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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缨 在 手 缚 苍 龙长 缨 在 手 缚 苍 龙
本报记者 许 凌 拓兆兵

六版责编 张 虎 来 洁 七版责编 董庆森 林 蔚 视觉统筹 高 妍 倪梦婷

隆冬六盘，滴水成冰。走进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村，记者推开一扇布满弹孔的门板，屋内桌子上保留至今的旧钟表见证了一个在当地家喻
户晓的历史时刻。1935年10月，毛泽东在单家集陕义堂清真寺，与阿訇马德海促膝长谈。“单家集夜话”种下了民族团结的种子，留下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岁月如歌，沧海桑田。无论是单家集夜话的烛光，青石嘴战斗的枪声，还是将台堡红军大会师的欢腾，这段历史铸就的红色基因已深深融入宁夏各民族
群众的血脉中。

六盘山六盘山、、将台堡是红军长征将台堡是红军长征

这一伟大史诗的重要见证这一伟大史诗的重要见证。。

六盘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六盘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

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在这里在这里

毛泽东写下著名的毛泽东写下著名的《《清平乐清平乐··六盘六盘

山山》，》，发出发出““今日长缨在手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何时缚

住苍龙住苍龙””的豪迈感叹的豪迈感叹；；将台堡是红将台堡是红

军长征最后一次会师地军长征最后一次会师地，，标志着标志着

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在中在中

国共产党成立国共产党成立 100100 周年即将到来周年即将到来

之际之际，，记者再上六盘山记者再上六盘山、、重访将台重访将台

堡堡，，感受那段红色时光感受那段红色时光，，重温长征重温长征

精神精神。。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

次次，，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

为安的关键为安的关键。。长征的胜利表明长征的胜利表明，，

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工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工

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

顽强的生命力顽强的生命力，，是一支不可战胜是一支不可战胜

的力量的力量。。红军长征不仅创造了可红军长征不仅创造了可

歌可泣的战争史诗歌可泣的战争史诗，，而且铸就了而且铸就了

伟大长征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在新时代，，传承传承

伟大长征精神伟大长征精神，，从长征精神中汲从长征精神中汲

取发展力量取发展力量，，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加快推进高质量发

展展，，对宁夏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对宁夏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意义。。

——坚定正确道路坚定正确道路，，把初心把初心

使命贯穿于高质量发展始终使命贯穿于高质量发展始终。。为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命。。作为西部欠发达省份作为西部欠发达省份，，推动推动

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破解发展不平衡破解发展不平衡、、不不

充分问题充分问题，，对宁夏来说可谓是一对宁夏来说可谓是一

次次““新长征新长征””。。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武装头脑义思想武装头脑，，树立敢于胜利树立敢于胜利、、勇于涉险过关的勇气和担勇于涉险过关的勇气和担

当当，，奋力走好新时代宁夏高质量发展的长征路奋力走好新时代宁夏高质量发展的长征路。。

——坚持创新发展坚持创新发展，，把求真务实贯穿于高质量发展始把求真务实贯穿于高质量发展始

终终。。翻越六盘山翻越六盘山，，红军胜利大会师红军胜利大会师，，这不仅是战胜敌人这不仅是战胜敌人、、赢赢

得胜利得胜利、、实现战略目标的过程实现战略目标的过程，，而且是联系实际而且是联系实际、、创新理论创新理论、、

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当前当前，，西部地区要想西部地区要想““弯道超车弯道超车””，，唯唯

有不断创新有不断创新。。宁夏要坚持把创新驱动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第宁夏要坚持把创新驱动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第

一动力一动力，，着力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全力建设西部地区转型全力建设西部地区转型

发展先行区发展先行区。。

——坚持民族团结坚持民族团结，，把共建共享贯穿于高质量发展始把共建共享贯穿于高质量发展始

终终。。从从 19351935年六盘山脚下的年六盘山脚下的““回汉一家亲回汉一家亲””，，到到 19581958年宁夏年宁夏

回族自治区正式成立回族自治区正式成立，，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族人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族人

民风雨同舟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血脉相通、、生死与共生死与共。。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宁宁

夏要坚持把共享共建贯穿于高质量发展始终夏要坚持把共享共建贯穿于高质量发展始终，，按照习近平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总书记提出的““建设西部重要生态屏障建设西部重要生态屏障””重要指示要求重要指示要求，，把把

宁夏打造成祖国西部最亮丽的生态名片宁夏打造成祖国西部最亮丽的生态名片。。

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我们仍我们仍

然呼唤长征精神然呼唤长征精神。。在实现宁夏高质量发展的在实现宁夏高质量发展的““新长征新长征””

路上路上，，全体宁夏人民必将团结一致跟党走全体宁夏人民必将团结一致跟党走，，走向新的走向新的

胜利胜利。。

19351935 年年 1010 月月，，毛泽东带领中央红军翻毛泽东带领中央红军翻

越六盘山越六盘山，，开启了中国革命奠基大西北的新开启了中国革命奠基大西北的新

篇章篇章，，六盘山因此被誉为六盘山因此被誉为““胜利之山胜利之山””。。一首一首

激扬豪迈的激扬豪迈的《《清平乐清平乐··六盘山六盘山》》从这里传遍全从这里传遍全

国国，，走向世界走向世界。。19361936年年 1010月月，，红一红一、、二方面军二方面军

在六盘山西麓的将台堡胜利会师在六盘山西麓的将台堡胜利会师，，标志着红标志着红

军长征胜利结束军长征胜利结束。。

六盘山是我国西部重要的生态屏障六盘山是我国西部重要的生态屏障，，也也

是宁夏一道亮丽的风景带是宁夏一道亮丽的风景带。。

19851985 年年，，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在

六盘山巅修建了红军长征纪念亭六盘山巅修建了红军长征纪念亭。。20052005 年年，，

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落成并向公众开放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落成并向公众开放。。

20132013 年年，，六盘山景区建成六盘山景区建成 22..55 公里的红公里的红

军小道军小道，，以以 200200 多件雕塑再现了长征途中多件雕塑再现了长征途中

的的 1818 个重要历史场景个重要历史场景。。沿红军小道拾级而沿红军小道拾级而

上上，，游客可以用脚步丈量长征历程游客可以用脚步丈量长征历程，，用心灵用心灵

感悟长征精神感悟长征精神。。

20162016年年，，六盘山景区推出了六盘山景区推出了““走一次长征走一次长征

路路、、重温一次入党誓词重温一次入党誓词、、唱一首红歌唱一首红歌、、读一次读一次

长征史长征史、、上一堂信念课上一堂信念课、、吃一顿红军餐吃一顿红军餐””为主为主

题的题的““六个一六个一””红色体验活动红色体验活动。。以徒步登山锤以徒步登山锤

炼体魄炼体魄，，用长征精神塑造灵魂用长征精神塑造灵魂，，成功地把观光成功地把观光

游游、、参观展览升级为深度参与体验游参观展览升级为深度参与体验游，，得到了得到了

周边党校周边党校、、干部学院和社会各界的认可干部学院和社会各界的认可。。

近年来近年来，，六盘山景区不断加强营造红六盘山景区不断加强营造红

色氛围色氛围，，增强游客的参与度和体验度增强游客的参与度和体验度。。未未

来来，，六盘山要以红色为龙头六盘山要以红色为龙头、、绿色为依托绿色为依托、、

文化为灵魂文化为灵魂，，不断挖掘不断挖掘““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到长城非好汉””

的革命精神内涵的革命精神内涵，，建设六盘山长征精神研建设六盘山长征精神研

学基地学基地，，用六盘山故事照亮初心用六盘山故事照亮初心，，让更多游让更多游

客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力量客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力量，，在新长征路上在新长征路上

起锚扬帆起锚扬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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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势险要，沟壑纵横，盘旋曲折。沿着盘

山路蜿蜒前行，记者驱车来到六盘山脚下的

一个村镇。街上车水马龙，店铺林立，不远处

的清真寺前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这就是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的单

家集村。”西吉县文化馆馆长刘成才说完就

介绍起六盘山来，“这是中央红军长征途经

的最后一座高山。”

1935 年 9 月 20 日，北上的红军一、三

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在甘肃岷县哈达铺改

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并根据革命

形势作出了声东击西、佯攻天水，北上陕

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10 月 5 日，中国

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所辖三个纵队 7000 余人

兵分两路继续向陕北挺进。为了阻止中央红

军北上，敌人调重兵在六盘山一带重重设

防。10 月 7 日，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

堵截，毛泽东运筹帷幄，果断指挥红军翻越

了六盘山。

“‘一夜话’‘一战役’‘一首词’‘一

会师’勾勒出了六盘山的红色历史记忆。”

固原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苏明珠说，“一

夜话”是指 1935 年 10 月 5 日夜，毛泽东拜访

阿訇马德海，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阐明

党和红军尊重回族习俗，倡导民族团结，促

进民族平等等政策；“一战役”是指红军向六

盘山挺进途中，在青石嘴打的一场迂回歼敌

的胜仗；“一首词”是指毛泽东在六盘山主峰

即兴吟出的《长征谣》，经润色修改后即著名

的《清平乐·六盘山》，发出了“今日长缨在

手，何时缚住苍龙”的豪迈感叹；“一会师”

是指 1936 年 10 月 22 日和 23 日，红二、红六

军团分别在将台堡、兴隆镇同红一方面军

会师。

很多来六盘山的人都有这样一个疑问：

为什么说六盘山是胜利之山？

“其一，六盘山是红军长征翻越的最后一

座高山，从此红军摆脱了国民党重兵的围追

堵截。其二，将台堡红军大会师标志着中国

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其三，

甘南腊子口战役后，红军领导层对下一步向

何处去的思路不太统一，毛泽东在哈达铺的

战利品中发现一份《大公报》，从中获悉陕北

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毛泽东果断决定红

军翻越六盘山，向陕北苏区汇聚。革命实践

证明，这条道路果然使红军实现历史性转折，

走向了胜利。”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

室文献编辑处处长薛志达说。

六盘山既是胜利之山，更是红色之山。

走进将台堡的三军会师纪念馆，人们都会在

展厅“回汉兄弟亲如一家”的红色条幅前伫立

观看。1935年8月15日，由程子华、徐海东率

领的红二十五军一到单家集就宣布“三大禁

令、四项注意”，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住

在王河村的一名红军伤员，发现当地马铃薯

品质高，于是手把手教村民做粉条，从此这里

有了致富产业。直到今天当地人还亲切地称

粉条为“红军粉”。刘成才说，红军与少数民

族兄弟结下坚如磐石的友谊，民族团结注入

了我们的红色基因。

宁夏南部的六盘山区山大沟深，生态环

境脆弱，是我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

一，也是宁夏扶贫的主战场。

几十年来，为了帮助老区人民摆脱贫

困，国家作出东西部协作扶贫的重大决策，

先后实施“三西”地区农业建设等重大项目；

宁夏各级党委、政府发扬长征精神，把六盘

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放在心

上，强力推进“千村扶贫”开发工程、“易地扶

贫搬迁”。几十年后，今天的宁夏六盘山区

已脱胎换骨，旧貌换新颜。

“近些年，不仅是单家集，整个兴隆镇都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吉县兴隆镇党

委书记慕夙介绍说，全镇3000多户村民大力

发展种植养殖业，户均 10 亩青贮玉米、5 头

牛，外加发展商贸物流，截至2020年，户均年

收入已过万元，25%的农户家买了小轿车。

在兴隆镇王河村，村民马正龙告诉记

者：“我们祖孙三代人都靠制作‘红军粉’养

家糊口，一年能卖近 500 吨，净收入能达到

20 万元。我们村直到现在都很感激当年红

军为我们留下这门手艺。”

“在六盘山红色文化的激励引领下，当

年红军所到之处已发展成为西北重要的马

铃薯生产基地，50 万亩冷凉蔬菜畅销广州、

香港，‘六万闽商支宁来’建成的各类闽宁产

业园欣欣向荣。”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

固原市委书记张柱说，自上世纪80年代启动

生态移民和脱贫攻坚工程以来，已累计搬迁

110多万人，当地贫困发生率实现大幅下降。

六盘山上红旗招展

②②

胜利之山青史留名

摆脱贫困山川巨变

在新长征路上起锚扬帆
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馆长 余清军

图① 位于固原市境内六盘山

巅的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

（资料图片）

图② 位于将台堡红军长征会

师纪念园内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

台堡会师纪念碑。

新华社记者 冯开华摄

①①

游客在宁夏西吉县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内的三军会师纪念馆里参观游客在宁夏西吉县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内的三军会师纪念馆里参观““回汉兄弟回汉兄弟

亲如一家亲如一家””锦匾锦匾（（复制品复制品）。）。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罗晓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