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6217

-王-

／、

中共盐池县委党史办公室

中

共

盐

池

县

十年党史大事记



祝’ 贺

中共盐池县党组织建立暨

盐池解放六十周年!



中共盐池县委党史办公室



中共盐池县，

六十年党史大事记
(1936．6——1996．6)

(内部资料)
中共盐池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开本：850×1168 印张：5

1996年7月第1版第一次印刷

字数：150千字

印数1—1000册

宁夏新闻出版局准印证宁新出管字(96)第67号

宁夏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彳、

辽



’

爹

●

’

序言 ．，

中共盐池县委书记蔡明

在我县热烈庆祝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暨盐池县解放六十周年

之际，‘中共盐池县六十年党史大事记》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我县

党史部门向“六十大庆”献上的一份礼物，也是我县党史资料征集、研

究工作取得的又一可喜成果，值得祝贺。
”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同志曾在讲话中强调，党史工作是

党的一项重要工作，要充分发挥其以史鉴今，以史育人的作用。并说，

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党史工作和对党的历史经验的研究，并把它视

为关系党的巩固、发展和人民事业取得胜利的一项重要工作。

从1936年红军西征解放盐池，并建立了盐池县党的组织，至今

已六十周年了。六十年来，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伴随着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盐池县人民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党的

组织在盐池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小到大。共产党员从当初的几人、

十凡人、几十人，发展到现在的6200多人，基层党委．37个，党支部

358个，党小组517个。已经形成了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员；哪里

有党员，哪里就有党的组织和党的活动这样一个兴旺发达的景象。回

顾过去的六十年，盐池人民在各级党组织的带领下，历经艰难曲折，

战胜重重困难，前仆后继，不屈不挠，首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伟大胜利。接着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和作风，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美好的生活，使盐池县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重大变化。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政治稳定，人民安居

乐业。如今已实现了解决温饱的第一步战略目标，正在向小康生活迈

进。这些巨大的成就，深刻的变化，是历朝历代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

比拟的，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更加坚定了盐池人

民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这些成就，是全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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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一代接一代共同奋斗的结果。 。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盐池人民用自己英勇无

畏、艰苦创业、奋发图强的的实际行动，书写了盐池县的光辉历史。历

史的事迹就像一盘光怪陆离、五彩斑斓的明珠，需要有人把它理顺、

串连起来，才能成为文章，才能载入史册。编写大事记就是一项理顺、

串连历史事迹的工作。人们可以循着“珠链”上的“明珠一，去寻找历史

的足迹，重温历史的旧梦。从而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把握住历史

发展的客观规律，创造出今后更加辉煌的历史业绩。

江泽民总书记最近教导我们，要讲政治，要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

部队伍，其中有一条，就是要求我们学习历史。他说：“我们中华民族

以历史悠久而著称于世。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

一贯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毛泽东同志多次要求全党要学习

历史。他曾经讲过，指导一个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

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

可能的。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

和正确地走向未来。”江总书记还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

展，作为当代中国的领导干部，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

的近代文、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就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

展的客观规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也

就不能胜任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责。”江泽民总书记的

讲话，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党史工作的重要性，和征集、整理、编纂、研

究党史资料的重大意义。读史使人明智。在当代中国，越来越多的人，

特别是青年，为了正确地把握今天，更好地开拓明天，正在用心地了

解昨天。
。

《中共盐池县六十年党史大事记》是我县地方党史资料的一种简

明的汇集。通过其中大量历史事实的简要记述，我们可以粗线条的，

概括地了解盐池县党的组织，党的建设以及党领导下取得的各项成

就的历史和现状。这对于我们以史为鉴，制定本县的各项计划、方针、

政策，对于向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促进本县的精神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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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毋庸讳言，由于时间和人力所限，这本‘大事记)

编写得还比较粗浅。其中疏漏的大事不少，把算不上大．事的事而写入

‘大事记》的也有。未能尽善尽美地反映盐池历史的原貌。当然，历史

是在不断地发展的，随着时问的推移，事物的变化，人们不断有新的

认识产生。编写历史的工作，是很难赶得上人们对历史认识发展的要

求的。正如我们不能苛求历史一样，也不好苛求编写历史的人。这本

‘大事记》中的疏漏和不足，只有等待下次修订时再作进一步改正、充

实与提高了。 ·’

党领导盐池县过去的六十年，成就是巨大的，今后的任务更艰

巨。当前，本县跨世纪的宏伟蓝图已经绘就，全县各族人民正满怀信

心地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我们希望党史工作者在实现

新的历史任务中，为全县人民谱写出更加灿烂的历史篇章。

1996、7、于盐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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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中共盐池县六十年党史大事记》起讫时间为1936年5月至

1996年6月，也就是从中共盐池县党组织建立之时起，至六十周年

止．
‘

二、本《大事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党在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党的

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力

求准确地、科学地、全面地、提钢挈领地反映中共盐池县党组织六十

年来的革命历史。 ．

三、本《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记述方法，每

一个条目记述一件事情。所记事件凡有月El可稽者，均注明月日，日

期不详者排於当月之束，用。×月”表示，月份不详者排於季末，分别

用“春季一、“夏季”、“秋季”、“冬季”表示l季度不清者排於年末，用“是

年”表示。每一条目都编有小标题，以点明所记事件的主题。

四、本《大事记》文体一律为语体文、记述体，采用第三人称。文字

力求通顺、朴实、简明、生动，力戒夸张、形容和过分的修饰。

五、本《大事记》对历史事件只忠实记述而不加评论，寓一切褒眨

于事实之中。·

六、本《大事记》资料．大部分录自本县档案材料及本办所征集到

的各种文字资料、口碑资料，均经过反复核对，基本翔实可靠，能够经

得起历史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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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盐池县六十年党史大事记

，(1 936·5■1996·6)． ，

土地革命时期
(1936．5—1937．7)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经过二

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从此，由刘志丹、谢子长等无产阶级革

命家开创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直接沐浴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光辉，开始

了西北革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

1936年6月，红军西征解放了盐池县，在当地开天辟地建立起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及其领导下的各级人民政权≯开辟了盐池历史的

新纪元。土地革命时期，党组织领导盐池人民打土豪、分田地，摧毁1日

政权，巩固苏维埃，全力支援前方红军，迎接二，四方面军，建立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由此奠定了盐池县成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

成部分的基础。

1 936年

中共中央作出西征决策 5月5日，红一方面军结束了东征战

役，胜利回师陕北。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为了保卫西

北，扩大和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扩大红军，努力争取西北抗日力量

大联合，进而推动全国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建立，实现全国性的对

日抗战，据此决定：向西面进攻，打击坚持反共的马鸿逵、马鸿宾部，

在陕甘宁三省边境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i并且打通与苏联、蒙古的联

系，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 ．
一

， 一1一

}L■■



陕甘宁省委成立5^月17日，中共中央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

决定成立陕甘宁省委。省级机关驻昊旗镇刘家渠村。6月，为了加强

对西征红军解放的新区的领导，迁至环县河连湾。省委书记李富春、

秘书长左觉农，组织部长罗梓铭、宣传部长李一氓，统战部长蔡畅，军

事部长肖劲光，青年部长陈时夫，团省委书记白治民，妇女部长李学

蓉，工会主席管文蔚。同时成立了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锡五、

副主席朱开铨(兼土地部、裁判部长)，内务部长王子宜，财政部长张

慕尧，粮食部长杨玉亭，教育部长王志匀，国民经济部长赵耀先，保卫

局长郑自兴，秘书长杨培源。

组成西方野战军5月18日，中央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

一、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等共1．3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

军，执行西征战略任务。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晓任政治

部主任，聂鹤亭任副参谋长。西方野战军由左、右两路组成：红一军团

为左路(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下辖一、二、四3个师，另配

属一骑兵团、一炮兵连、一工兵连；红十五军团为右路(军团长徐海

东、政委程子华)，下辖七十三、七十五、七十八3个师，另配属一骑兵

团、一炮兵连、一工兵连。

红军分路西进 5月20日前后，西方野战军分两路相继从延

长、延川地区出发西进。右路军红十五军团经永坪、蟠龙之间到达新

城堡集结l第八十一师、骑兵团和野战军直属队随右路军跟进。27

El，红十五军团各部从新城堡地区分两路西进。28 El，右翼队第七十

三9币袭占了宁条梁，左翼队第七十五师强攻安边未克。随后，改以第

七十八师围困安边，红十五军团首长率七十三、七十五师转向定边以

南地区前进，于6月4日进占红柳沟。并派出一部兵力前出到盐池、

灵武地区进行侦察。7日，红十五军团主力继续向西南推进，经盐池

县的二道沟、黄记井、摆宴井一带，夺占小台子、萌城、预旺县城及其

以北地区，先头部队于11日占领同心城。至此，西方野战军已占领陕

甘宁三省边境的广大地区，完成了西征作战第一阶段的任务。

成立中路军6月10日，西方野战军首长下达命令，由红二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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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军(军长宋时轮、政委宋任穷)同第八十一师和骑兵团组成中路军

’ (又称北路军)。由红二十八军首长统一指挥，担任夺取安边、定边、堆
． 子梁等城寨的任务，在南至薛壕口、小河畔，西至盐池，北至绥远边

．二 境，东与老根据地连接的广大地区内进行“赤化”工作，并控制有力一

部准备消灭敌之增援部队。红七十八师由安边撤围，暂归中路军指．

挥。
‘

红军解放盐池县城6月17 El凌晨2时，红军第七十八师(师

长韩先楚，政委崔田民)乘敌不备，一举袭占定边县城，全歼守敌。19

日，七十八师兵临盐池城下。国民党县长屈伸调集全县壮丁队及警

察、商团、民团、保安队等，在马鸿逵一骑兵营支持下，据城顽抗。红军

当夜发起进攻，经两个多小时激战，未能攻克。20日白天，红军围而

- 不打。一面向城郊群众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一面研究新的攻
j 城方案。至夜重新发起猛攻，击毙敌骑兵营长孙兆祥，副营长李国栋

， 与县长屈伸弃城逃命。红军全歼守敌200多人，缴枪200余支，战马

200余匹及五十瓦电台一部。21日凌晨3时，盐池县城彻底解放。从

此揭开了盐池历史新的一页。
’

盐池城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盐池县城解放之后，驻军地方工作

部(部长高农夫)经过几天筹备，6月26日(五月初／k)在县城财神庙

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盐池城市革命委员会”，为临时革命政权机

构。革委会主席王锡林、副主席袁兆瑞(兼管文教)、韩宝善。委员有：

武装部长牛占彪，肃反委员会主任冯××(理发匠，称“冯大长”，名不

t 祥)，土地部长余成河，贫农团长赵二(人称赵讨吃，名不详)，妇女主
’

任贺六升的老婆(名不祥)，财政部长王瑞祥，外交联络盛根才，青年
7

’少共委员甄根仁，协助搞武装的宁寿山等。盐池城市革命委员会管辖

3个乡，城内1个，城外2个。地域东至东郭庄，西至八堡，南至无量

． 殿，北至北园子。当时的主要任务；一是抓枪，镇压反革命分子，维护

社会安定，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并成立了盐池城市革命委员会游击

队，由牛占彪任队长，宁寿山任副队长l二是抓粮，搞活城市经济；三

，是不准土豪劣绅转移财产。并在驻军协助下，打了城内10家土豪(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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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5家是商业兼地主)。将打土豪所得的财物一部分分配给当地贫
苦百姓，一部分上缴部队。

毛泽民来盐池 6月下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国民

经济部部长毛泽民(人称“毛青天”)，带领工矿科长高登榜、会计科长

钱希均(毛的夫人)等，来到刚解放的定边、盐池两县指导经济工作。

毛泽民在这里工作近半年之久，他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认真贯彻党

的方针政策，及时纠正了盐池县在打土豪过程中发生的偏差，保护了

工商业者的利益。帮助本县建立消费合作社，大力组织当地土特产品

向外地换回军民急需物品，为迅速缓解盐池、定边的经济危机发挥了

巨大作用。并帮助建立了三边贸易局、三边税务局、盐池县税务局等

经贸机构，为发展当地经济建设打下良好基础。

县党政机构建立一6月下旬某日，西方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刘晓

在陕甘宁省委所在地环县河连湾宣布了中共盐池县委组成人员名单

(西征前夕已在瓦窑堡由中央拟定，人员均参加“随军干部队”)，县委

书记惠庆祺，组织部长王敬民，宣传部长王作元，保卫部长曹广英，军

事部长白鸿德，少共书记贺玉山等。中共盐池县委直属陕甘宁省委领

导。之后，惠庆祺带领分配盐池工作的=十多名干部，经黑城岔、羊圈

山、定边县城于7月初到达盐池，接管工作。在县委主持下又建立起

盐池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袁兆瑞(年底由马全接任)，副主席张常山，

财政经济部长王瑞祥，土地部长余成河，贫农部长赵--(名不详)，粮

食部长聂秉正，武装部长牛占彪，肃反委员会主任冯理发匠(名不

详)。

建立区、乡政权7月，县委组织武装工作队下乡宣传党和红军

的政策，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没收其浮财金银元宝、粮食、牲畜

等)，先后建立起全县区、乡、村党组织及苏维埃政权。起初，全县划分

为城区、北区(驻高记圈、后迁余庄子)、西区(驻田记掌、后迁曾家

畔)、南区(驻雷记沟)4个区，22个乡，105个行政村，县境东南部红

井子、大水坑、后洼、麻黄山、萌城一带，分别划归定边、环县、预旺等

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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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停战抗日促进会”7月，红十五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唐
- 天际在盐池动员聂秉和、韩宝善、谢戬谷、色良才j王克俭、安建平、原

7； 子美等二十多入，成立“停战抗日促进会”，到预旺县开展抗日宣传工

≥ 作。促进会一方面做宁夏马鸿逵方面的统战工作，并联合哥老会组织

参加抗日。另一方面宣传动员民众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人出入，全

力以赴支援抗日。 ．

中央巡视团来盐池7月上旬，中共中央(驻保安)组织成立三

边巡视团来到定边、盐池工作。团长贾拓夫，副团长毛齐华。成员有

中央工、青、妇各部门负责人邓振询、揭俊勋、李坚真及秦力生、白爱

’玉、钟月林等。巡视团的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

工商业政策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建立和巩固三边的民

气 主政权· 一

’

t 红二十八军接防盐池7月下旬，红军第七十八师调至预旺县

。、 (已解放)，归还红十五军团建制；第八十一师至甜水堡附近待命；盐
’

池防务由红二十八军接替。

宁夏第一个合作社7月，毛泽民部长帮助盐池县城区革命委

员会将打土豪没收的部分物资集中起来，并吸收群众入股190多元

(以大洋计算)，办起了城区消费合作社。这是宁夏历史上第一个合作

社。
。

、

解放惠安堡 8月2日，西征红军某部占领盐池县西南部重镇

惠安堡。当地群众欢迎并慰劳红军骡子2头、五福棉布40疋、鞋500

。 双、步枪10支、银洋2000元。红军在惠安堡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宣

? 传革命道理，并打了3家土豪。两天后，红军撤离。10月3日，马鸿逵

部韦州护路队占据了惠安堡。马鸿逵又委任官员，在惠安堡拼凑起国
7

民党盐池县政府，从此在盐池形成了“一县两制”的局面。 ‘．’

参加省委联系会议8月下旬，中共陕甘宁省委、省苏维埃政府

在环县河连湾召开所属各县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联系会议。

盐池县惠庆祺、袁兆瑞参加。会议由省委书记李富春主持。主要议程

是：①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红军影响，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
· 一5一



动；②打土豪、分田地，摧毁国民党反动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③筹

粮、准备担架，迎接二、四方面军。

成立定边工委9月22日，为了夺取宁夏，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李维汉(罗迈)遵照毛泽东主席指示到定边组织“中共定边工作委员

会”。李维汉任书记，宋任穷、宋时轮、高岗、贾拓夫为委员。工委在定

边、盐池两县委配合下，做了一些进攻宁夏的准备工作：商定了白区

工作计划，查明了吴忠渡河点及城防有关情况，组织了回民游击队，

为团结哥老会开了香堂，还在内蒙伊克昭盟开展了一些工作。后因情

况变化，宁夏战役计划取消，工委遂告结束。 、

西北游击战争大开展 9月29日《红色中华报》报道；“我中路

军之支队，于7日挺进到黄河边的横城灵武附近的河水沟，消灭民团

一小队，缴获步枪5支，子弹120发、战马5匹、俘获数人。天池子、口

窑子(原文不清，疑为“固窑子一——编者注)、宝塔地带已建农民会

20余个，抗日救国会10余个，建立灵武游击队一个。

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成立9月，中央为了开展宁夏，伊盟地区

的少数民族工作，进而实现西北地区各民族的大联合，结成广泛的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在定边成立中央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主任李

维汉(后高岗)，秘书长赵通儒。下设蒙、回两部，蒙民部驻定边，部长

高岗(后白坚、赵通儒)；回民部驻盐池，部长贾拓夫(后秦力生、杨一

木)。并组织了少数民族地方武装：蒙古游击队司令高岗，蒙汉支队队

长刘约三，回民支队队长马怀蔺。至1937年10月，高岗调回延安，

蒙、回两部交三边特委领导。

兰边特委成立9月，为了便于加强党的领导和行政管理，中共

三边特委在盐池县成立(与盐池县委合署办公)。特委书记贾托夫，组

织部长朱协辉，宣传部长贺捷三，白区工作部长秦力生，军事部长高

岗，青年团书记揭俊勋，妇女部长白茜，机关总支书记钱希均。特委属

陕甘宁省委领导，辖定边，盐池、安边三县委及三段地工委。1937年

初，特委机关移驻定边县城。

归还蒙民盐湖9月，为了照顾蒙族人民的利益，由毛泽民、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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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夫及西征军政治部主任刘晓等共同研究决定，将被军阀马鸿逵霸

·，， 占多年的北大池、苟池、敖包池、公布井等盐湖归还给鄂托克旗。鄂旗

旗务帮办章文轩感激我党诚意，双方签订协约：一、友好往来，有事共

毒 商I二、允许共产党在旗进行抗日救国活动；三、允许红军在农区征收

公粮；四、双方对外保密。党的统战工作初见成效。

盐池赤卫军积极进行肃反工作10月5 El《红色中华》报报道：

。盐池的群众，在我们工作与群众积极起来的情形下，各种组织均已

’建立起来了。赤卫军的组织在北区已成立了一个连，城区成立了一个

排，少先队在北区亦成立了两个小队。其他各区正在开始进行组织，

并且起了很大的作用，捉拿反革命敌探。北区赤卫军曾经捉获一个假

借红军名义，强迫该地群众筹募抗日基金的土匪，送到县革委会处

·’理”。 ．

一 金渠子事件10月22日，盐池游击队发生叛乱。盐池县在建立

．” 地方新政权的同时，在驻防红军支持下招兵买马，建立起一支地方武
’

装县游击大队．由于在组建过程中审查不严，一些兵痞，惯匪趁机混

了进来。lo月22日(农历九月初Ik)夜，在坏人煽动下，于驻地金渠

子(4-属冯记沟乡)发动叛乱。叛匪枪杀了游击大队政治部主任吴亚

雄(老红军)及队长苗风山、警卫员张虎儿，打伤了指导员王志华：之

后，叛匪分化为两股，一股投靠了惠安堡国民党县政府，一股到处流

窜。盐池县委派组织部长王敬民去作流窜叛兵的说服工作。经过争

取，大多数受蒙蔽的战士重新回到队伍之中。后来对这部分人员进行

． 改编，充实到高岗率领的剿匪部队。

j 盐池人民剧社成立 11月9日《红色中华报》载：盐池县为着发
7t 展苏维埃的剧社运动，创造大众艺术人才，在团县委的领导下，组织

了人民剧社分社筹备会，经过半个多月的筹备与努力，发展到15个

演员，学会了儿童舞、劳动舞、大联合舞及几个活报剧⋯⋯现在正大

批征收演员，以使剧社更加活跃起来。

‘一 红军东移11月14 El，中央军委下达指示，我军主力“应即在

’‘．豫旺县城以东，向山城堡快速靠近，集结全力，准备打第一仗”。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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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红军各部开始东移，向山城堡地区集中。 ／

萌城战斗11月17日，萌城战斗打响。敌胡宗南部为了迅速控

制战略要点，并继续向东打通榆林，实行对红军的“包剿”，兵分三路

向盐池、定边前进：左路第一师第一旅占惠安堡，并继续东进；中路第

一师第二旅向萌城、甜水堡前进；右路第七十八师由田家塬向山城堡

前进。第九十七师和第四十三师为第二梯队，进至豫旺县城及其附近

地区。为了迟滞敌人前进，掩护主力转移，先到达萌城一带的红军四

方面军之第四军、第三十一军、设伏于沙坡子村附近的石梁山、魏家

山、羊粪山。17日上午11时许，当敌第一师第二旅进入伏击圈后，红

军突然从三面打击，敌溃不成军，死伤累累。红军乘胜追击十多里。此

役，红军共毙伤敌团长以下官兵600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并击

落敌机一架。后来，敌军陈尸遍野的山洼，被当地群众取名为“晒肚子

洼一。

打退胡敌进攻 11月20日，胡宗南部左路第一旅由盐池县惠

安堡进占红井子，第九十七师跟进到大水坑；中路第二旅撤回豫旺县

城休整；第四十三师接任中路，向保牛堡前进；右路第七十八师(师长

丁德隆)进至环县山城堡、小台子、风台堡等地。21日，埋伏的红军从

四面八方向山城堡之敌发起进攻。当El黄昏，胡敌开始向山城堡以北

之曹家阳台一带山地撤退。红军乘机一举攻入山城堡。接着转入追

击，将溃乱之敌大部压迫于山城堡西北山谷中，至22日9时许，将敌

人大部歼灭。此役由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人共同策划指挥，共歼敌

一个多旅，给了蒋军嫡系胡宗南部以沉重打击。同一时期，红二十八

军、骑兵第一团、蒙古游击队等部．于11月16日一22日，在红井子、

大水坑一带对左路胡敌进行了有力阻击。此后，胡敌全线退至大水

坑、萌城、甜水堡及其以西地区，被迫停止了对红军之进攻。

出城打游击是月，山城堡战斗之前，宁夏马鸿逵准备配合胡宗

南部反攻盐池，三边特委及盐泡县委积极部署防御。首先动员群众日

夜突击，将拥到城墙根下的沙子全部扒掉(“扒沙子”是当时最苦最累

的活)。接着，由特委书委贾拓夫带领一小部分干部战士驻守县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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