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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共西吉县党史大事记》是由中共西吉县

委党史办公室和县委办公室联合编写的。其目的主

要是为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群众了解、研究中

共西吉县地方党史提供基本的历史资料；为总结党

的历史经验，加强党的建设，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

统和作风，促进西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事业提供历史借鉴。 ： ．

。．

二、《大事记》坚持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

是，以记述史实为主，以大量的历史档案及其它经考

证的资料为基础，力求系统、准确地记述党组织在西

吉境内建国前开展工作、活动的情况和社会主义建

设时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全县各

族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反映出西吉地

方党史的大致轮廓。 ．

三、《大事记》记述范围，以现在西吉县所辖区域

为主，时限从1935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在境内

驻扎、活动起，到1996年12月底中共西吉县第十次

代表大会为止60多年的历史。内容以红军长征经过
’

西吉、将台堡会师和中国共产党在西吉的重大活动

为主线，着重记述党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

物。在突出反映党的重大活动，党的组织、思想、作风

建设的同时，也较全面地反映了全县社会、政治、经

济、文化、教育、科技、体育、卫生、军事等方面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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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事记》体例以编年体为主，按照时间顺

序，以年、月、日编排，一事一记；对某些持续时间较

长的历史事件，具体时间不详的，则以旬、月、季、年

记述。凡同一时间的条目，第二次出现时，以“同日”、

“同月”、“同季”、“同年”表述，；第三次及多次出现时

以“▲”符号表述。

五、《大事记》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35

年8月至1949年9月31日)、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

造时期(1949年10月l白至1956年12月底)、开

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7年1月至1966年5

月中旬)、“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5月，16日至⋯．·

1976年lo月6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1976年10月16日至1996年12月底)五大部分，

每部分之前均加有概述，对该时期党的历史发展的

主要线索和内容作了简要综述；同时，在建国后的每

一年度末，附有该年度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以利

考查和利用。
。

．

’

本书收入内容，由于历时长，涉及面广，加之编

写时间紧，编者水幸有限，缺点、错误和疏漏在

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便修订时改进。

编 者

199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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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革命

(1935年8月_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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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 935年8月一194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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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8月至1936年lo月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

红军第二十五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西方野战军，长征途

经我县兴隆镇、公易镇、平峰镇、将台堡等20个乡镇，留下了红军

指战员的足迹。他们在这里宣传革命，发动群众，扩红建政，加强了

同回汉人民的团结，同人民群众建立了无比深厚的情谊，并制定了

一系列民族政策，进一步扩大了抗El民族统一战线。在一年多的时

间里，在我县现辖区域内，先后有红二十五军、中央领导机关和红

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长征经过这里。西方野战军红一军团主力一

师、二师，按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为扩大陕甘宁革命根据

地，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先后在

我县的将台堡、兴隆镇等地驻扎，开展革命活动。于10月22日在

将台堡完成了红军三大主力最后一次胜利会师，结束了震惊中外

的伟大壮举——二万五千里长征。 t

1939年1月至1941年6月间，聚居在甘肃省海原、固原两县

(今宁夏西吉、海原、固原三县)的回族农民，为反抗国民党政府的

残暴统治，寻求民族解放的道路，揭竿而起，举行三次大规模的武

装起义。三次起义爆发于海原县的白崖、固原县的沙沟(今均属西

吉县)和上店子一带，波及隆德、静宁、会宁、化平(今弪源)、张家

川、庄浪、华亭、秦安八县。参，力Ⅱ起义的农民(包括一些汉族)最多时
。

·3-



达两万余人．．起义农民先后在马国瑞、马国磷、马英贵、马喜春、马

国瑶、马思义等人的率领下，主要用大刀、长矛、斧子等作武器，同

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武装进行了英勇搏斗，共消灭敌军二千余人，

缴获各种枪支一千余支(挺)，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回族人民革命

斗争的新篇章。农民起义虽然在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围剿和政治诱

骗下失败了，付出伤亡二：三千人的代价，但有力地震撼了国民党

的反动统治。特别是第三次起义失败后，有230多人在马思义、马

国瑶的率领下，突破重围，奔赴陕甘宁边区，投入到中国共产党的

怀抱。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下，组成西北回族人民的第一支革

命武装力量·“回民骑兵团”。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
支部队同边区其他部队一起，为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而战斗，在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
‘

．． ；

1947年7月至1949年3月，中共环县县委统战部和中共海

固工委先后派李占荣、马福荣和王玉民、车万宝(车轮轰)在西吉开

展党的地下工作，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吉做了积极有效的工

作。1949年8月至9月底，西吉解放后，回民骑兵团奉命接管了政

权。随后，成立了西吉县人民政府和武装机构，设立中共西吉县委。

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摧毁了国民党的旧政权，消灭了残匪，全

县人民获得了新生。 ，

，

， 1 935年

8月14日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约3000人，由军长

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等率领，从鄂豫陕苏区出发，开

始长征，经甘肃省两当、天水、秦安、通渭等县进入静宁县，14日到

达静宁县城附近的八里乡小河畔、八里铺，稍事休整后，经红山根

沿北峡、张麻子河、阎庙等地，向现属西吉县的回族聚居区挺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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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目 红二十五军离开静宁县，进入宁夏西吉县的玉

桥乡，进驻回族聚居区的兴隆镇(原属隆德县)单家集(原属静宁

县)一带休整。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驻地兴隆镇召开会议，决定部队

在这里休息三天，恢复体力，以便继续行军。会议还研究了红二十

五军的行动计划，认为红二十五军孤军作战，要回到陕南是十分困

难的，遂决定下一步如果还是接不到中央红军，就到陕北与刘志丹

会合。为尊重回族群众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争取和团结回族上

层人士，搞好同回族群众的关系，吴焕先政委召开各种座谈会，．开

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亲自主持制定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

即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打回族中的土豪，禁止在回民家吃大荤；

注意尊重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注意用回民的水桶在井里打水，注 ，

意回避回族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不准在回民群众面前说

“猪”等，对全军指战员进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教育。同时，积极‘

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的政策，开展军民互访活动，在驻地
’

广泛张贴“红军和回族同胞是一家”i“回族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卖 ．

国贼蒋介石”等标语。军领导还同当地知名人士和阿訇进行座谈，

反复讲清党和红军的政策、纪律，说明红军北上抗日救国的意义，

以及所经之处不拉夫、不收粮、不征款的政策和党的民族团结、民

族平等的方针，解除了群众的顾虑，稳定了人心。红军战士帮助回’

族群众挑水、．扫院、治病，问寒问暖，回族群众自发地宰牛、羊慰问’

红军，为哨兵送饭，密切了军民关系。
。

，

8月16日 ．军政委吴焕先、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等

领导同志领着乐队热情而隆重地拜访了回民清真寺，并赠送了“回

汉兄弟亲如一家”锦缎匾和6个大元宝、6只大肥羊等礼品。随后，

阿訇和回族群众赶着一群染着红色的肥羊，喜气洋洋地来到军都 ，

作了回拜。军医院的同志热情地为回族群众送医送药，治疗疾病。‘．

院长钱信忠同志亲自为一腹胀病患者扎针治病，引起很大轰动，人 ．

们交口称赞。马青年、李铁民等几名回族青年当时就报名参加了红

军。当红军离开驻地时，回族群众聚集街头，鸣放鞭炮，并在街道两 。，



旁摆上回民的传统食品馓子、点心、油果等，依依不舍地为红军送

行带路，高呼“欢迎红军再来”等13号。

8月17日 红二十五军从兴隆镇、单家集出发，沿西兰公

路北侧东进，经兴隆镇火家堡子(杨茂村)、姚杜、马家嘴入隆德县

境。
‘

10月3日 毛泽东主席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其领导机

关、中央红军长征到达甘肃省静宁县，当晚在高家堡、界石铺一带 。

宿营。

10月5日 凌晨4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领导机关

和中央红军向西吉地区前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中央红军一

纵队为右路，从静宁县高家堡出发，经七里乡(东湾、中寨)、灵芝乡

(三角川I、尹岔、显神庙)，进入西吉县玉桥乡的团庄村，到达单家集．

驻军；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中央领导同志同日从静宁县

界石铺出发，沿西兰公路东行至高家堡子，然后从公路北侧上山，

沿一纵所经路线，向东北方向行进，下山后过葫芦河到达单家集，

当晚夜宿此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一进单家集，就去参观单南清真

寺，拜访阿訇，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给阿訇和回族群众讲解了中

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尊重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保护清真寺，保护

回文经典，主张民族平等等政策主张。阿訇当即动员回族农民给红

军腾房子，按市场价格卖给红军粮食，并邀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

清真寺吃饭，毛泽东主席道谢说：“不打扰了。”当晚，毛泽东主席住

在单家集南头清真寺北侧店铺后院的上房里。

同日 陕甘支队二、三纵队为左路，从静宁界石铺出发(周 ·

恩来、林伯渠随二、三纵队行军)途经七里乡(井沟、雷沟)、灵芝乡

(魏岔、高义、张万锡、长塬)，到达西吉县公易镇的上村、新合庄、撤 ?

家湾、西冶等村庄宿营。
’

。

10月6日、 拂晓，陕甘支队右路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委

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副主任罗荣桓)由兴隆镇单

家集出发，经什字乡的新店子、什字路、杨家痦、黄湾，进入固原县
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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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张易堡。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于本日凌晨6时左右从单家集南头

出发，经兴隆镇的陈田玉村山口，向东北方向行进，从马家嘴翻山，

经杨家磨走小路，下午到达张易堡东南6华里的毛家庄宿营。左路

二、三纵队(二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政委李富春、参谋长肖劲光、政

治部主任袁国平；三纵队由中央机关和军直机关组成，司令员叶剑

英、政委邓发、参谋长张经武、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于当日凌晨3时

从公易镇等地出发，分两路行军。二纵队因向导带错了路，天亮时

才越过葫芦河，经兴隆镇、北堡子、红城子，在什字路赶上右路一纵

队，当晚宿营于固原县张易堡一带；三纵队从公易镇出发，经将台

堡(今将台乡)等地，行程70华里，当晚宿营于马莲川(今马莲乡)。

7日凌晨1时，经固原县张易堡，翻越六盘山。毛泽东等中央领导

和中央红军离开单家集的第二天，国民党的飞机连续几次轰炸了

单家集，共投下7枚炸弹。毛泽东同志住过的房子和单家集清真寺

遭到了轰炸。至今，清真寺北厢房仍留存着20多处炸弹穿洞的痕

迹。
．

．

1936年

5月18日 中共中央下达西征命令，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

民抗日红军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进入陕甘宁边界地区作战，

实现扩大、巩固革命根据地和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目

标。西征红军分左右两路向甘肃、宁夏挺进。红十五军团(下辖七

十三、七十五、七十八师、骑兵第三团)为右路军(军团长徐海东、政

委程子华、参谋长陈奇涵、政治部主任王首道)；红一军团(下辖一、

二、四师、骑兵第二团)为左路军(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参

谋长左权兼任、政治部主任朱瑞、副主任邓小平)。根据中央指示精

神，西征红军在进占宁夏一部后，即行休整，并于8月下旬、9月初
。 ·7’



相继向西、向南挺进，有目的地向西兰公路延傅，以策应红二、四方．

面军会合，为大会师创造有利条件。

9月初 。西方野战军在同心县吊堡子(羊路乡)召开团以上

干部会议，彭德怀、徐海东、程子华、聂荣臻、左权等出席了会议，红

军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从瓦窑堡专程来参加会议，传达了中央指

示。 ·

．
，

9月8日 ’中央军委电令聂荣臻率红一师主力同骑兵第二 ．、’

团组成特别支队，挺进西兰公路沿线，策应二、四方面军北上作战。 ．’

9月10日 红一师三团(团长阮金庭、政委肖锋)在固原县

七营川进行了政治动员后，凌晨三时出发，到达海原县曹家洼宿

营。 ’．：

． 9月12日 红三团从海原县红羊乡元井出发，翻过三座大

山，行程95华里，进入西吉县自城乡的三点泉(今三滴水)宿营。

9月13日 红三团于凌晨三时半出发，经新营、穆家营(今

西吉县城)，到达夏家寨子(今夏寨乡)宿营。当地回汉群众热烈欢
。

迎红军，一路上，有20名回族青年参军。

9月14日 红三团上午八时出发，经硝河城(今硝河乡)，

，于下午四时移驻将台堡宿营，并向兴隆镇、单家集派出前哨连，警

戒西兰公路。
。

同日 肖锋政委带四名骑兵通讯员前往西滩村找阿訇谈

话，并将毛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的信交给阿訇，还明确表示，红军

不打回族土豪，不没收回族寺院及土地。之后连夜返回团部宿营。

▲ 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在师长陈赓、政委杨舅的率领下，从
’

固原北部驻地出发，经西吉县沙沟、白崖、夏家寨子，到达硝河城、

将台堡、兴隆镇一线。一 -

9月16日 根据军委指示，红三团各连分片分地区分工负

责，开始执行打土豪，扩大红军，组织地方乡村党支部，建立区、乡

苏维埃新政权的任务。

同日 在单家集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静宁县委员会，浦耕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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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县委书记；成立静宁县苏维埃政府，马云清(单家集农民)任政府

主席。

9月17日． 毛主席电令彭德怀：“胡宗南全部到西安，正陆
’

续西运甚速”。并指示“在一两日内，由聂荣臻率第一师控制静宁、

隆德要道，阻滞胡敌西进，以利四方面军北出界石铺大道。”

9月18日 上午九时，朱瑞主任、刘源部长来红三团驻地
‘

检查工作。之后，朱瑞、刘源、肖锋同去彭家庄东北军驻地，同东北

军骑兵六师代表汪镛、刘继尧等谈f-4，并签订了停战协定。 ，

同日 ．晚，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团长陈

正湘、政委袁升平)从兴隆镇出发，占领西兰公路上的战略要地界

石铺，切断敌西兰公路交通和有线通讯联络。．一．
。

．

▲ 二师在师长杨德志、政委肖华的率领下，从固原驻地出

发，经沙沟、白崖、穆家营、兴平、平峰，直插界石铺。一二师后来在’，

会宁参加战斗后，又转战到将台堡、兴隆镇、单家集、公易镇等地迎

接二方面军。 ．

．·

’

．

9月20日 红三团奉命独立行动，当晚移至兴隆镇驻防。

团政治处召开会议，决定派出若干工作组，以兴隆镇为中心，放手

发动群众，创建新苏区，积极扩红。该团进驻西吉后，在这一带驻扎

活动40多天。 ’。

9月21日 敌马鸿宾的一个骑兵团向红三团驻葫芦河西

北△2031阵地偷袭，陷入我二、四连的伏击圈。’敌团长被打伤，两

个连的兵力被打死打伤多人，俘敌76人，缴获战马多匹，枪支80

支。
’

9月22日 红三团派便衣队到通渭附近，同二方面军取得

联系，告知二方面军，红三团在兴隆镇准备与二方面军会师。

9月24日 红三团与静宁县地方游击队一起出动，夜袭静

宁县城，打散一个骑兵团，共歼敌180多人，俘敌260多人，缴获战

马35匹和大批武器弹药。

9月25日 彭德怀致电朱总司令并张国焘：“奉毛主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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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一方面军主力配合四方面军主力夹击胡宗南西进部队，二十七

日即向将台铺(堡)、单家集出动。

9月27日 红三团政委肖锋带5名骑兵第二次到西滩村，

向回族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阿訇带领200多名群众到

村头欢迎并聆听了宣传，下午四时返回团部。
’

9月29日 ，西方野战军为策应四方面军北上，是日对一方 二

面军行动作部署：以一军团二师附骑兵第二团主力为左纵队，三十 ；

日出动，经硝河城、单家集、隆静间出庄浪，相机袭占或威胁秦安。

10月2日 马鸿逵的101旅301．团由静宁县城出发北犯，

行至玉桥乡下范村，其左翼一个营向范家沟进攻。其右翼不足一个

营的兵力，在三架飞机的掩护下经玉桥向单家集进攻。当左翼敌人

到达沟西接近a1909红三团阵地时‘，红三团参谋长陈英率领二、

三连迂回到三个堡，团主力部队则由兴隆镇出发，在高家城、公易

堂方面配合二、三连与敌激战半小时，共打死打伤敌人80多人，敌

弃尸南逃，红三团尾追到玉桥、团庄，又俘敌180多人。

lo月3日 红三团四连深入什字路、牛家河扩军时，同马

鸿逵101旅301团二营六连遭遇，经过战斗，敌龟退隆德县城，我

俘敌24人。 ．

lo月4日 奉西方野战军命令，红一军团二师及骑兵二团

主力组成的左路纵队，由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治部副主任邓

小平率领到达硝河城、将台堡、兴隆镇、单家集等地，与红一军团一

师会合，共同策应二、四方面军北上。

10月6日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示在四方面军接替静
’

(宁)会(宁)段任务后，一军团主力占领固原城、硝河城、青石嘴三

点之中间地区，尽量将胡宗南和东北军向西吸引，以利我军以后行 。

动。红一方面军筹集粮草、赶制鞋袜等慰问品，准备迎接二、四方面

军。 “ ’

、

’

10月8日 9时，敌三十五师骑兵团由静宁县八里铺、阎家

庙及黄岔分两路猛攻范家沟，向我红山根△1984阵地进犯，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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