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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着隆冬逼人的寒气，记者一路前往位

于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南梁革命纪念馆。

残存的荔园堡古城墙尽头，城门巍然屹立，

这里便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

沿着斜长的步道行进，一座仿古式牌坊

肃穆静立，正中石匾上横刻着的“南梁革命

纪念馆”七个金色大字，在晨光中熠熠生辉。

1991 年至 2014 年，南梁革命纪念馆旧

馆经 4 次维修和扩建。2012 年，华池县启动

实施了新馆建设工程。2014年 9月 28日，在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 80 周年庆典活动

时正式面向公众开馆。

新、旧纪念馆里记录着刘志丹、谢子长、

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以南梁

为中心的陕甘边区根据地建立的丰功伟绩。

选出自己的好领袖

南梁革命纪念馆旧址牌坊之后，是通高

34.117 米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南梁文物保

护研究所所长朱栋告诉记者，这一高度象征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于 1934 年 11 月 7

日，标志着从这一天开始，自由、民主、平等

的旗帜插在了陕甘边的大地上。碑额上的

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永远闪耀在西北高

原 上 空 ，为 陕 甘 边 区 的 革 命 斗 争 指 引 着

方向。

碑座的东、西、北三侧分别镌刻着为创

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相继牺牲的刘志丹、谢子

长、王泰吉、杨森、杨琪等609位烈士的名字。

北展室便是陕甘边区第三次工农兵代

表大会的会议旧址。

1934 年 11 月 1 日至 6 日，就在古城内的

关帝庙里，陕甘边区规模最大的一次工农兵

代表大会在这里隆重召开，100 多名区工农

兵代表充分讨论了根据地建设的重大问题，

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土地决议案》等重要

文件，并通过无记名方式，选举产生了苏维

埃政府的领导成员，刘志丹当选军委主席，

习仲勋当选为政府主席。

早在 1934年 7月，陕甘边区特委颁布实

施《七月决议》，由习仲勋负责制定参会代表

的选举办法。

经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后，研究决定：在

陕甘边区雇农 5人中选一名代表，贫农 10人

中选一名代表，中农 20 人中选一名代表，富

农和地主没有选举和被选举权。采取这样

的民主方式，切实保证了贫（雇）农在政府中

的政治地位和组织优势，当时参会代表有

100多名。

“金豆豆，银豆豆，粒粒不能随便丢，选

好人，办好事，投到好人碗里头。”南梁革命

纪念馆讲解员刘晓凤说，在陕甘边区第三次

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与会代表们以“投豆子”

的方式选举习仲勋为政府主席。

习仲勋当选政府主席时只有21岁，被老

百姓亲切地称为“娃娃主席”。

红星在黄土高原闪耀

再往里走，便是以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

员会主席刘志丹、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习仲勋和陕甘边区第一所红色学校“列宁小

学”教员张景文为原型创作的英雄群雕。

当年，儿童团、游击队、赤卫军在刘志

丹、习仲勋等同志领导下，万众一心保卫陕

甘边区的盛大场面的雕塑，不由得将记者的

思绪引入到80多年前的峥嵘岁月里。

透过北展室陈列的瓷碗，似乎可以看到

当年代表们在这里第一次行使神圣选举与

被选举权时的盛大场面。当年关帝庙对面

的清音楼周边热烈而喜庆的氛围似乎还在。

始建于清宣统元年的清音楼，曾是古城

内的一座戏台。1934年 11月 7日，陕甘边区

苏维埃政府成立庆祝大会在这里召开。刘

志丹、习仲勋等登台演讲，宣布陕甘边区苏

维埃政府正式成立。

“当习仲勋高声宣告陕甘边区苏维埃政

府正式成立时，3000余人振臂高呼：‘中国共

产党万岁！’‘红军万岁！’‘中华苏维埃万

岁！’一时间，口号声震荡山林，经久不息。”

南梁革命纪念馆职员刘永富说。

当天下午，在荔园堡马洼子台地举行了

3000 多人参加的阅兵仪式，刘志丹、习仲勋

等边区领导现场检阅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

十六军、陕甘边游击队和赤卫军。

一杆杆迎风飘扬的红旗下，红军主力、

骑兵团、游击队等成员列队走过阅兵台，精

神抖擞，雄姿勃发，步枪、大刀、红缨枪在阳

光照耀下银光闪闪……

习仲勋在热烈的掌声中，继刘志丹之后

发表了施政讲话。他代表陕甘边区苏维埃

政府向广大人民群众表示，将进一步发展壮

大革命武装力量，继续广泛发动劳苦大众，

不断把武装斗争推向新的高潮，争取更大的

革命胜利。

政通人和集市旺

“不爱银子不爱财，光爱工农苏维埃。

不爱金子不爱钱，光爱人民好政权。”陕甘边

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当地老百姓的赞颂广

为流传。

当时，为更好开展各项工作和处理边区

日常事务，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捍卫边区

群众的胜利果实，政府设立了土地、财政、文

化、工农监察、肃反、劳动、粮食、妇女、保卫

大队以及《红色西北》报编辑部等职能部门。

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部委旧址，职能

部门的窑洞一一陈列。民主、自由、进步的

气息扑面而来。

而南梁革命纪念馆新馆里，南梁集市的

模拟重现场景,便是当时陕甘边区苏维埃政

府成立后一派繁荣的缩影。

早在 1934 年，习仲勋、张策在农村调查

中发现，南梁的集贸市场十分萧条，当地群

众的农、副、牧业中多余的产品无法销售出

去，急需的生活用品、生产资料在当地无处

购买，物资交流与外界隔绝，几乎处于停滞

状态。经过多方调查，同年7月，陕甘边区革

命委员会在荔园堡设立了南梁集市，确定每

月农历的初一、十一、二十一为集日。

“如今，南梁每五天还有一次集市贸

易，在沿用以前集日的基础上，增加了

‘逢六’这个集日，每月‘初一、初六、十

一、十六、二十一、二十六’都是集日。”

刘永富说，1983 年，南梁乡党委、政府进

行了第一轮土地承包，提高了广大农民种

粮的积极性。同时，为了传承南梁革命传

统，搞活南梁的市场经济，经当地政府批

准，在南梁街道恢复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

府在此建立的集市贸易。如今，每逢集

日，南梁街道市场交易红红火火，秉持传

承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的交易原

则，杜绝了奸商哄抬物价、制假贩假、短

斤少两的现象发生。

阎家洼子，是陕甘边上一

个再普通不过的小村庄，一个

几乎没有人知道的小地方，却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铸造了血

与火的传奇故事。

1934 年 5 月中旬，黑云压

城，暗夜如磐，穷凶极恶的国民

党反动派纠集 8 个团大举压

进，兵分八路对我南梁根据地

进行“围剿”，红军主力被迫转

移至外线作战。由于情况紧急，

红军主力转移时，留下了 60多

支长短枪、五六千发子弹、40

余套马鞍马镫，以及群众给部

队的 2000 多颗鸡蛋、数千枚铜

钱和 10余石军粮。这些宝贵的

军用物资，要委托给地下干部

和群众，分层埋藏在阎家洼子

的一个大场院边上。

大量的物资要掩埋，这里

的群众又太少，还没等掩埋停

当，两队敌军就包抄了上来。

在大场院上，敌人发现了

翻起的新土，随即挖出埋藏在

上层的粮食、鸡蛋还有马鞍、马

镫。

若是埋藏在下层的枪支弹

药再被发现,对西北红军队伍

造成的损失可就太大了，阎家

洼子全村的老百姓也将难逃厄

运。

“不准挖老百姓的东西!”

情急之下，老雇农武万有冲出

来大吼。村民随即一拥而上，

围坐在土坑里，任凭敌人拳打

脚踢，枪托捣、鞭子抽，没有一

个人因为害怕而逃离。

敌人无计可施，又对逮捕

的 6 名苏区干部施酷刑，压杠

子、灌辣椒水、用烧红的烙铁

烙，威逼他们说出游击队在哪

里，红军的枪支弹药藏在什么地方。但英雄的南梁儿女是

铁打钢铸的，他们守口如瓶，把秘密埋在心里，谁也不吐露

半个字。

恼羞成怒的敌人最终狠下毒手，他们用铡刀先杀害了

6名苏区干部，并将他们的头颅砍下来示众，用穷凶极恶的

手段威逼群众说出真相。鲜血一滴滴流下来，滴在群众的

心上。群众的眼里喷出了火，而心更像钢铁一样坚硬。敌

人继续拷打追问，但是他们连一个字都没抠出来。

敌人气得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在阎家洼子村南的山坡

上，挖了两个大坑，将搜捕的 36 名红军游击队员、苏维埃

政府干部和革命群众部和革命群众，，五花大绑推到深坑前五花大绑推到深坑前，，同样施以酷同样施以酷

刑刑，，再次威逼他们如果不交代红军物资去向和陕甘边再次威逼他们如果不交代红军物资去向和陕甘边党党

政军的情况政军的情况，，就就将他们一个个活埋将他们一个个活埋。。

任凭敌人百般折磨任凭敌人百般折磨，，英雄们始终咬紧牙关英雄们始终咬紧牙关，，严守革严守革

命机密命机密，，使敌人毫无所获使敌人毫无所获。。残忍的敌人把他们一个个残忍的敌人把他们一个个

推下坑去推下坑去，，一层一层地深埋一层一层地深埋，，然后用马匹一遍又一遍然后用马匹一遍又一遍

地踩踏地踩踏。。3636名干部就是名干部就是 3636条钢铁汉子条钢铁汉子，，敌人把他们敌人把他们

推进大坑里推进大坑里，，他们爬了上来他们爬了上来，，敌人用铁锹乱砍他们敌人用铁锹乱砍他们，，

他们还是往上爬他们还是往上爬，，双手被捆着双手被捆着，，他们就用牙咬他们就用牙咬，，用用

头撞头撞，，用脚踢用脚踢。。他们头上是血他们头上是血，，脸上是血脸上是血，，身上还身上还

是血是血，，但是他们不屈不挠但是他们不屈不挠，，挺着胸挺着胸、、昂着头昂着头，，3636 名名

苏维埃干部就像苏维埃干部就像 3636 尊钢铁铸成的雕像尊钢铁铸成的雕像，，永远屹永远屹

立在南梁阎家洼子立在南梁阎家洼子。。

在南梁荔园堡革命纪念馆，陈列着两只普通的

碗，“但这件革命文物却见证了一段珍贵的红色记

忆”。南梁革命纪念馆讲解员刘晓凤说，这要从 87

年前的一次会议说起。

1934 年的初冬，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

命根据地决定筹建苏维埃政府，组织起根据地的社

会经济建设。可是，到底该怎么建呢？要知道，那

时根据地老百姓的整体文化水平还是很落后的，而

且黄土高原上，沟沟壑壑的，交通很不方便，于是有

些同志就提出：这种情况，搞什么选举？要什么民

主？可刘志丹认为，人民的政府一定要由人民群众

自己来选，他坚持投票选举。为此，他们想到了一

个很特别的方法。

1934年 11月 1日至 6日，陕甘边区第三次工农

兵代表大会在荔园堡隆重召开。11月 4日，举行正

式选举。“100多位代表参加了选举，他们手里没有

选票，但每个人却都握着一颗黑豆。”刘晓凤说，为

什么要用投豆子的方式呢？因为很多老百姓都不

识字，所以他们选谁就在谁的碗里投一粒豆子，当

时老百姓这样说：“金豆豆，银豆豆，粒粒不能随便

丢，选好人办好事，投到好人碗里头。”

那 100多双手有的结满了老茧，有的指缝里还

留着泥土，他们都是深爱着这片土地的人们，而手

中的那一颗颗黑豆，是他们的一个个心声，一份份

希望。“在大会主持人的组织下，100多位代表按顺

序走上了主席台，把手里的黑豆郑重地投进了碗

里。我在想，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心情一定是紧张

的，或许还有着更多的激动。小小的黑豆就这样被

赋予了生命的力量，只是长出来的不是庄稼，而是

一个属于人民自己的政府。”刘晓凤说。

在这次会议上，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

政府主席，那年他只有 21 岁，老百姓亲切地叫他

“娃娃主席”。而他也深深地知道，这碗里装着的黑

豆是人民群众满满的信任，自己所能给予这份信任

最好的回馈，就是实实在在为人民群众的利益去工

作。在担任主席期间，他主持发行边币、组建集市、

创建学校，这桩桩件件的事情，都办到了老百姓的

心坎里。后来，毛泽东主席更是称赞习仲勋是“一

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习仲勋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里。后来，在

担任环县县委书记期间，他始终坚持和人民群众

打成一片，一起吃糜子面窝头窝头，，一起住简陋的窑一起住简陋的窑

洞洞，，而这份真心和付出换来的是老百姓的追随和而这份真心和付出换来的是老百姓的追随和

拥护拥护，，甚至在敌人威胁的情况下甚至在敌人威胁的情况下，，群众自觉守在习群众自觉守在习

仲勋住的窑洞门口仲勋住的窑洞门口，，为他站岗放哨为他站岗放哨。。这种一心为这种一心为

民民，，面向群众的工作路线正是南梁精神的根基面向群众的工作路线正是南梁精神的根基，，更更

成为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群众路线的成为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群众路线的

重要组成部分重要组成部分。。

延安赵军延安赵军：：南梁的历史不容忽视南梁的历史不容忽视，，希望希望

国家加大国家加大保护力度保护力度，，把南梁的红色历史资源把南梁的红色历史资源

保护得更好保护得更好。。

兰州张峰兰州张峰：：今天和同事来到南梁接受革今天和同事来到南梁接受革

命传统教育命传统教育，，感觉南梁这块革命圣地在中国感觉南梁这块革命圣地在中国

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宁县刘永宁县刘永：：南梁革命纪念馆气势恢宏南梁革命纪念馆气势恢宏、、

规模浩大规模浩大，，里面的展品很精细里面的展品很精细，，充分体现了充分体现了

中央对革命圣地的重视中央对革命圣地的重视。。

河北刘珊河北刘珊：：南梁是革命老区南梁是革命老区，，年轻人应年轻人应

该去看看该去看看，，红色旅游建设得很不错红色旅游建设得很不错，，基础设基础设

施很好施很好，，而且是免费的而且是免费的。。

华池王志明华池王志明：：南 梁 革 命 纪 念 馆 气 派 宏南 梁 革 命 纪 念 馆 气 派 宏

大大，，馆内资料翔实馆内资料翔实，，主题突出主题突出，，参观展览犹参观展览犹

如上了一堂生动的党史课如上了一堂生动的党史课。。

观众朱佳木观众朱佳木：：永远铭记刘志丹永远铭记刘志丹、、习仲勋习仲勋

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中国革命建立的丰功伟绩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中国革命建立的丰功伟绩。。

观众张庆庆观众张庆庆：：革命前辈艰苦奋斗奠定了革命前辈艰苦奋斗奠定了

今日盛世今日盛世，，后继者要做革命传统接力人后继者要做革命传统接力人。。

老挝国家政治行政学院副院长沙姆通老挝国家政治行政学院副院长沙姆通：：

很高兴来到中国南梁这片神奇伟大的革命圣很高兴来到中国南梁这片神奇伟大的革命圣

地地，，老挝同志谨向中国革命先驱致敬并学习老挝同志谨向中国革命先驱致敬并学习

你们不怕牺牲的崇高的革命精神你们不怕牺牲的崇高的革命精神！！

美国美国 pany:pany: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希望得到更多的宣传希望得到更多的宣传，，让中国人都知道这一让中国人都知道这一

段宏伟壮阔的历史段宏伟壮阔的历史。。

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心里
本报记者 李琛奇 赵 梅

在南梁荔园堡革命纪念馆陈列着两只普通的碗，老百姓通过往碗

里投豆子的方式选举习仲勋为政府主席。

本报记者 赵 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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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豆豆银豆豆，投到好人碗里头”
本报记者 李琛奇 赵 梅

航拍南梁革命纪念馆。 南梁革命纪念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