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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肃庆阳市华池县东北部，陕、甘交界子

午岭的梢山中，有一个闻名遐迩的红色革命根

据地——南梁。雪落陇东，天蓝地净，日前，记

者来到这个群山环绕的小镇。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习

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南梁为中心，创

建了拥有20多个县级红色政权的陕甘边革命根

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国内二次革命战争

后期我党“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为长征中

的党中央和各路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八路军

北上抗日提供了出发点，具有“两点一存”的重

要历史地位。

战火硝烟中诞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陕甘地区饥民近百万，数百公里草根、树皮

皆已食尽……”南梁革命纪念馆里，讲解员刘晓

凤指着一幅幅记录着二十世纪初列强入侵，军阀

混战，陕甘地区连年大旱，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

中生活场景的黑白照片告诉来访者，“有压迫就

有反抗，革命的火种在陇东大地悄然而生”。

1927年 7月，中共陕西省委成立。8月 7日，

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

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10 月，谢子长等共产党

人领导发动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

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1929 年起，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先后到

陕甘边一带开展武装斗争。1930 年至 1932 年，

先后组建南梁游击队、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

队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

在中共陕西省委遭到破坏、红二十六军第

二团南下失败和照金苏区陷落的危急时刻，

1933 年 11 月 3 日至 5 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

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

席会议，确定了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

师，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等

战略决策。

会后，刘志丹率领恢复后的红二十六军进

军南梁，扫荡陕甘边界的反动地主武装。习仲

勋、张策等深入南梁一带的山区农村，访贫问

苦，扎根串连，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建立农

民联合会、贫农团、赤卫军等组织。

至 1934 年初，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

根据地初具规模。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红四

十二师党委在南梁荔园堡召开会议，决定成立

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

“1934年 2月 25日，南梁一带的贫苦农民代

表在小河沟的四合台村选举产生了以习仲勋为

主席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这标志着以南梁

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土地革

命在南梁革命根据地蓬勃地开展起来。”南梁革

命纪念馆馆长夏世鹏说。

在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边区军民粉碎了

敌人多次进攻和“围剿”，壮大了革命力量，使根

据地由华池扩展到甘肃庆阳市的合水、庆城、正

宁、宁县和陕西的旬邑、靖边等十八个县。

“十大政策”推动苏区巩固和发展

“三月里来是清明，边区的主席是习仲勋，

领上我们闹革命，挖掉了苦根，翻了身……”华

池县城壕镇余家砭村村民李世刘演唱的这首信

天游，在南梁革命纪念馆上空久久回荡。

1934年11月1日至6日，陕甘边区第三次工

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大会选举成立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刘志丹任军委

主席，习仲勋当选政府主席。11月 7日，陕甘边

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庆祝大会在南梁荔园堡举行，

这标志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正式成立。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不久，为确保

革命安全，适应革命形势，军委和政府机关迁回

寨子湾。同时，边区人民采用民主方式选举产

生了 23 个苏维埃县级政权及领导人员，使陕甘

边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府进一步发展壮大。

当年，为了有力支援革命战争，进一步巩固

发展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建设，陕甘边区苏维埃

政府领导贫苦农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

斗争，从南梁苏区开始向广大根据地推开。

“没收地主及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

加劳动的可以分地；分川地不分山地，因为山地

很多没有人种，川地也是一年休耕一年；田、苗

一齐分……”在南梁革命纪念馆旧址的土地委

员会窑洞，悬挂着当时土地政策的各项内容。

为推动陕甘边苏区的全面建设，陕甘边区

苏维埃政府制定并颁布实施了包括土地、财政

粮食、军事、统一战线、民政劳资、文化教育、知

识分子、肃反、廉政、社会政策“十大政策”，极大

地活跃了边区经济，开辟了南梁革命根据地全

面巩固和快速发展的新局面。

随后，在数次反“围剿”斗争中，陕甘边革命根

据地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片，发展成为拥有30

多个县、百万人口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也成为土地

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为

长征中的党中央和各路红军提供了落脚点。

南梁精神激励谱写新时代新篇章

南梁革命纪念馆对面的街道便是南梁集

市。逢集之日，道路两旁摆满了蔬菜、水果、肉

蛋及各类农具，集市上人头攒动，甚是热闹。

“今天红火的集市贸易，倾注着80多年前陕

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智

慧和汗水。”南梁革命纪念馆职工刘永富说。

“当年，随着‘十大政策’的实施，陕甘边根

据地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崭新面貌，老百姓当家

作主，政通人和，‘只见公仆不见官’。这是‘面

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的南梁

精神中‘面向群众’的最好解读。”刘永富说。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军民在长期艰苦卓绝的

斗争中，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南梁精

神”，它传承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又为延安

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本土实践基础。

1937 年 9 月 6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边

区人民响应党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

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为保卫陕甘

宁边区、保卫党中央、支援抗战作出了重大贡

献，使陇东成为抗日前线物资供应的大后方。

走进新时代，南梁精神以它巨大的凝聚力

和感召力，激励着庆阳老区人民奋勇前进，再创

辉煌。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南梁精神的激励和

指引下，南梁镇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培育

富民产业，全镇经济发展、脱贫攻坚成效显著，

谱写了新时代的新篇章。

南 梁 精 神 是 刘

志丹、谢子长、习仲

勋等西北共产党人

在创建以南梁为中

心的陕甘边革命根

据地的斗争中形成

的革命精神，是我党

革命精神和中华民

族精神的重要组成

部分。

面向群众是南梁

精神的根基所在。在

南梁革命根据地创建

和发展过程中，陕甘

边共产党人始终与人

民群众打成一片，与

人民群众建立深厚的

情感，赢得了广大人

民 群 众 的 支 持 和 拥

护。陕甘边区苏维埃

政府颁布的“十大政

策”深得民心。1934

年 5 月，在南梁阎洼

子，为了保守红军和

政府的秘密，42 名干

部和群众被敌人残忍

杀害。他们悲壮的英

雄事迹，是我们党和

南梁革命根据地人民

血 浓 于 水 的 真 实

写照。

坚 守 信 念 是 南

梁 精 神 的 核 心 力

量 。 陕 甘 边 共 产 党

人 始 终 胸 怀 远 大 的

共产主义理想，面对

挫折失败，丝毫没有

动 摇 革 命 信 念 。 朱

德曾说：“刘志丹自大革命起直到为党牺牲，均

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以不同方式组织革命军

队，虽屡经失败，但他百折不回，至死不变，垮了

再来，再垮再来，这种精神和毅力是建军的基本

条件。”这一评价，既是对刘志丹的高度赞扬，也

是对南梁精神的最好诠释。

顾全大局是南梁精神的特质体现。在艰苦

的革命斗争中，陕甘边共产党人胸怀博大，忍辱

负重，严于律己，尽一切努力维护部队的团结，

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使南梁革命根据地得以

创建和发展。

求实开拓是南梁精神的精髓。陕甘边共产

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陕甘革命实

际相结合，坚持走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道

路，在建立革命武装、创建根据地、开展游

击战争、实行统一战线、加强党的建设等

各个方面都有创新性发展。

南梁精神传承历史，展现未来，顺应

时代。南梁革命纪念馆以弘扬践行南

梁精神为己任，充分利用南梁资源优

势，加大革命遗址遗迹开发保护利用

力度；创新宣教体验新形式，推进南梁

精神文化“六进”。2021年，时逢建党

100 周年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

立 87周年，南梁革命纪念馆着力推

动“五个一”工程：创办一部精品文

化馆刊《红色南梁》，打造南梁精神

宣传新载体；整理出版一册《南梁

红色故事》辑，凝聚南梁精神宣传

新形式；每年举办一场南梁革命

根据地史学术研讨会，形成南梁

精神宣传新模式；拍摄一部展示

陕甘历史的文献纪录片《南梁》，

提升南梁精神宣传新高地；编排

一台独具南梁文化底蕴的情景

剧目《初心南梁》，创新南梁精神

宣传新手段。不断扩大南梁红

色文化感染力，点亮南梁精神之

光，自觉用新时代南梁人的崭新

风貌向党献礼。

闪 闪 红 星 耀 南 梁
本报记者 李琛奇 赵 梅

穿行于山大沟深的南梁镇，黄土地

上的一孔孔窑洞似乎都在诉说着战火

中的沧桑岁月。“面向群众、坚守信念、

顾全大局、求实开拓”，这里的每一个地

方，每一个场景，甚至每一个人，都在生

动诠释着它的深刻内涵。

“听见白军来，粮食地下埋，干柴推

下崖，缸水倒在外，水窖盖起来，渴死狗

狼豺。听见红军来，有米也有柴，杀猪

把羊宰，缝衣又补鞋。军民情似海，血

肉分不开。”从这首在南梁老区广为流

传的红色歌谣《听见红军来》中，可以清

楚看出边区开展群众工作的丰硕成果。

这一切离不开刘志丹、谢子长、习

仲勋等革命前辈长期以群众为重，创造

性开展群众工作的不懈努力。

一心为民、执政为民是南梁政府和

陕甘边红军的根本宗旨，他们始终把坚

持领导人民群众建立工农民主政权、争

取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奋

斗目标。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制定

的“十大政策”来源于群众，又以服务群

众为出发点，内容十分全面，措施相当

完备，十分契合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实

际，深受群众欢迎。随后广泛深入开展

的土地革命、经济建设和游击战争，开

辟了南梁革命根据地全面巩固和快速

发展的新局面，根据地呈现欣欣向荣的

崭新面貌，老百姓当家作主，政通人和。

“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所有的一切都在证明，南梁革命根据地

党和红军、苏维埃政府一心为民的英勇

奋斗和执政为民的无私奉献，赢得了人

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坚决支持。人民群

众不仅积极投身革命斗争，倾力支持红

军和苏维埃政权，而且不惜用鲜血与生

命保卫党和红军、红色政权和革命成果。

唯有面向群众才能赢得民心，始终

把争取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

为奋斗目标，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以

生存发展的根源所在，也为完善党的群

众路线作出了特殊贡献。

南梁精神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现

在和未来。

面向群众才能赢得民心
赵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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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南梁革命纪念馆内的红二十六军二

团成立情景。 鲍子文摄

图② 南梁革命纪念馆内的习仲勋塑像。

本报记者 李琛奇摄

图③ 抗日大学第七分校校部遗址。

王文彪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