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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

1939年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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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简图》选自《陕甘宁边区史》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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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75 周

年，也是盐池解放 75 周年。为了反映盐池地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各方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光辉历程，便于各界研究历

史、借鉴历史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在 2006 年曾编辑出版影印

件的基础上，又重新查阅、校对了全国解放前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机关报《红色中华》、《新中华报》和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对

其中有关报道盐池事和盐池人的文章进行了进一步搜集、编排。经

过繁简字体转换、校对后重新整理录入，编辑成这本《报纸中的盐

池（陕甘宁边区时期）》。

由于人手少、时间仓促，部分资料收集不全、个别繁体字转换

及原报印刷不清等，疏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读者斧正。

编 者

2011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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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共盐池县委书记

盐池县人民政府县长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和盐池解放 75 周年之际，盐池县档

案局（馆）组织编辑出版的《报纸中的盐池（陕甘宁边区时期）》一书

正式与公众见面了，这是我县党史研究工作的重要成果。值此，谨向

该书的出版发行表示热烈祝贺！向辛勤笔耕的全体编纂人员和所有

关心支持《报纸中的盐池（陕甘宁边区时期）》编纂工作的同志们，表

示亲切的问候和衷心的感谢！

盐池是党在宁夏开展革命活动较早的地区之一。1936 年 6 月

21 日，中央红军西征部队右路军 78 师攻克了盐池县城，并成立了

中共盐池县委和盐池苏维埃政府。自此，盐池成为了陕甘宁边区的

经济中心、西北门户、后勤保障基地和我党开展宁夏工作的桥梁以

及解放宁夏的干部培训基地。作为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英

雄的盐池儿女一心向党、赤诚报国，为保卫党中央、解放全中国做出

了重要贡献。在血雨腥风的抗日战争时期，老区人民节衣缩食、倾其

所能、支援前线，为边区政府输送了大量食盐、皮毛等生活用品，有

力保证了陕北红军的物资需求，支援了抗战；在风雨如晦的解放战

争时期，盐池儿女踊跃参军、英勇抗敌，先后有 5000 多人参军、2.5
万余人支前，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延安

和党中央的安全，有力推动了陕甘宁边区乃至全国革命运动的发

展。从盐池解放到新中国成立的13年间，彭德怀、毛泽民、李维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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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拓夫等革命前辈曾战斗在盐池，把革命的真理和党的主张宁夏

和祖国的大西北，撒下了革命的火种，为党和国家培养造就了一

大批栋梁之才。作为延安精神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老区盐池以其

不屈不挠的精神、无私无畏的品质，影响和召唤着一批又一批热

血青年和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跟党走、一心一意干革命，为争取民

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做出了积极贡献。
《报纸中的盐池（陕甘宁边区时期）》一书收录了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1936.6—1937.1）、《新中

华报》（1937.1—1938.11）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解放日

报》（1941.5—1947.3）中有关盐池红色革命和抗战时期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等方面 276 篇文章，全景式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我县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广大

干部群众进行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的光辉历史，是一部加强和深

化党史教育、县情教育及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对于继承和发

扬革命传统，加强党员干部党性修养，永葆党的先进性，促进县域

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当前，正值实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

和“十二五”规划的关键时期，盐池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

的历史机遇。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干部群众要把学习《报纸中的盐池（陕甘宁边区时期）》一书作为迎

接新挑战、创造新业绩的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继承革命先烈遗志，

弘扬革命老区精神，进一步激发革命斗志，团结协作、迎难而上，振奋

精神、奋勇争先，为推动经济社会跨越崛起、建设和谐富裕新盐池而

努力奋斗！

2011年 8月 16日



凡 例

一、《红色中华》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

1931 年 12 月 11 日创刊。1934 年 10 月红军长征曾一度停刊，当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又继续出版。1937 年 1 月 29 日，《红色中华》

改为《新中华报》，并在停刊前的一个时期内，改为陕甘宁边区（特

区）政府机关报。《解放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

1941 年 5 月 16 日在延安创刊，截止于 1947 年 3 月 27 日。

二、本书以文章发表的时间为序将文章进行排列，并将发表

时间统一用公元纪年标注。

三、《新中华报》1938 年前系手工刻制、油印，其间有许多不规

范手写体；1938 年后铅印。《解放日报》是铅印。这两种报纸印刷质

量都不高，有模糊的字，有缺笔画的字，还有没有排上的字。编辑

此书时我们保持原文，只对明显的错字和标点进行了更改，对缺

的字和不清楚无法辨认的字用“□”代替。

四、对书中文章有疑问和明显错误的地方进行了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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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池县概述

盐池县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东部、毛乌素沙漠南缘，东邻陕西定

边县，南接甘肃环县，北靠内蒙古鄂托克前旗，西连本区灵武、同心两

市县，属陕、甘、宁、蒙四省（区）交界地带，自古就是“西北门户、关中要

冲”，“灵夏肘腋、环庆襟喉”，为边陲用武之地，系陕甘宁边区要邑和西

北商贸活动的旱码头。辖区总面积 8522.2 平方公里，是宁夏面积最大

的县，占全区总面积的 16.1%。境内地势南高北低，南部为黄土丘陵区，

中北部为鄂尔多斯缓坡丘陵区。常年干旱少雨，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

季风气候，年降水量 280 毫米左右，年蒸发量 2100 毫米，日照充足，年

平均气温 8.3℃，冬夏两季气候迥异，昼夜温差可达 20℃以上。

建置沿革。汉初设县，名煦衍。随着历史的变迁，先后改为盐川郡、

盐州、花马池营、花马池分州等，1913 年置盐池县，隶朔方道。1929 年

宁夏省建立，盐池县属其管辖。1936 年中国工农红军解放了盐池，建立

了苏维埃政权，不久，改为抗日民主政府，属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此

时国民党宁夏省在惠安堡建立盐池县政府，管辖当时已被红军解放不

久后撤退放弃的惠安堡、萌城堡等地，形成两个盐池县并存的局面。

1947 年，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陕甘宁边区，宁夏马鸿逵部出兵配合，侵

占了盐池县的大部分地区。陕甘宁边区盐池县政府迁至县境南部山区

李塬畔村，国民党宁夏省盐池县政府复迁至盐池县城。1949 年 8 月盐

- 5 -



- 6 -

池光复，盐池县政府由山区返回县城；9 月，宁夏全省解放，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陕甘宁边区撤销，两个盐池县并存 12 年之久的局面结束。

1951 年，宁夏省撤销并入甘肃省，盐池县属甘肃省河东回族自治

区；1955 年河东回族自治区改为吴忠回族自治州，盐池县属该州；1958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盐池县直属自治区；1972 年银南地区成立，盐

池县属银南地区；1998 年银南地区改为地级吴忠市，盐池县仍属之。

全县现辖花马池、大水坑、惠安堡、高沙窝 4 个镇，青山、王乐井、冯

记沟、麻黄山 4 个乡，97 个村民委员会、661 个村民小组，1 个街道办事

处，9 个社区；2010 年底总人口 14.7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13.2 万人，以回

族为主的少数民族 4267 人。

人文盐池。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历史，形成了盐池独特的多边

文化，既有隋明时期的长城墩堠，又有近代革命的历史遗迹；既有中原的

农耕文化，又有塞外的游牧文化；既有陕北的信天游，又有宁夏的“花

儿”、内蒙的草原文化，豪放、粗犷，憨厚、朴实，诚实、守信是盐池人的生

动写照。

红色盐池。盐池是革命老区。1936 年 6 月西征红军右路军 78 师解

放了盐池县城，建立了宁夏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成为陕甘宁边区的经

济中心、西北门户、前哨阵地和我党的干部培训基地、后勤保障基地。自

此，盐池成为陕甘宁边区的一部分，是宁夏解放最早的一个县。

生态盐池。1978 年被国家列为“三北”防护林体系重点县，2002 年率

先在全区实行封山禁牧，经过多年的修复与治理，全县林木覆盖度达到

30%，植被覆盖度达到 68%。2009 年被评为全国林业科技示范县和全区

林业生态建设先进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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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池县资源丰富。全县有可利用草原 835.4 万亩，耕地 133.3 万亩，

盛产糜、谷、荞麦、土豆、豌豆等优质小杂粮。地下、地上资源富集，特别

是煤炭、石油、石膏、白云岩、石灰石、风力、光热等资源丰富，目前探明

煤炭储量 82.5 亿吨，石油储量 4500 万吨，石膏 4.5 亿立方米，白云岩

3.2 亿立方米，石灰石 11 亿立方米，风能资源总储量约为 300 万千瓦，

年太阳总辐射在 5740 兆焦 / 平方米。另外，柠条、沙柳、蜂蜜、油料、食

盐等资源也非常丰富。

盐池是“中国滩羊之乡”。作为全国滩羊集中产区和宁夏畜牧业生

产重点县，2003 年被国务院特产委员会命名为“中国滩羊之乡”，2005

年成功注册“盐池滩羊”产地证明商标，此商标 2010 年被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商标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2010 年滩羊饲养量达到

210 万只，滩羊肉、二毛皮享誉海内外，以滩羊为主的畜牧业已成为盐

池的“一号产业”。

盐池是“中国甘草之乡”。境内分布的野生中药材有 130 多种，尤

以甘草、苦豆草为多，面积分别达到 235 万亩和 300 万亩。特别是所产

甘草因品质好、药用价值高，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1995 年被国务

院命名为“中国甘草之乡”,2009 年成功注册“盐池甘草”产地证明商标。

2010 年人工甘草种植累计面积达到 84.9 万亩。

盐池素有“中国长城博物馆”之称。境内有隋、明长城 4 道 250 余公

里，且保存较为完整的隋长城在全国已不多见。

盐池县基础设施完善。青银、盐中高速公路，盐兴高等级公路，

307、211 国道穿境而过，8 个乡镇全部修通柏油路；太中银铁路横穿县

境。乡村电话全部实现程控化，移动通讯覆盖全县，在全区率先实现



“户户通电”目标。全面实施县城“东改西移、北控南扩、一城三区”战略，基

础设施不断完善，城镇品位明显提高，综合载体功能进一步增强。

科教文卫事业繁荣进步。全县有各级各类学校 58 所，其中高级中学

1 所，职业中学 1 所，初级中学 7 所，在校学生 2.5 万人。现有图书馆 1 处，

藏书 5 万余册，文化市场经营网点 467 家，档案馆 1 处，馆藏 1928 年至今

的各类档案 6.8 万卷（件），做到了县有文化馆、乡有文化站、村有文化室、

组有文化体育中心户。三级医疗卫生网络得到加强，基本医疗服务水平

不断提高。

经济发展迅速。2010 年全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26.4 亿元，比上年增

长 14.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38 亿元，比上年增长 50.8%；县财政

一般预算收入达到 2.1 亿元，比上年增长 37.29%；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3551 元，年增长 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2639 元，增长

11.2%。

- 8 -



目 录

前 !!!!!!!!!!!!!!!!!!!!!!!!!!!!言 1

!!!!!!!!!!!!!!!!!!!!!!!!!!!!!序 2

凡 !!!!!!!!!!!!!!!!!!!!!!!!!!!!例 4

盐池县概 !!!!!!!!!!!!!!!!!!!!!!!!!述 5

《红 色 中 华》

西北线人民抗日红军胜利捷 !!!!!!!!!!!!!!!!!报 3

红军胜利统 !!!!!!!!!!!!!!!!!!!!!!!!计 4

苏维埃政府积极开发花定盐 !!!!!!!!!!!!!!!!!业 5

边白区群众拥护苏维 !!!!!!!!!!!!!!!!!!!!埃 7

加紧巩固新苏区 盐池民众组织赤卫军 积极进行肃反工 !!!!作 8

盐池人民剧社分社成立 !!!!!!!!!!!!!!!!!!!了 9

人民剧社巡回表演 !!!!!!!!!!!!!!!!!!!!!记 10

《新 中 华 报》

盐池近况与开发盐 !!!!!!!!!!!!!!!!!!!!!业 13

经济建设声中边区各地合作社运动发 !!!!!!!!!!!!!展 14

征收公粮计划已将完 !!!!!!!!!!!!!!!!!!!!成 15

募捐消息续 !!!!!!!!!!!!!!!!!!!!!!!!志 16

1- -



三边的抗战动员工 ---------------------作 17

盐池县曹县长撤 ----------------------职 18

全边区合作社捐助万余双手套毛 --------------袜 19

三个半月来冬学运动的总结（上 ----------------） 20

三个半月来冬学运动的总结（中 ----------------） 22

三个半月来冬学运动的总结（下 ----------------） 26

活跃的定盐地方武 ---------------------装 28

边区今年春耕的伟大收 -------------------获 30

边区今年春耕的伟大收获（续 -----------------） 33

边区今年春耕的伟大收获（续 -----------------） 36

三边分区保安队号召群众积极肃清残 ------------匪 38

盐池县食盐合作社启 --------------------事 38

盐池妇女活跃起来 ---------------------了 39

盐池城市工人募鞋慰劳当地爱国军 -------------人 40

开展教育工作 整理识字组夜 ---------------校 41

扩大新战士盐池一区成绩优 ----------------异 42

盐市商会慰劳新 ----------------------军 43

慰劳参议 -------------------------员 43

《解 放 日 报》

三边物产丰富 人民生活改 -----------------善 47

盐池产量激 ------------------------增 48

发动三月大竞 -----------------------赛 49

2-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