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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军事

县域东依桥山，西临泾河，北襟陇东粮仓，南拥关中沃野，塬川兼有，沟壑纵横。历久

以来，地理位置重要。明嘉靖《庆阳府志》称县域“原阜环拥，涧沟萦绕”，明《真宁旧志》

称“龙从横岭而来，河自分水而下，势据上游，险阻可恃”。战国时嬲，秦国与义渠戎、魏

国反复交战，魏国在县境内修筑魏长城。秦统一后，于始皇三十五年(前244)令大将军蒙

恬修筑直道，并在雕岭关设秦一号兵站，屯驻兵马。汉高祖二年(前205)。汉将郦商军于县

境败雍王章邯别将苏驵、周类。明初，设雕岭关巡检司。明末，李自成起义军和明军多次在

县境交战。清康熙初年陕甘分省后，正宁成为陇、秦出入门户。同治年闯，清军与回民反清

武装在正宁持续作战8年。民国早中期，中国共产党在正宁开展革命活动，创建革命武装，

建立革命政权。26年(1937)起，新正县成为陕甘宁边区的一部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

期，新正县人民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巨大贡献。新中国建立后，

正宁人民发扬拥军传统，开展军民共建，为保一方平安，继续奉献力量和智慧。
’

历代机构

第一节机构

秦、汉，设县尉。西魏，设泥阳、惠涉二护军，后废，置显州，设都尉，统领州兵。

隋，设县尉、兵曹。唐，设县尉、司兵。宋、金，设县尉，并在重要地区设巡检。元，有

尉、巡检各l员。明代，设兵房(六房之一)；置巡检1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裁撤。

清，有武职把总l员。

民国时期的机构

民国初，正宁县行政公署设兵房，管理军事。33年(1944)，成立正宁县军事科，设

科长1人，科员2人。38年(1949)，增设办事员2人。

陕甘边区及陕甘宁边区时期，先后成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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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村塬赤卫军总指挥部21年(1932)3月在湫头新庄子成立，总指挥杜兴邦，副总

指挥巩世信、张进选、邢进有。赤卫军共计六七百人，任务是配合陕甘游击队打土豪。在

各村设有队长，组成人数不等。8月后解散。

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第三路总指挥部23年(1934)1月成立，11月改称陕甘边区南

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次年7月，移驻三嘉后坡白沟村，冬季撤销。总指挥先后为张明吾、王

安民、陈国栋，政委先后为黄子文、张仲良、张邦英。先后辖宁县、正宁、平子、赤水、淳

耀、鄢甘、中宜、底庙8支游击队及九支队、特务队、回民支队，共500余人。

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军事部23年(1934)9月成立于陕西省宜君县小石崖。次年

7月，移驻三嘉白沟村；10月，改称陕甘边南区苏维埃政府军事部。25年(1936)1月．

改称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军事部，移驻南邑村。黄春圃(江华)、陈国栋先后任军事部部长。

先后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永红县军事部。

新正县军事部24年(1935)8月，成立新正县革命委员会军事部，部长张占英。次

年1月，改称新正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部长张占英。

关中特区司令部25年(1936)1月成立于南邑村，司令员江华，政委贾拓夫，副司

令员陈国栋。5月，关中特区司令部撤离，成立关中红军司令部，司令员江华，政委贾拓

夫，政治部主任张邦英。12月，复于新正县马家堡成立关中特区司令部，张仲良、金道松

分任正、副司令员，习仲勋兼政委。次年lo月，改称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30年(1941)

10月，警一旅移防关中分区。张仲良、文年生先后任司令员，习仲勋、张德生先后兼政委。

次年12月，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改称关中警备区司令部，文年生、王世泰历任司令员，张

德生兼政委，汪锋、王近山、杨拯民先后任副司令，晏福生、徐立清先后任副政委。34年

(1945)8月，改称关中军分区，高锦纯、陈国栋历任司令员，张德生(兼)、高锦纯(兼)、

赵伯平、杨伯伦(代)历任政委，汪锋、杨拯民、陈国栋、黄子祥历任副司令员，牛书申、

杨伯伦历任副政委。关中特区司令部(关中红军司令部、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关中警备

区司令部、关中军分区)先后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永红县及中心区军事部。

新正县武装科26年(1937)8月，由新正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改称。科长杨学森。

次年7月，新正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关中分区专员公署合署办公，未设武装科。30年(1941)

7月，新正县抗日民主政府分署办公，设武装科，王凤鸣、李振武、王凤鸣先后任科长。

34年(1945)lO月，改称瓶正县人民政府武装科，驻阳坡头。38年(1949)6月，改称新

正县人民政府武装科，迁至岭上(永正)。

新中国建立后的机构

正宁县武装科1949年7月至1951年6月，设县武装科，科长赵德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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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宁县人民武装部 1951年6月，县武装科改称正宁县人民武装部，部长郑柱国，政

委罗金财(兼)。次年6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甘肃省正宁县人民武装部，机关设军事股、

政治股。部长郑柱国，政委罗金财(兼)。1954年lO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甘肃省正宁

县兵役局，属丁等二级县甲种兵役局，机关设组织科、征集科、民兵科，编制14人。局长

先后为郑柱国、张耀炽、蔡润来，政委为罗金财(兼)、肖登俊(兼)、张义阁(兼)。1958

年12月，县域并入宁县，正宁县兵役局撤销。次年3月，兵役局改称人民武装部，升为团

级，设军事科、政治科。1962年1月，恢复正宁县建制。同时恢复中国人民解放军甘肃省

正宁县人民武装部，隶属庆阳军分区。1968年3月，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宁县公法检军

事管制委员会，代行公安、法院、检察院的职权，次年12月撤。1979年2月起，设第一

政委，由县委书记兼任。1980年，设政工、组训、后勤3个科。1982年，撤销所属各科。

次年5月，恢复政工科、后勤科，设立军事科。1986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宁县人民

武装部改归地方建制，称甘肃省正宁县人民武装部，副县级，撤后勤科，设办公室。此后，

不再设第一政委。机关设办公室、政工科、军事科。1996年4月起，甘肃省正宁县人民武

装部收归军队建制，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甘肃省正宁县人民武装部，正团级，撤办公室，

设后勤科。
·

表31—1—1 1949年10月至2006年底正宁县军事机构负责人名录

部长(科长、局长) 副部长 第一政委 政委 副政委

赵德荣(1949．1¨
1951．6)

郑柱国(1951．6--- 罗金财(兼。1951．卜
1955．3) 1954．J 1)

张耀炽(1955．4一 肖登俊(兼，1954。11 任峰华(1954．1卜
1957，12) 一1958．7) 1958．12)

蔡润来(1958．1一 张义阁(兼，1958．8—
1958．12) 1958．12)

汪洋海(1962．1一 徐胜杰(1967．4一 李安滋(兼，1962．4- 王富荣(1962。1一
1964．2) 1969．9) 1966．5) 1965．8)

罗福生(1964．3一 鱼勤学(1968．8--- 马光远(1964．12一
1970．7) 1975．12) 1970．3)

张桂枝(1970．8-- 吴光荣(1970．1-- 马光远(1970．3-- 张治忠(1971．7一
1980．8) 1980．5) 1970．il) 1975．12)

王宗源(1974．8_ 金海潮(1970．1I— 马振宗(1974．2-
1975．11) 1978．5) 19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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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部长(祷长、局长) 截部长 第一政委 政委 烈政委

李光献(1978．6— 罗士杰(兼，1979．卜 张希琏(1978．8-- 郝志杰(1975．5一
1981．6) 1980．9) 1981．3) 1977．9)

李志成(1981．4-- 李和(1983．8_ 陡志学(兼，1980．旷 马振宗(1981．4一 何生有(1975．5一
1986．2) 1986．5) 1983．6) 1983．6) 1979．2)

李天样(1986．2一 雷玉民(1994．7— 张新民(兼，1983，12一 杜伟杰(1983，铲 马耀春(1981．3—
1990．2) 1997名) 1985．tO) 1989．10) 1983．9)

张来民(1990．2_ 王建仓(1995．4— 李文禄(兼1985．1l一 李天祥(1990．卜
1992．12) 1999．6) 1986．5) 1995．3)

戴万普(1992．12— 赵炳清(1999．8"--
褚洪江(1995．4’一

1997．5)
1995．3) 200i．5)

张向明(1995．4_ 李天仁(2001．6--- 雷玉民(1997．卜
1997．3) 2003．1) 1999．6>

李益民(1997．卜 朱旭(2003．4-- 阎永利(1999．卜
2001．4) 2003．12) 2001．4)

高存章(2001．4- 李天仁(2004．1l一 王振海(2001．4—
2005．3) 2005．3) 2005．3)

李天f(2005．3-- 牛建军(2005．3— 戎清举(2005．3—
2006．12) 2006．12) 2006。12)

城池

第二节设施

驰武城周显王十七年(前352)，秦国打败魏国，在魏长城边修筑驰武城，驻军镇守，

称秦驰武城。秦二世矫诏派使者在此城药杀蒙恬。西汉，在驰武城置阳周县，故又称阳周

故城。清乾隆《正宁县志》载“阳周故城在县(罗川)北三十里”o据考证，旧址在今永正

乡的王家庄。

罗川城 自西汉始，罗川为三水县治，后县名多次变更，但至民国18年(1929)，均

为县治，城垣始筑无考。元至正六年(1346)，由守御枢密院副使张天福征集民夫，重修县

治城垣。在原基上用黄土夯筑，高三丈四尺，长三百九十五丈一尺，根厚四丈，顶厚二丈，

池深一丈。东西二门，石条青砖砌成，分别称“朝阳”、“永春”o城门双扇，铁片包就。

明天启五年(1625)，知县阎鼠脉开小南门以泄水，并补修城垣。崇祯七年(1634)，知县

安如嵩创开南门，日“安庆”；十三年(1640)，知县郭之麟增修。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

知县诸为霖于城南山坡下开浚泄水道，东水归南岸，于北岸筑堤，东西长一百二十丈，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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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丈余，以护城身。城墙现仅留一残段。

山河城明隆庆元年(1567)筑城，高三丈，东西长六十丈五尺，南北宽四十丈七尺，

池深一丈，开有东、西--．j,-]。明崇祯十三年(1640)，为防范李自成军来攻，真宁知县郭之

麟征集民力加厚加固城墙，经年完成。清同治十年(1871)，对城墙进行维修。民国13年

(1924)，以工代赈再次维修城墙，并沿北沟畔修筑道路，设lf]名北极门。18年(1929)，

加高城墙约0．7米，在城东北、西北及东、西门上建哨楼4所。次年，县治搬迁山河城，

县长张文明征集民夫维修城垣，在城外修筑外壕，并增设-'t'-J，改东关为东雄关，西关为

西平关。29年(1940)，又加高城墙l米。现无存。

平予城始筑无考。清乾隆二十八年(1 763)对，城高二丈一尺，东西长二十八丈，’

南北长三十六丈五尺，池深一丈，东南北三门。

湫头城始筑无考。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时，城高三丈五尺，东西长五十丈五尺，

南北长三十二丈七尺，池深一丈，东西二1'-1。现无存。

宫河王姓土城明中期，为防蒙古人扰掠，王姓居民在集场之北筑土城1座，土城西、

北、东三面临沟，南仅有～径通向集场。土城易守难攻，后城毁无遗。

宫河土城清末辛亥年(191 1)，宫河镇富商大户为防兵劫，出资募集民众在街区经年

筑成。略呈长方形，南北二门，城门未砌砖。城墙1960年代犹存，后被夷毁。

永和土城民国24年(1935)，东北军“围剿”陕甘边区，进驻本县后，在永和镇筑

成。占地26668平方米，城高二丈余，顶宽五尺。建国后被夷毁。

战国魏长城

周安王二年(前400)，魏国在县境内修筑长城“界戎”。长城以东，为魏国上郡之地，

以西为义渠戎国领地。清乾隆《正宁县志》中列举县域地名中有长城里、东长城、西长城、

长城塬，证明县境内确有战国魏长城。《大清～统志·庆阳府志》载：“长城在正宁县东六

十里。”清乾隆《庆阳府志》云：“长城，在正宁县东二十里。”清乾隆《正宁县志》云：“长

城在县东七十里。”说明长城在县境的走向与不同的地点。据学者张耀民考证，战国魏“界

戎”长城，从陕西境人县域前马塬，沿沟壑西北上行，经湫头乡长城塬、永和镇堡巷塬，

过四郎河，经永正乡岭儿上，又过泥谷水(无日天沟上游的纥拉沟)，人宁县。其修筑是依

自然地形，或河旁，或沟边，以堑削和筑墩台为主，夯筑者很少见。秦统一中国后，长城

被平毁。今前马塬尚有长城遗址可寻。

秦直道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抵御匈奴南侵，加强咸阳与河套地区的联系，派大将蒙恬于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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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前212一前210)，率30万大军，历时两年粗成，史称“秦代战

备高速公路”。直道由成阳经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枸邑，由石门关沿子午蛉进入三嘉

乡刘家店、黑马湾后，过雕岭关，沿子午岭山脊北行，经石窑、高庄、车皮湾、艾蒿店到

烧锅梁入宁县。道宽5至8米，在县境长约70千米。后经宁县、合水、华池，直达九原(今

，可蒙古包头西)，全长900千米。刘家店至雕岭关段，山势起伏较大，是漫上坡；雕岭关至

艾蒿店段，山脊平缓，为漫下坡。部分路面今人继续使用；部分路面已废，长满灌木，但

路迹仍清晰可辨。1990年代，中共正宁县委在中湾林场山梁处立“秦直道”碑1座。

关隘

又称关、关口或关防，是古代的重要防御设施，一般修筑在交通孔道的险要之处，即

所谓“依山筑城”，驻兵防守，遏敌入侵。民国38年(1949)4月《正宁概况》载：“雕岭

关及子午岭为本县军事要隘。”

雕岭关又作雕翎(调令)关，位于县城东36千米处子午岭顶峰上，海拔1756米，

为本县最高点。坐东朝西，为南北走向，上有秦直道，山峦重叠，地势险要，是秦陇交界

的关口。古关城坐落在十字路口的一个崾岘南侧，残留关墙50余米，残墙高4米，基厚4

米左右，关墙内外散落有秦汉时期的瓦片及宋代后的陶、瓷残片，说明此关秦时已置，宋

时仍沿用。明关是在古关基础上设置的。明初，置雕岭巡检司。民国36年(1947)，陕西

省保安第六团曾在此设防。现有残窑洞2层，有广阔台地3层，每层台地约50亩左右。今

s303铜川至郧县线穿关而过。

附：秦一号兵站遗址

1 986年9月文物普查时发现。位于雕岭关南侧的大山梁上，当地称“四十亩台”，北

窄南宽，形似葫芦，总面积7000多平方米。东、西、南三面环沟，北面只有30米宽的出

口紧贴直道，形成天然屯兵营地。蓠草中，秦代砖瓦俯拾皆是。在4个探坑里，分别发现

用姜石铺成的院落地面和夯土墙基、素面方砖、几何纹路与绳纹方砖等14种建筑材料。据

推断可屯兵数千o 1986年10月2目，《人民日报》予以报道。
’，

寨堡

亦称村寨城堡，俗称“土围子”。一般四周筑以土墙，高二三十米，顶端设有走道，内

外有护墙，便于作战和巡逻；四角有角墩，以作候望和值岗之用。堡门构筑较坚固。堡内

一般有水井和简单的生活设施。有些寨堡的主墙外，还筑有一道较矮的外墙，称“羊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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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外圈子”，以圈养老百姓的牛、羊、驴、马，躲避敌人掠夺。

西汉时，中原移民来县“实边”，修筑寨堡，以为居所，且耕且守。明、清时，县域筑

有寨堡7处：桥山寨，在城(罗川，下同)东15千米；安兴堡，在城东南7．5千米；湫头

堡，在城东南25千米；委家镇，在城东35千米；解家堡，在城东北20千米；山河堡，在

城东北30千米。西峪堡，在城北17．5千米(清《庆阳府志》称“在城北20里”)；高石堡，‘

在城西北12．5千米。7处寨堡系明嘉靖年间(1522--1566)，参政汪尚宁、李盘、朱用先后

修筑而成。并有堡洞243座。

民国18年(1929)，本县各村多筑寨堡。择居高临下。依山面谷，或三面临沟之地设

筑。27年(1938)，本县寨堡“较大者共有六七个，星布县境。城堡俱系土筑，尚称坚固，

而且高巍，多筑有简单防御工事、碉楼、战壕等。各寨堡名称：一为纪村、习仵村、乐兴、

文乐、王家沟圈等村，各能容二百余人；一为揄林子村，能容百余人”。时属宁县的官河、

周家地区有福陀堡、王家禄堡、南庄堡、吴家堡、梁家堡、周家堡。

新中国建立后，堡寨因失去防御作用，绝大部分被拆除。但堡寨名称仍作为村庄的名

称传承至今。如山河镇的冯柳堡子、永正的刘家堡、达仁堡，榆林子的党家堡子、石家仵

家堡，永和的堡巷堡子、寺村堡子，月明的南堡子，宫河的纪村堡子、南庄堡子、岳家堡

子，周家的芦家堡子、燕家堡子等。 ．

烽燧

又称烽墩、烽堠、烽火台、烟台、狼烟、墩台、亭台、亭隧。烽燧设燧长、属吏及戍

卒，小燧不少于4入，个别大燧多至15人，分别担任候望(侦察)、燃烟火(报警)、防守

及维修烽燧任务。
。

．

清代，县境有烽燧25座，分布在长沟店、平子镇、山河镇、岘子、秦家店5处(每处

各5座)。经考证，至2006年底，县境仅存3处3座烽燧，分别位于永正乡马家后子村公

路旁(1座)、艾蒿店林区(2座)。其中较著名的是艾蒿店烽燧，有北五里墩、南五里墩2

座，位于子午岭秦直道上，相距约三四千米。北五里墩修筑在艾蒿店以北2公里的大山峁

上，圆形，残高6米，底周长60米。南五里墩位于一小山峁上。底周长约30米，残高5

米，圆冢状，墩基部以砾石砌筑，为秦汉时期烽墩遗址。 ．

碉堡

民国25年(1936)4月，国民党东北军“围剿”陕甘边苏区，何柱国、董英斌部在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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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西城、车家沟，五顷塬、刘家店等地修筑碉堡11座。29年(1940)，国民党胡宗南李

焕民团驻防山河，修筑l条西起平子南亩塬、北沿九龙河南塬畔，经山河北、西五畔、苜

蓿岭、车家沟、东城、湫池沟到支当河陈家川的碉堡封锁线。封锁线上每隔l公里修筑碉

堡1座，碉堡间挖有深3米、宽六七米的交通沟。每个碉堡驻军1个班，所需物资由1个

‘保的民户供给。当年6月，新正县为防止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保卫边区，亦积极构筑碉

堡多座，挖战壕(深1丈，宽1丈5尺)数十千米。36年(1947)，正宁县修筑碉堡、哨台

24座。38年(1949)4月《正宁概况》载：“碉堡线横贯全境”，“各乡镇均有小塞碉堡，均

为军事上重要据点”。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平田整地活动的开展，碉堡、交通沟被夷平。

窨子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老百姓避难躲灾开挖的地道，称窨子。一般在窑洞的尽头拐窑下

或石磨下挖有坑洞，作为入口。窨子在地下蜿蜒蛇行，宽狭不一，宽处如窑洞大小，有炕

有锅台，狭窄处仅容一入钻过。有的窨子中还挖有陷并，上铺木板，称吊桥。将吊桥用绳

子拉起，外人难以入内。出口多在山坡草丛中或背阴不显眼的山洼处。窨子分两种形式。

二种是地道式。入|口在窑顶的高窑，进入需登梯方可。抽掉梯子，别人根本无法进入。窨

子内安装有磨面的石磨，挖有水井，修有直通三四千米外镇街的通道。避兵患匪祸时，全

族人躲在窨子里不与外界联系，生活一两年也不成问题。本县宫河彭家川、永和烟村的窨

子即属此类。一种是洞窟式。依靠天然的险峻地形，在绝壁处建造。不凭借云梯难以攀登

进人。宫河村担水沟的窨子即属此类。

史载县内窨子最早修于隋末。现存永和于家庄的窨子集群，是隋末燕国公于志宁率族

人所建。该窨子在地下纵横交错，互通各户，各家可凭暗号往来，规模极其浩大。清同治

年间(1862m1874)，陕西回民军攻入正宁，为抗击躲避回民军戕害，各村普遍挖窨子防御。

新中国建立后，因水利建设、老庄还田等，窨子大多塌陷平毁，但遗迹仍然可寻。

人防工程

民国27年(1938)12月，山河、永和、平子三镇俱设简单防御工事及天然防空洞，而

山河镇“防空之有相当设备”。1969至1971年，中国、苏联关系恶化，为防御核战争，按

照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全县各机关、单位、

学校及社队组织人员挖地道，修防空洞。县城挖人防工程830米。正宁一中师生从校内挖

地道500多米，出口通北沟。县广播站在播音室地下打地道100多米，出口通北沟，可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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