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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陕甘宁边区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中国工农红军（后改称八路军）冲破重重阻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
发点。
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的土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并取得全面胜利
。
陕甘宁边区是全国人民敬仰的革命圣地。
    革命老区盐池县，是陕甘宁边区所辖23个县中地处宁夏的唯一一个县，是陕甘宁边区的西北门户和
前哨阵地。
从1936年到1949年的14年间，勤劳勇敢的盐池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于奉
献、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抗击日寇、歼灭顽敌、开展大生产、踊跃支前⋯⋯从人力、物力、财力上
全面支援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宁夏和全中国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伟大贡献。
这段光荣历史应当大书特书，永载史册，使之成为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
    张树林、张树彬兄弟俩是我中学时代的同窗好友。
他们钟情革命历史、热爱家乡，长期以来不辞辛劳，搜集了大量革命史料，认真整理，悉心研究，撰
写出不少革命回忆录和理论文章，为弘扬盐池县红色历史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和陕甘宁边区成立75周年之际，张树林被评为盐池县十大突出贡献人物。
张树林、张树彬兄弟经数载努力，广征博采，去芜存菁，饱含激情地编著了以全面反映盐池县革命历
史为内容的《红色记忆——走进革命老区盐池》一书。
这对于弘扬盐池县的红色历史文化、对于“存史、资政、育人”，都具有重要意义，可喜可贺。
    《红色记忆——走进革命老区盐池》一书内容丰富，结构合理，资料翔实，文字表述朴实无华、简
洁准确、通俗流畅。
称得上是一部融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为一体的革命史书，也是研究地方党史、革命史难得的参考
资料。
    盐池县是我的故乡。
我深深地热爱生我养我的这片热土，对家乡的革命历史更是情有独钟。
《红色记忆——走进革命老区盐池》的作者送来书稿请我作序，我感到十分高兴。
有幸先睹为快，联想到青少年时期在家乡听到父辈们讲述的许许多多的革命故事，现仍感慨颇深。
    略述数语，权以为序。
借该书出版发行之际，我衷心祝愿盐池县人民继续发扬“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革命精神，高歌猛进，
谱写老区历史新华章。
    宁夏社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宁夏国史学会会长、    宁夏山区发展促进会会长、盐池县革命老区发
展促进会会长    2012年5月于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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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树林、张树彬编著的《红色记忆——走进革命老区盐池》内容简介：
1949年10月，毛泽东在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复电中，语重心长地说：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1936年到1948年曾经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
。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
”
《红色记忆——走进革命老区盐池》讲述盐池县是陕甘宁边区的西北门户和前哨阵地。
在1936年到1949年的14年间，盐池县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三个历史阶段。
勤劳朴实的盐池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丁奉献、不怕牺牲的延安精神，抗
击日寇，歼灭顽敌，开展大生产，踊跃支前⋯⋯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全面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
争和解放战争，为宁夏和全中国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伟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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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树林，宁夏盐池县人，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长期从事地方史志编研工作，副研究员职称。
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宁夏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宁夏作家协会会员，宁夏诗词学会会员；陕
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特约研究员，宁夏地方史志专家库成员。
曾荣获全国党史工作先进工作者及宁夏地方史志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2005年退休，现住银川市兴庆区，仍以笔耕为乐。
 张树彬，宁夏盐池县人，1948年出生，毕业于宁夏大学历史系。
中共党员，中学高级教师。
系宁夏作家协会会员，宁夏诗词学会会员。
曾与其兄张树林合著出版长篇传记文学《马鸿逵传》《红旗漫卷西风》等。
在区内外各类报纸、杂志发表散文、小说、戏剧、诗词等文学作品以及教学论文和党史、地方历史文
化论文二百余篇（首）。
并结集出版了杂谈文集《地方文化探微》。
作品多次获区、市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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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从1930年至1935年，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的陕北红
军分别发展成为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创立了陕甘边、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
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书记崔田夫代理）和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成立，实现了
两个苏区党组织和两支红军的统一领导。
两个苏区连成一片，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人口90万，发展和巩固了20多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红军扩大
到5000多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多人。
成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保留下来的、由共产党领导的唯一一块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在这一时期，盐池县有的人（如白凤魁等）因为经商或赶脚（畜力运输），经常来往于陕北与盐池之
间，并与陕北红军有接触，受到一定的革命影响。
 1935年9月15日，由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二十五军转战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与陕北红二十六
、二十七军会合。
18日，在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合组的陕甘晋省委主持下，合编为红十五军团。
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
军团设司令部、政治部、经理处、卫生部、交通队和手枪团，下辖3个师：七十五师由二十五军改编
，师长韩先楚；七十八师由二十六军改编，师长杨森；八十一师由二十七军改编，师长贺晋年。
全军团共7000余人。
 随着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的鄂豫皖省委，在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的代表团（由朱理治、聂洪
钧、程子华3人组成）主持下，改组了以刘志丹为首的中共西北工委的领导机构，重新组成陕甘晋省
委，由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
省委几个热衷于搞“肃反”的人，因为在鄂豫皖受张国焘的极“左”路线影响很深，到陕北之后，利
用他们所获取的权力，又重新搞起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
他们逮捕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明方等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
原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地方县以上干部几乎无一幸免被抓，有240多人被枪毙或活埋。
一时间陕北苏区乌云满天。
一些原先被陕北红军震慑住的反革命武装，又趁机猖狂地向苏区反扑过来。
在三边发生了金林、宗文耀、宋文华投敌叛变的“赤安事变”。
赤安县（原保安县）10个区，先后有7个叛变。
当地党的革命干部和党中央派往三边成立三边特委的谢维俊等领导干部，共有200多人被残酷杀害。
陕甘苏区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一方面军，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吴旗镇
。
中共中央到达后，当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及时纠正了陕北的“肃反”错误，将刘志丹、
高岗等被捕人员全部释放、平反，恢复名誉，使陕北根据地的局势转危为安。
从此，党中央把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了西北。
陕北革命根据地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日后八路军抗日的出发点。
11月月初，中共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今子长县城）。
11月3日成立了新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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