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
议，总结了东征，部署了西征。会议根据红军东征后的全国政治形势、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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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势以及陕甘苏区面临的情况，决定继续贯彻“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

针，组织西方野战军向陕、甘、宁三省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地区西征，以巩

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扩大红军的力量,打击马鸿逵、马鸿宾反共势力；发展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东北军、西北军等抗日力量联合；策应红二、四方

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促成全国抗战的新局面。红军西征历经

三个阶段，从 5月下旬至 7月底为实施西征战役阶段；从 8月至 10月下旬
为迎接三大主力会师阶段；从 10月下旬至 11月下旬为实施宁夏战役计划
阶段。1936年 5月 18日，党中央发布西征命令。彭德怀任“西方野战军”司
令员兼政委。部队分左、中、右三路：左路为红一军团，左权任代理军团长兼

参谋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朱瑞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

辖第一、二、四师；右路为红十五军团等部，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

委员，陈奇涵任参谋长，王首道任政治部主任，后来又辖第七十三、第七十

五、七十八师；以宋时轮军长、宋任穷政治委员领导的红二十八军和以文年

生师长、李宗贵政治委员领导的红八十一师及骑兵团作为中路。5月 19日
至 23日，各路红军相继从延川地区出发，分别向预定作战地域推进。5月
19日左路红一军团由延川出发，挺进陇东，占领环县。6月初，解放豫旺堡，
部队所辖一师驻扎在梨花嘴，第四师驻扎在毛井。6月中旬，红一军团继续
西进，相继占领清水河沿岸的七营、黑城等地，逼近杨郎、固原。右路红十五

军团从王家坪出发，首战宁条梁告捷，经定边、盐池，直插豫旺县境。6月 27
日，攻克下马关，进而占领海原的高崖、李旺、关桥堡等地。

宁夏是西征战役的主要战场，西方野战军总部曾设在今同心县的豫旺

堡和羊路乡吊堡子。西征战役从 1936年 5月 19日开始，至 7月底结束。在
西征战役中，载入军史的重大战斗共 11次，在今宁夏进行的就有 5次，即
下马关战斗、王家团庄战斗、盐池战斗、红城水战斗和七营战斗，其中在固

原进行了著名的七营反击战。七营镇位于固原县北部（2008年 2月行政规
划调整后归海原县管辖）、清水河东岸，与黑城、三营同在银平公路干线上，

是通往宁夏南北大道上的一个要点。对红军占据七营一线，马鸿宾忧心忡

忡。为铲除这一心头之患，7月 17日拂晓，马鸿宾部与东北军同时向红军发
起进攻，遭到红军主力猛烈反击，战斗异常激烈。七营镇附近有一条大沟叫

阎家沟，沟深坡陡，地形复杂，是从右侧进入七营的必经之路。红二师在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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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预先设伏，重创东北军白凤翔骑六师先头团，取得了七营反击战大捷。

在此期间，红军先后攻占今同心县城、海原县关桥堡、高崖等地，并初

步得到巩固，仅一个月时间，除马鸿逵占据的银川、马鸿宾和东北军驻防的

固原外，宁夏东部大片土地即为红军占领，初步形成一块与陕、甘边区相接

的新根据地。至 1936年 7月底,西方野战军完成西征第二阶段即迎接红军
主力会师并占领宁夏(不含银川)的任务，从 8月初开始,根据中央军委的指
示,进行全面整训。一面休整部队，准备迎接北上的红二、四方面军；一面深
入开展地方群众工作，巩固开辟的新区。至此，西方野战军实现预期目标，取

得了西征的重大胜利。

在军事斗争的同时，西征红军广泛地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 8月
以后，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以南北流向的清水河为界，相视对峙，红军驻河东，东北

军及马鸿宾第三十五师驻河西。为了做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红军根据《中

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向各部队详细介绍了东北军的历史

和现状，教唱抗日救亡歌曲，训练战场喊话，散发传单，书写标语，在西征红

军中掀起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热潮。红一军团第二师与敌骑兵师隔清水

河两边的五营沟相视驻军，身姿可见。红军便利用有利条件向对方喊话：

“东北军的兄弟们，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红军愿意帮助

东北军打回老家去，赶走日本强盗！”“我们共产党和红军反对内战，主张抗

日！”对面的东北军起初还打枪，后来就答话：“我们不打了，你们也别打！”

之后，经红军提议，双方派代表会谈，取得一致意见，各守营地，互不打枪，

保持表面上的对峙状态。之后双方互相派代表会谈，组织战地联欢，并由朱

瑞主任和东北军白凤翔师长达成停战协议，五营沟一带成为罕见的特殊和

平战场。9月上旬，中路军红八十一师又和平解放了李旺堡（海原县域内），
显示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巨大威力。

红军西征甘宁，所至广大地区，一半以上居住着回族人民，因此党中

央、中央军委特别重视少数民族工作。西征一开始，毛泽东主席就发表了

《中华苏维埃人民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亲笔写了《给回族同胞的一封

信》。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也发布了《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集中阐明了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主张；明确了少数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

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措施。西征部队广大指战员认真学习、宣传和贯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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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宗教政策。他们通过各种形式，不失时机地向广大回族群众解答民

族工作中的许多实际问题，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由于红军十分重视对

宗教上层人士和回族群众的统战工作，从而凝聚了广大穆斯林群众，为实

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贡献。

西征开始后，党中央就明确指出创建新区党组织和地方政权的重要

性。这一时期，西征红军在同心、固原境内创建的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中

共固北县委、中共静宁县委及中共固原县工委，对巩固军事斗争成果起到

了重要的作用。

西征战役后，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战略部署全面展开，西征红军

各部于 8月和 9月初相继向西、向南挺进。右路军沿同心、兴仁堡方向西
出，占领靖远打拉池；左路军沿吊堡子、七营方向南下，直插静宁、隆德地

区，以保证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两翼安全。10月 9日，红一、四方面军在会
宁胜利会师。10月 21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等红二方面军首长
与红一方面军一军团首长左权、聂荣臻、邓小平及红二师首长杨得志、萧华在

西吉县平峰镇亲切会面。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第二军团及红一军团二
师在西吉县将台堡胜利会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将台堡会师，胜利

结束了长征，巩固、发展了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

基础。

抗日战争期间，党在固原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革命力量在曲

折中得到发展壮大。西安事变后，中共固北县委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需要，于 1937年 10月建立县、区、乡抗日民主政府，并将原抗日救国委员
会更名为抗敌后援会，加强同国民党的合作。国共两党在当地的政权组织

与驻军和平相处，形成了浓厚的团结抗日氛围。为发展党的力量，县委在所

辖 5个区 21个乡普遍建立起党支部，发展党员 300多名，积极开展党的活
动，加强党组织建设，发展自卫武装力量，改善群众生产生活。1938年 4月，
中共固北县委撤销，部分区乡划归中共固原县委管辖。此时，中共固原县委

组织机构健全，下属区、乡党组织牢固，有基层党支部 15个，与乡抗敌后援
会并存。建党工作表现出斗争艰苦，但发展快、质量高的特点。党员教育管

理、组织发动群众工作成绩显著。1939年冬，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中共固
原县委被迫开展武装自卫，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反分裂摩擦斗争，有力地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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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经受了考验，做出了贡献，也付出了代价。基层党政

组织遭敌人破坏严重，仅有 6个党支部幸存。其中，以王兆璜为书记的红河
党支部在国统区坚持斗争至解放，树立了艰苦奋斗的光辉典范。1939年至
1941年，受革命思想影响，海固回民连续三次举行暴动，反抗国民党暴政，
马思义率领余部赴边区组建抗日回民骑兵团，壮大了革命的力量。这一时

期中共平东工委在固原开展了很有影响的革命活动。

解放战争开始后，为了加强海固地区党的工作，中共中央西北局于

1946年 8月 21日成立中共海固工委。不久，为迎接中原突围后的王震部
队，中共海固工委及所属武装工作队偕兄弟部队挺进六盘山区，在化平(今
泾源)老龙潭附近与国民党军队发生激烈战斗，击溃敌人一部，粉碎了敌人
围灭我军的图谋，摆脱险境，回到边区。9月下旬，中共海固工委的工作暂时
停止。1947年 1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重建海固工委，依靠回骑团的武
装力量，在国民党统治的固原、海原、西吉等地开展建党工作，发展党的秘

密组织，进行武装斗争。1948年 3月，海固工委的工作由固东工作团接管。
1948年 11月 13日，中共海固工委第三次成立，以固原为基础，向固原、海
原、西吉等地广泛发展党的组织，壮大人民革命力量。这一时期中共甘肃工

委、陇东地委、平东工委以及镇固工委也积极深入海固地区开展党的组织

建设活动。西、海、固、隆和化平（今泾源）5县形成了党的地下工作网站。随
着革命形势的发展，1949年 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取得任山河、
三关口战斗的胜利，在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摧毁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开创

了固原历史的新纪元。

翻阅这段厚重的历史，就是一部固原回汉各族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血

与火的洗礼中铸就的成长史、求索史和奋斗史。伟大的长征精神源于不屈

的民族气节，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步思想，源于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

渝的理想信念，它构成了固原革命历史值得骄傲的主旋律，也升华为固原

革命历史至为深刻的精神内涵。

红军长征、西征留下了许多值得人们纪念的遗址，这些革命遗址，铭刻

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奋斗的光辉历

程，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艰苦奋斗、不屈不挠、一往无前、敢于

胜利的革命精神，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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