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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１　　　　

序　 一

吴胜德

　　 《延长县军事志》是延长第一部纵贯古今、门类齐全的军事专业志书，
是社会主义时期的第一代新方志。它的编修出版，为我县志书宝库增添了新

的门类和珍贵的精神财富，对我们认识和了解延长的军事历史，促进延长政

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可喜可贺。
延长是革命老区，是中国共产党率领人民军队推翻反动统治的根据地，

也是延安精神的发祥地。在革命战争时期，无数延长儿女前仆后继，为解放

事业浴血奋战，６００多人为国捐躯，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建立了不

朽的功勋，永远值得我们铭记。这部志书系统、全面、科学地汇集了本县军

事方面及与军事密切相关的情况和资料，认真研究和客观反映了本县两千多

年来的军事历史，是一件造福后代的文化建设事业。
《延长县军事志》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追溯渊源，秉笔直书，详

今略古，继承创新，不但记述了两千多年来延长军事活动的发展历程和军事

斗争的内容特点，记述了延长人民反抗统治阶级剥削压迫，反抗外敌入侵的

壮烈斗争，而且突出记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延长人民为夺取革命战争胜

利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军队和广大民兵在维

护国家统一、维护社会稳定、保卫国家安全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记述了人

民军队继承和发扬光荣传统，在拥政爱民、参加延长经济建设方面的不朽业

绩。它的出版发行，是我县在民兵预备役工作上又一重大成果，必将发挥

“资治、教化、启迪、借鉴、存史”的功用，为部队和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丰富生动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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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目前，和平与

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但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肆意横行，单边主义恶性

膨胀，局部冲突不断，国际恐怖主义活动频繁，这些都对世界和平构成严重

威胁，也对我们国家的安全稳定提出了严峻挑战。我们在加快经济建设的同

时，更要增强忧患意识，强化国防观念，做到居安思危，常备不懈。我们一

定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关于 “军队要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

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

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的重

要指示，忠实履行历史使命，铸牢军魂，听从指挥，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
紧跟发展形势，积极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努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延长县军事志》凝聚了众多人的心血，编纂人员以强烈的使命意识和

无私的奉献精神，殚精竭虑，勤奋笔耕，在编纂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和科学态度，存真求实，改革创新，做到了观点正确、内容全面、结构严

谨、资料翔实、事实准确、记述有据，达到了思想性、科学性、时代性、地

方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值此，我谨向参加编纂出版军事志付出辛勤劳动的同

志，表示深切的感谢。同时也希望这本志书对研究、了解延长军事历史、推

进延长民兵预备役建设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中 共 延 长 县 县 委 书 记

延长县人民武装部党委第一书记
　

烄

烆

烌

烎
吴胜德

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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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周洪池　吴诗文

　　 《延长县军事志》历时三年，数易其稿，终成此书。它的出版，填补了

延长县军事志书的空白，是延长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对繁荣延长

县文化事业的历史性重大贡献。
延长，是革命老区，是中国工农红军召开东征会议的地方，是中国石油

工业的发祥地。它在中国革命事业的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这块

２０００多平方公里的热土上，延长儿女在民族危难之时，舍小家为国家，参

军参战，奔赴战场。延长籍的老红军、老八路、老干部遍布全国各地，为共

和国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延长人民继承和发扬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的延安精神，励精图治、奋发图强，迅速恢复了战争的创伤，经济发展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境内石油工业发展迅速，林果产业遍布乡村， “三通”
全面实现，财政收入逐年增加，人民群众生活明显改善。人民武装事业和预

备役建设也得到蓬勃发展，驻延部队积极投身延长县改革发展之中，谱写了

一曲又一曲新时期军爱民、民拥军的壮丽凯歌。今日之延长，政通人和，百

业俱兴，社会安定团结，人民安居乐业。
《延长县军事志》是一部全面反映延长域内军事历史的专志，是了解延

长、热爱延长、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本好教材。在编纂过

程中，全体编审人员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科学态度，重点突出

地方特色，真实地反映了延长县境内有史以来至２００５年这一历史阶段的军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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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活动及历史现状。
延长县人民武装部在组织编纂 《延长县军事志》的过程中，中共延长县

委、县政府对志书编纂出版工作非常重视，专门成立了编纂委员会进行精心

策划，严密组织，县级有关单位也为志书的编纂提供了大量的文史资料和图

片。延安军分区军事志领导小组办公室对 《延长县军事志》认真评审，多次

提出十分宝贵的修改意见，编纂人员辛勤笔耕，学者、专家热情帮助，对志

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特向付出辛勤劳动的各级领导和同志们表

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周洪池　延长县人民武装部部长）
（吴诗文　延长县人民武装部政委）

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５日



凡　　例 １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从实际出

发，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上限为军事活动事物发端，下限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遵循详今略

古、详近略远的原则，重点记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诞生以后的军事

活动。为了保证记述内容的完整性，个别事件延伸至事物终端。
三、本志为章、节、目结构，体裁以志为主，记、传、图、表、录、照

并用，力求图文并茂，相互印证。
四、本志记述范围以２００５年延长县行政区划内的军事活动为主。由于

历代军事活动涉及周边各县，因此，在恪守地域界限的同时，又适当考虑所

记述内容的完整性，对历史上曾属延长县管辖后又划出地域的军事活动，则

摘要记述。
五、纪年、地名、职官沿用历史习惯。历代纪年、农历记时用汉字表

述，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表述。１９３５年当地解放，使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部队番号、分队序号等，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军各方面

军、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解放战争时期的野战军外，均用阿拉

伯数字。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计量单位采用历史旧制，中华人民共和

国时期采用新制。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１９９１年版 《延长县志》，县人民武装部、县民政

局、县统计局、县档案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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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１　　　　

概　　述

延长县位于陕西省延安市东部，地处东经１０９°３３′４″～１１０°２９′４３″、北纬

３６°１３′３７″～３６°４５′２０″之间。北靠延川，西接宝塔区，南邻宜川，东临黄河，
与山西省大宁、永和县相望。全县东西长７２９公里，南北宽５５０５公里，
总面积２３６８７３平方公里。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南北高，中间低，呈谷

峰型，为陕北高原丘陵沟壑区。海拔高度为４７０６～１３９１米，境内河流主要

有黄河、延河。气候为高原大陆性季风气候，春季干旱多风，夏秋温凉多

雨，年平 均 气 温１０４℃，年 平 均 降 水 量５６５７毫 米。矿 产 主 要 有 石 油。

２００５年全县辖６镇６乡，２８８个行政村，７７２个自然村。总人口１４３６２３人。
秦始皇帝元年 （前２２１），秦统一中国，始置高奴县。后改平利、广安、

延安，境 内 曾 设 义 乡、齐 明、门 山 等 县，几 度 变 迁。唐 代 宗 广 德 二 年

（７６４），因延水纵贯全境流入黄河，始改称延长县，沿用至今。延长辖地，
历代置撤分合，辖地多变。今延长县所辖是在明、清延长县辖区基础上将宜

川县安仁里、平安里、平乐里、丰庆里并入分出甘谷驿之后形成的。
延长人民群众革命斗争历史悠久。明思宗崇祯十年 （１６３７），农民起义

军一字王过天星 （惠登相）攻克县城，杀知县、教谕，延民支持响应。民国

二年（１９１３），临镇马朝义为反抗暴政，聚集山东入延难民和当地贫苦百姓，揭
竿而起，组织农民起义军围攻县城，使官绅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延长群众革命斗争，汹涌澎湃，如火如荼。
民国十六年 （１９２７），延长第一高小党支部利用暑假组织党员下乡，组

织农民协会，发展农村党员，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同年１０月１４日，由唐

澍、谢子长领导的清涧起义部队先锋连，首次解放延长。民国二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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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２）春，共产党员谭生彬、高永光、史文章等在青黄不接、群众生活困

难之际，组织群众万余名，由积极分子刘生兴、卫升、高如华、焦生彦等带

领围城，抗粮抗款。围城１０多天，迫使反动政府应允群众请求，缓减粮款。
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成立延长游击队，带领群众同官绅斗争，拔除反动据点。

１９３５年５月３０日，延长游击队配合刘志丹率领的陕北红军主力第二次

解放延长县城，建立红色政权。延长游击队编入红军主力部队，转战陕甘宁

边区。延长成为革命圣地延安的东大门，红色政权的中心县份。在县苏维埃

政府的领导下，成立了县军事部，办理扩充红军，组织农民运动，开展兵运

工作，发动武装起义，各区乡先后组建游击队、自卫军、赤卫大队、少先

队，投入保卫边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的第二次 “围剿”。

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８日，毛泽东主席率东征红军总部机关从瓦窑堡 （今子长县

城）出发，到达延长县城。３１日召开了延长军事工作会议，建立了 “中国

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部署了东征的战略方针和渡河行军路线。
抗日战争时期，延长县有大批热血青年奔赴抗日前线，英勇杀敌。县保

安大队组织广大游击队和赤卫军开展了大生产运动、锄奸运动。１９４２年全

县开荒２０７万亩，收获粮食３７万石，棉花３０５６万斤。１９４３年产石油

１２７９吨，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保卫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根据地作出了

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中，延长县和固临县有１６６５名青年自愿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１９４７年胡宗南侵犯延长，县保安大队组织地方担架队、运输队，筹集粮款

实物，支援前方作战。１９４８年２月１７日，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在七里

村佛古原召开旅以上干部重要军事会议，部署宜瓦战役。宜瓦战役的胜利，
是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从土地革命至全国解

放，延长先后有６００多名英雄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夺取革命的胜利，
巩固人民政权，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逐步由战争年代转入

和平建设时期。１９５１年３月，县武装科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延长县人民武

装部。同年５月，开始健全民兵制度。１９５２年１２月，中央军委颁布了 《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兵组织暂行条例》，根据暂行条例对民兵组织进行了整顿，
在坚持自愿的原则下，发展和壮大民兵队伍，并建立了一年一次的出入队制

度。１９５５年２月１５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正式颁布，全县对应征

公民 （１８～２０岁男性公民）进行登记。１９５８年８月，毛泽东主席发出了

“大办民兵师”的号召，中共中央作出了 《关于民兵问题的决议》，全县迅速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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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了 “大办民兵师”、实行 “全民皆兵”的高潮，年底全县民兵组建１个

师，１２个团，５６个营，基干民兵９４１２人，普通民兵８８３６人。１９８１年５
月，根据上级指示，将民兵个人保管的武器，统一集中收缴到人民公社保

管。１９８９年，各乡镇保管的武器，统一集中到县人民武装部保管。

１９８６年５月，县人民武装部改归地方建制。１９８７年１１月，延长县人民

武装部根据延安地委和延安军分区关于建设民兵训练基地的安排意见，组织

全县民兵积极开展以劳养武活动，投资６万元建立民兵训练基地。１９９２～
１９９５年，县人民武装部组织民兵在安沟童儿湾流域，治理荒山、荒坡３３６
万亩，创办了民兵训练基地和园艺场。１９９３～２００１年，县人民武装部组织

安河乡、罗子山乡、南河沟乡２４个行政村的２０００余民兵奋战８年，建成长

达４４公里，占地１７００公顷的黄河护岸绿色长廊。

１９９６年４月，延长县人民武装部收归军队建制。县人民武装部和驻境

部队，在上级军事领导机关及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致力于地方军事工

作，继承和发扬党管武装和 “双拥”共建的优良传统，把 “养兵” “练兵”
“用兵”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入开展 “爱中华、奔小康、强国防”的国防教

育系列活动，严格进行军事训练，积极投入经济建设，不断加强国防后备力

量的建设，培养锤炼出一支生产力、战斗力强的过硬队伍。１９９６年，延长

县人民武装部被共青团中央、林业部授予 “治黄二期工程先进指挥部”光荣

称号，被延安军分区表彰为以劳养武先进单位。在构建和谐社会、创建美好

延长的进程中，充分发挥了骨干带头作用。

１９９８～２００５年，延长县人民武装部组织民兵参加各项工程建设，先后

有４万多人次参加了 “三通”（通路、通电、通邮）建设，有５２万人参加

了延长县小流域治理工程，共新修 “四田”２６４万亩，建成１４个万亩林

带，１４个千亩林场，８５６个百亩果园。县人民武装部共建扶贫点２５个，培

养科技示范户５０３个，先后帮助１０００余名群众脱贫致富。全县涌现出２９５
个种植专业户，１０３６名民兵被县乡评为 “文明户”。基层乡镇人民武装部实

施了 “一部一村”扶贫攻坚工程。
在新的历史时期，延长县人民武装部、驻军和广大民兵预备役人员，以

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理论，以及江泽民、胡锦涛关于军

队建设的一系列指示为指导，认真贯彻 “质量建军、科技强军”的方针，立

足未来战争的需要，深入开展军事理论研究和科技练兵活动，进一步提高驻

军和民兵预备役人员的素质，全面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为延长县的经济

建设、社会发展和稳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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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秦　汉

秦时置高奴县，辖今延长全境，治所在今延安东北延河北岸，隶上郡。
汉高帝元年 （前２０６）二月，项羽封董翳为翟王，都高奴 （今延安城东

尹家沟）。八月，汉灭翟，复置上郡，辖高奴县。

南北朝

北魏太武帝神 四年 （４３１），魏灭夏。置广安县，属北华州敷城郡。
西魏废帝元年 （５５２），在邱头原设广安县治。将广安县分为广安、义乡

二县，属延州文安郡。
北周武帝建德六年 （５７７），分云岩、汾川二县地置门山县，属丹州乐川

郡，治所在今门山村南６里。

隋　唐

隋文帝开皇二年 （５８２），广安县治迁至谭信原。
隋文帝仁寿元年 （６０１），为避太子杨广名讳，广安县更名延安县。
隋炀帝大业元年 （６０５），义乡县并入延安县；撤销门山县，辖地划归延

安郡汾川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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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祖武德二年 （６１９），县内兼设北连州，增置义乡、齐明二县。
唐太宗贞观二年 （６２８），撤销北连州及义乡、齐明二县，并入延安县，

改属延州。
唐高宗总章二年 （６６９），门山县治迁址库利川 （今宜川县云岩川）。
唐代宗广德二年 （７６４），取延水长流入黄河之意，始改延安县为延长

县，隶延州。门山县治复迁门山村。

五代十国

后梁太祖开平三年 （９０９），后梁军队破延州，延州境尽属后梁。延长隶

忠义军。
后唐明宗天成三年 （９２８），遭大水，县城北移１００余步。

金　元

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 （１１８６），知县董成务筑延长县城。
元世祖至元六年 （１２６９），撤销门山县，辖地并入宜川县。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 （１２８６），延安置屯田总管府。延长境内驻屯蒙古

军队，今郭旗乡所辖郭旗、丁旗、徐旗、陈旗、王仓等自然村，皆因当时屯

军，按蒙古族习俗得名。
元脱列伯令参政何远，筑土城 （今县城北寨山）以屯兵。明末义军克，

毁寨。

明　清

明孝宗弘治九年 （１４９６），知县王绅重筑县城。周４里２４４步，北倚高

奴山 （寨山），半筑山顶，东南西临延水及西河沟为池，高２丈２尺，宽８
尺；土身砖垛，东拱极门，西保障门，南水门，北门壅。

明嘉靖二年 （１５２３），知县张旭阳增建石城。易土以石，地势平坦，咸

甃石高丈八尺，厚丈余，水门一座，石筑之。
明思宗崇祯十年 （１６３７）六月初二，农民起义军一字王过天星 （惠登

相）入境，攻克城池，杀知县、教谕，放火焚城，１０日不熄。初六，明军

至，义军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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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世祖顺治六年 （１６４９），延绥守将王永强起兵反清，连克延安、榆林

１９州县。三月，王永强率兵北下攻克延长县城，知县褚振声离去。
清世祖顺治七年 （１６５０），宜川李凉凉、铁棍儿聚众起义，占领宜川地

方大半，延及延长今境东四乡，后遭清军围击失败。
清圣祖康熙十四年 （１６７５）四月十八日，朱龙、李师膺兵变，攻克县

城。六月二十五日，遭太原将军毕克力图镇压。
清穆宗同治六年 （１８６７），回民起义军由临镇入延长，克城破寨，杀延

长知县宋良。十月中旬夜至肖吉，十一月冰桥合，东渡黄河。
清穆宗同治七年 （１８６８），回民起义军袁大魁部八月夜至肖吉。十月，

焚烧张阳村娘娘庙及民房３０余间。腊月二十三日，攻宝塔寨未克，互有伤

亡。
清穆宗同治八年 （１８６９）二月初三，回民起义军袁大魁部烧张阳村南岭

寨，烧死男女７１人；又烧开吕家坡寨。
清穆宗同治十年 （１８７１）二月初三夜，后九天聚众破曲木寨。四月十五

日夜破门山寨。五月初五夜克高山寨。
清穆宗同治十一年 （１８７２）正月，团总古维世率众攻陷后九天山寨，聚

众遂散。
清德宗光绪三十年 （１９０４）十一月，朝廷准奏，拨地方官银８１万两，

委候补道洪寅为总办，探采石油。次年创建延长石油官矿局。并拨陕北防营

陆军库银２万两，由兵工分段赶修耀县至延长驿道。

中华民国

民国二年 （１９１３）
六月三十日，临镇农民起义军１０００余人，围攻延长县城，强攻一日，

未克，伤亡４０余人，２０余人被追捕，４人被杀。
是年，县公署通过地方绅士创办民团，知事张韬权任团长。
是年，知事张韬权委派郑肯堂筹款补修倒塌的城墙、雉堞，重修堆房

３０余间。
民国四年 （１９１５）
十二月，土匪郭金榜、徐老幺率匪３００余人，陷白家河，枪杀３０余人。
民国五年 （１９１６）
夏，土匪攻陷石可岸，掳掠一空，伤人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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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六年 （１９１７）
五月十日，平安、平乐二里 （今雷赤、南河沟、安河、罗子山乡）遭悍

匪李青兰、樊醒民率２００余人抢掠，乡民争奔岭儿寨，匪攻数日失利后撤

走。
民国十年 （１９２１）
是年，团总黑宪章在后九天修寨驻扎团局。
民国十四年 （１９２５）
下半年，延长县第一高级小学师生在校长朱幼康、教师董耀卿的领导下

集会游行，声援省港大罢工。
民国十五年 （１９２６）
秋，陕西省第四中学 （校址延安）学生、共产党员阎志道、孙世英回到

宜川第二高级小学 （校址狼神山）任教，传播马列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思

想，秘密组建党、团组织。先后在农村建立五个党团小组。
民国十六年 （１９２７）
一月，南河沟农民顾秉成等人为首，在狗头山成立红学会 （红枪会），

与反动政府和地方豪绅展开斗争。
夏，狼神山党支部组织师生到农村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组织农民协会，

利用安河逢集日，举行反剥削游行大会。
十月十二日，谢子长、李象九率领清涧起义军南下，１４日到延长，在

延长县党支部的配合下，消灭国民党县城驻军，延长第一次解放。
民国十七年 （１９２８）
秋，国民革命军第２集团军第１０军 （杨虎城部）第２师第３旅旅长黑

宪章不满蒋介石对杨部的缩编，愤而返里。
民国十八年 （１９２９）
六月，黑宪章在宜川组织党义训练班，反对冯玉祥部马腾蛟旅乱摊粮

款，被国民党陕西警备区区长武天祯诱捕。城乡绅民震怒，集结各乡民团昼

夜围城营救，谢子长参与营救的组织指挥工作，攻城未克，黑宪章被枪杀于

宜川。
民国十九年 （１９３０）
六月，高双成部包围后九天山寨，后九天杨庚午武装２００余人被迫接受

改编。
是年，全县六区派兵抓丁２００余人组成民团。
民国二十年 （１９３１）
是年，县民团改称保卫团，县长出任团总，地方绅士李铭武任副团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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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一年 （１９３２）
春，宜川六区 （今安河、罗子山乡）中共组织开展第一次抗粮抗款运

动，发动农民参加围城斗争。
四至六月，延川县游击队 （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转战延

长。六月三日，在安沟乡二圪台村遭延长县民团偷袭。
三月，中共延长县党组织发动万余群众参加抗粮抗款围城斗争。赢得

“粮款缓交，释放被捕农民，惩办打人凶手”的胜利。
秋，中共党员刘丰功、冯毓灵、阎忠等，在安河、罗子山一带组织农民

武装第二次抗粮抗款。
十月二十八日夜，刘丰功、冯毓灵带人策应，阎忠只身潜入国民党安河

区公所收缴枪支１２支。当晚奔袭狼神山收缴民团枪支，拂晓又在古渡甸收

缴保安县警察局局长冯定国所带的冲锋枪、驳壳枪各一支。用缴获的武器装

备起一支２０多人的队伍。定名为抗粮抗款武装队。因未联系上陕北红军，
遭国民党军袭击，民国二十二年 （１９３３）二月失败。

民国二十二年 （１９３３）
十月，抗粮抗款武装队中的叛徒秦振邦勾结民团，以卖子弹为名，在从

座村诱捕阎忠，押至延安，被高双成部枪杀。
民国二十三年 （１９３４）
秋，交口南河村建立延长县第一支赤卫军。
是年，延长始修公路，在原马车道的基础上拓宽填平。

１９３５年

４月，东区工作委员会在雷多村成立赤川县临时革命委员会。

５月１９日，宜川县北部地区获得解放，在杨家圪塔村成立宜川县六区

革命委员会。

５月２８日，红军陕北游击队第９支队在延长成立，８月改为宜川独立

营。

５月３０日，刘志丹率红军主力，包围县城，激战三个小时，全歼国民

党守军第８４师骑兵连、民团、矿警队，毙伤俘虏近５００人，生擒国民党军

连长汪镜河和县长董公绶等，延长县城第二次获得解放。

６月２日，延长县城召开群众大会，庆祝延长县城解放和纪念 “五卅运

动”。刘志丹到会讲话。会后处决国民党延长县县长董公绶及承审科科长黄

某。

６月，延长一区游击队和延川游击队在甘谷驿 （今属宝塔区）合编为陕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