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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永和县委书记刁n 人占

永和县人民政府县长 才二 i 忏

编基志书旨在存史、资政、教化。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修志是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历史悠久，连绵不断。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 修

志在为党立言、为国存史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修志也是地方软实力的

象征，其对文化的影响力和对经济的推动力是长期的和不可低估的 O

近年来，永和县在转型跨越发展大潮中重新审视、研判、把握县情，

深入挖掘文化旅游资源优势，大力实施"文化引领，旅游兴县"战略，打

造沿黄河湾百里特色旅游经济带，进一步提升了永和红色文化内涵，彰

显九曲黄河风情，全面反映永和的自然生态、历史人文、经济社会等方

面的资源与成就，更好地发现永和、宣传永和、推介永和，以各种文化形

态展示永和之美，扩大永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红军东征永和纪念馆

志》的编篡就是上述理念的一个展现，这部资料翔实，内涵丰富，意义深

远的志书经过编篡人员两年多的努力，将红军东征这一重大史实比较

完整地呈示出来，其中凝聚了他们的饱满热情、辛勤耕耘与集体智慧 O

它的编慕成书，是永和在专志编修方面的大事、喜事、幸事。

红军东征永和纪念馆是一座反映红军东征抗日历程的专题纪念馆，主

题展览集中、全面、翔实地展示了党中央、毛主席于 1936 年 2 月至 5 月率领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在三晋大地东征抗日的丰功伟绩。 1936 年 2 月 20

日，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的率领下，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

名义渡河东征，开赴抗日前线，但遭到阎锡山部队的顽固抵抗。 红军同蒋、阎

军展开激战，在山西转战 50 余县、历时 75 夭。 为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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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五日红军回师陕北，史称"红军东征"。 红军东征这一伟大壮举，表明了中国

共产党的抗日决心，推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八路军开赴山

西抗击日军，建立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红军东征扭

转了中国革命的乾坤。

黄河在永和乾坤湾，不仅展示了她外在的自然之美，更释放了她内

在的精神之美。 来到黄河乾坤湾，我们更加容易理解正是黄河以她自强

不息、奋发图强的黄河精神，孕育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也是"艰苦奋斗、 审

时度势、英勇善战 、共赴国难"东征精神的最好诠释，红军东征永和纪念

馆就坐落在黄河乾坤湾不远的地方。 红军东征永和纪念馆自落成开放以

来，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下，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广泛征集东征文物，深入挖掘东征史料，不断完善陈列展示，开展

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纪念馆取得了很

好的社会效益。 红军东征纪念馆的建立，以纪念馆的形式反映我党我军

这一段光荣历史，逐步发展成为收藏红军东征文物史料、研究红军东征

历史的宝库，更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

今天，在永和关红军崖下，依然传颂着当年为掩护大部队回师西渡，12 名

红军战士弹尽呆在主色，纵身跳入黄河的悲壮事迹。 那时候，勤劳、善良、朴实、勇敢

的永和人民，为红军东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至今，在东~#锅中

的鼓舞下，永和人民在这块贫刷刷辟的土地上，仓IJ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业绩。 当

你来到永和境内的黄河岸畔，随处可见层层叠叠

护林工程，像一座座绿色的丰碑，那是永和人民为改善恶劣的生态和生存环境，

在黄河岸畔谱写的辉煌篇章。 在永和，黄河才青制井神中轧、民才族矢纠才青轩井神中轧、 东才征正叫才青切井神中与"艰苦创

业、元矛私A峰奉献、勇于拼搏

编史修志，出的是精神产品，要的是手社土会效益o ~红军东征永和纪念

馆志》的社会效益就是为永和现实服务，为当地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

业服务，这既是该志的编笨目的，也是它的必然归宿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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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

1 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客观记述红军

东征历史和永和纪念馆的建立、发展和变化。

2.本志上限为 1935 年，下限至 2015 年，与上下限紧密联系的相关

事项适当上溯或下延。

3 本志体例由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构成，以志为主，诸体

并用 O 图表根据需要集中采用或分附于各章节 O 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记

述。

4 .本志设章、节、目，横排分类，竖记史实，事以类从，纵横结合谋篇

布局 O 前列概述，后置附录。

5.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行文力求朴实、简洁、流畅、通俗易懂，

随文附图、表、照，以方便阅读和理解。

6.标点符号按 GB一2011 ~标点符号用法》执行，计量羊位名称与符

号遵循国家规定。 地名及单位名称首次出现用全称，需简化时用简称并

括注现用名称O

7.本志采用数字以县统计局数据为准。 统计部门缺失的，经考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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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有关部门数据。 其数字计量使用阿拉伯数字。

8 .本志史料来自各级档案馆和相关纪念馆以及正史、报刊 、专著 、 回

忆录、社会调查、会议记录等，文中一般不注明出处。

9. 人物收录分为两部分， 1937 年 7 月 7 日前参加革命的为红军，另

一部分为永和县早期参加革命的中共党员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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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遮

红军东征永和纪念馆，是一座反映中国工农红军东征抗日历程的专题纪念馆，

是为缅怀先辈，教育后人而设立的。 从 1971 年开始建馆，先后经过旧居整理、馆舍

初创、新馆建设、古庙修复、馆舍扩建等几个阶段，由当时简陋的一孔枕头窑，到现

在拥有 3 个展厅和 1 个廉政教育场所，开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革命传统教育

基地。

红军东征永和纪念馆集中、全面、翔实地展示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于 1936 年 2

月至 5 月率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在三晋大地东征抗日的壮举。 1936 年 2 月

20 日，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的率领下，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

义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但遭到阎锡山部队的顽固抵抗。 红军同蒋、阎军队展开

激战，在山西转战 50 余县，历时 75 天 。 为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于 5 月 5 日红

军回师陕北，史称"红军东征" 。

1935 年 10 月，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 陕北虽是陕甘苏

区红军的根据地，但恶劣的自然条件，面临的敌我态势，使根据地的巩固和红军的

发展受到限制，因而苏区发展方向和红军主力战略行动就成为党内亟待解决的重

大问题。 1935 年 12 月 17 日至 25 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 :红军的

部署和战略方针"应确定为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

之上，具体步骤即把红军的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到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

绥远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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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 1 月 28 日至 2 月 l 日 ， 中共中央军委在陕北延长县召开军事会议，

进一步研究了东征的行动路线和战略方针，部署了兵力，正式组成了"中国人民红

军抗日先锋军"由毛泽东任总政委，彭德怀任总司令，叶剑英任总参谋长，杨尚

昆任总政治部主任。先锋军总部下辖左中右三路大军 :右路军为林彪、聂荣臻率领

的红一军团 ;左路军为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十五军团 ; 中路军为刘志丹、宋任

穷领导的 28 军和黄河游击师。 2 月 17 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

会签发了《东征宣言~ o 2 月 1 8 日，东征红军在毛泽东率领下挺进陕北延川县，举

行了东征誓师大会，随即开赴黄河沿岸，准备进行东征抗日 。 2 月 20 日，毛泽东和

彭德怀正式下达了渡河命令。 是日晚 8 时 ，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从北起绥德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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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南至清涧河口 50 公里长的黄河沿线同时渡河 ， 突破阎军防线，进入山西，打响

了东征战役。

红军从 1936 年 2 月 20 日渡河东征到 5 月 5 日挥师陕北，历时 75 天 ， 转战山

西 50 余县 ，歼敌 7 个团，俘敌 4000 余人 ，扩大红军 8000 多名 筹集各种款项 30 多

万元 ;在中阳县和襄陵县成立了苏维埃临时政府，在永和、石楼、中阳、院、县的一些

乡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红军东征虽然暂时未能实现创建山西抗日根据地，东出河

北直接对日作战的目的，但在军事上沉重地打击了蒋、阎政权，保卫和巩固了陕甘

根据地;在政治上宣传了共产党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主张，发动群众 ，建立党的组

织，扩大了革命队伍。 更为重要的是红军东征为随后发生的西安事变，促成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

在永和，毛泽东亲自指挥了红军在山西的对敌斗争 ;在永和，成功运筹了周恩

来与张学良的延安谈判;在永和，作出了回师西渡的重大战略决策，将"渡河东

征，抗日反蒋"的方针，改变为"回师西渡，逼蒋抗日"的策略。 红军东征实现了红

军真正意义上的救亡图存，是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写

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并载入党和国家的史册。红军东征这一伟大壮举，表明了中

国共产党的抗日决心 ， 为八路军开赴山西抗击日军建立山西抗日根据地，创造了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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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年 2 月，毛泽东当年的警卫员贺清华、白海山来到上退干村的关帝庙，寻

找当时毛主席东征时住过的窑洞，认定关帝庙西侧两面有炕的枕头窑，就是毛泽东

与贺子珍东征时居住过的地方。 同年 5 月 21 日中国共产党临汾地区第一次代表

大会结束，次日即在毛泽东路居地上退干村召开了一届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决定将

上退干村更名为"东征村"。 中共临汾地委在毛泽东当年居住过的阁底乡上退干村

召开第一届全体委员会议后，开始着手建立"毛主席东征路居地"。 由于当时经济条

件限制，只对关帝庙内毛泽东居住过的窑洞进行了内外墙粉刷和简单的内部陈设。

从此，毛主席东征路居地以她特有的魅力，迎来一批又一批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从建馆开始，截止 2015 年，红军东征永和纪念馆先后接待游客 50 多万人次，接纳

各种捐款 280 多万元。

1977 年，为了纪念毛泽东领导的东征战役，经中共永和县委决定，在关帝庙西

侧北边建成砖混结构的 5 间瓦房设立了 60 平方米的展厅中央摆放石膏材质的

白色毛泽东塑像，墙上布置了红军东征路线图和部分采自延安革命纪念馆有关红

军东征的图片。 至此"永和县东征纪念馆"正式挂牌。

2005 年，经中共临汾市委批准，对永和县东征纪念馆进行了大规模重建，同时

本着"修旧如旧、保持原貌"的原则，对关帝庙的建筑也进行了修缮，于 2006 年 5 月

红军东征胜利 70 周年之际，隆重举行了"红军东征永和纪念馆"落成揭牌仪式。 当

覆盖毛泽东雕像的红布开启，只见乌云慢'憧散去，太阳渐渐露出笑脸，纪念馆上方

出现了异常神奇的霞光，在场的干部群众顿时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

2009 年，永和县委、县政府决定对红军东征永和纪念馆实施馆区扩建工程。 扩

建后的纪念馆占地 7200 平方米，展厅由一个增加到四个形成图片、文献、实物、历

史场景的立体展示，全面真实地再现了红军东征历史。 同年 12 月 26 日上午，在毛

泽东诞辰 116 周年之际，永和县举行纪念毛泽东诞辰暨红军东征永和纪念馆扩建

工程竣工仪式。 山西省 、临汾市、永和县的领导和当地干部群众、学生代表 1000 多

人参加了纪念活动和竣工剪彩。 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题写了

"红军东征永和纪念馆"馆名 。 "艰苦奋斗、审时度势、英勇善战、共赴国难"的东征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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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不断鼓舞着一代又一代勤劳勇敢的永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前进。

目前，红军东征永和纪念馆共有各类藏品 460 余件，各种资料 140 余套，历史

图片 250 多张，其中珍贵革命文物 6 件，它们是红军东征时期总部机关首长使用过

的竹制米盛(南方整节竹子削制)1个，德八望远镜 1 个，铜材木炭取暖手炉 1 台，俄

制合金材质酒具 1 套，大象皮制带公文包的马鞍 l 副，以及重机枪 1 挺。 近年来，红

军东征永和纪念馆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成为山西乃至全国著名的红色旅

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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