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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映红船邮映红船 永放光芒永放光芒

□ 周洪林

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

路 106 号（今兴业路 76 号）召开。7 月 30 日晚，因遭

密探闯入代表们被紧急转移到浙江嘉兴的南湖，在

一艘游船上完成了最后一天的会议，宣告了中国共

产党的诞生。

小小红船承载的是中国红色革命精神和信仰，浓

缩的是百年大党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走向辉煌的艰辛

历程。首次登上“国家名片”的红船，是 1991 年 7 月 1
日发行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纪念邮票的第

1枚（图一）,邮票画面为“嘉兴南湖革命纪念船”；1999
年 12 月 29 日发行的《世纪交替千年更始——20 世纪

回顾》纪念邮票的第 3枚“中共诞生”，邮票图案为“南

湖红船”（图二）；2007 年 10 月 15 日发行的《中国共产

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邮票的第 1 枚：中共

“一大”会址（图三），该枚邮票将“南湖红船”与上海

中共“一大”会址并列、叠印设计，画面中的“南湖红

船”，以黑白木刻的版画艺术形式展现于邮票的近景

位置；2011 年 6 月 22 日发行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

周年》纪念邮票的第 1 枚“开天辟地”（图四），背景为

“南湖红船”画面；2014 年 9 月 20 日发行的《中国梦

——民族振兴》特种邮票的第 1枚“政治文明”（图五）,
邮票图案由包括“南湖红船”在内的建党治国元素组

成；2017年 10月 18日发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纪念邮票的第 1 枚“不忘初心”（图六）,
邮票图案背景为新华门、嘉兴南湖红船和延安宝塔

山，代表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的不同阶段，并用曲折

的暖色带把它们加以贯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

到今天的伟大历程；2018年 7月 1日发行的《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个性化邮票（图七），该枚邮票中的“南湖红

船”在和平鸽的簇拥下，正在历史长河中乘风破浪，傲

然前行，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断把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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岷县政协文史资料
《岷县民间文化丛书》出版发行

近日，由岷县政协整理编撰的《岷县民间文化丛书》出版发

行。《岷县民间文化丛书》包含15个分册，共400余万字，3800余帧

图片，丛书涵盖岷县典籍名人、方言俗语、民间故事、花儿留韵、地

名姓氏、传统建筑、遗址遗存、雕塑壁画、民间音乐、传统武术、剪

纸艺术、诗词楹联、翰墨集萃等20多个门类。该丛书以民间文化

为载体，图文并茂，内涵丰富、视觉独特，体量浩大，富于创新，是

研究岷县民间文化的“百科全书”。

该丛书在编纂过程中，始终坚持高标准、高起点、高质量的要

求，严格遵循政协文史工作“三亲”原则，先后十多次组织召开丛

书编纂座谈、协调推进会议。作者通过采访民间艺人、征集史实

史料、拍摄史料照片，足迹踏遍全县乡镇村落。

岷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孕育了闻名中外的马家窑文

化、寺洼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滋养和造化了绚丽多彩的民

间艺术。近年来，岷县县委、县政府立足县情实际，抢抓发展机

遇，大力实施“文旅兴县”战略，全县文化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

现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项、国

家级6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5名，国家级非遗项目数位列全国

第二。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5项、市级57项、县级81项，这些

文化瑰宝不仅滋养了岷县的民间艺术，也为《岷县民间文化丛书》

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通讯员：马爱军 安婷）

彭绍辉（1906.09－1978.04），湖南省湘

潭县韶山人，战争期间不幸失去左臂，人

称“独臂上将”。他英勇善战、不怕牺牲，

自学成才、笔耕不辍，以身作则、严于家

教，被毛泽东赞誉为“红军部队培养出的

独特人才”。

抗大，全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

大学”，1936年 6月在陕北瓦窑堡成立，时

称“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 年更

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1941年 7月，抗大总校在山西省兴县李家

湾以一二〇师教导团为基础，创办了抗大

七分校，并附属一所陆军中学，共有学员

2000多人。

1943 年 1月，中央军委决定抗大第七

分校及所属陆军中学、河北省灵寿县抗大

第二分校附中开赴甘肃陇东地区，组建新

的抗大第七分校，就地办学。彭绍辉带着

抗大第七分校及所属陆军中学的 2000 多

名师生，携带镢头、枪杆、笔杆“三件宝”，

历经山西兴县、陕北绥德和延安，于 4月底

到达合水县，与抗大第二分校附中正式合

并，组建新的抗大七分校，由他兼任校

长。学校下设政治部、训练部、校务部、供

给部、卫生部、办公室和文工队等。校部

驻合水县老城镇。所属陆军中学共 1500
余人被编为七分校第一大队，驻扎在大凤

川。此后不久，晋察冀边区抗大二分校附

中师生共 1500 余人在校长江隆基的带领

下辗转到达合水，并入七分校，其中 8个男

生队编为第二大队，初驻合水蒿咀铺一带

山区，后移驻豹子川张岔村。女学员编为

两个女生队，直属校部领导，初驻蒿咀铺

柳沟一带。

1943年 12月底和 1944年 4月，晋冀鲁

豫军区所属的太行陆军中学和太岳陆军

中学共计 1100余人先后来到合水，编为抗

大七分校第三大队，驻扎在合水县平定

川。1944年 9月上旬，抗大七分校校部机

关和女生队在校长彭绍辉的率领下，从合

水县迁至华池县东华池村。当时女生队

驻扎在校部对面的半山腰上，其驻地被当

地群众亲切地称为“女生洼”。至此，抗大

七分校在陇东的组建工作全部完成，总人

数 5200余人。

组建新的抗大七分校任务不比一场

战争简单，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

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尽管陇东分区党

政军民多方支援，但仍然有许多困难难以

解决。彭绍辉他们刚到驻地一无所有，漫

山遍野只有稀稀疏疏的几孔荒废的窑

洞。人多窑洞少，很多学员还是傍山架

棚，荒野露宿，受天气影响很大，部分学员

都淋雨得了病。没有蔬菜，粮食需要学员

们到六七十里甚至百里以外的地方去背，

但困难难不倒彭绍辉。

为了解决校舍问题，彭绍辉等抗大七

分校领导结合当地实际，充分发扬抗大精

神，艰苦奋斗，带领学员依山挖窑洞。这

个活儿看似简单，实际又苦又累，加之经

验不足，工具缺乏，一天挖不了多少。为

了加快进度，他们一方面总结经验教训，

一方面动员学员自制工具，同时还组织突

击队，昼夜不停地干。经过两个多月夜以

继日的苦干，全校共打窑洞 690多孔、建新

房 40 余间、箍石窑 30 孔，还修建了伙房、

食堂，修整出一块近百亩的大平地，成为

学员训练和开展活动的主阵地。他们没

用一根钢筋，一袋水泥，没请一个工匠，自

己设计、自己施工，建起了一座可容纳

2000多人的大礼堂，供七分校开会、学习、

开展活动之用。

由于国民党经济封锁加剧，运粮工作

越来越困难，抗大七分校响应党中央“自

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积极开展大生

产运动。1944年 4月，在彭绍辉校长的带

领下，抗大七分校学员纷纷拿起镢头，积

极投身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生产初

期，没有斧子，没有锯子，只好用镢头劈树

根，大多数学员由于年龄小又不得法，双

手被震起了大血泡。在劳动实践中，他们

想出了很多巧干的办法，如对付树根“连

根拔”，对付丛草“火烧连营”等都是智慧

的结晶。大家立纪录、破纪录，一天连续

干十几个小时，每个学员每天开荒都在一

亩以上，涌现出丁建民、田博良、吕国忠、

王有恒等劳动英雄。

彭绍辉校长在井冈山时失去了一条

胳膊，不能双手抡镢头，他就特制了一把

小镢头，一只胳膊一下一下地挖。这一举

动更加激发了广大学员的干劲，进度由每

人每天几分提高到一亩以上。直属队排

长张禀照创造了一人一天开荒 6 亩的记

录，《解放日报》刊登了他的事迹，对整个

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

用。后来二大队学员丁建明又创造了一

天开荒 7亩的最高纪录，被人们称为“气死

牛”。开荒任务完成以后，队员们迫不及

待地把谷子、糜子、豌豆等都种了进去

……千年的荒山在抗大学员的心血和汗

水浇灌下终于变成了绽放生命的良田。

（连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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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汉宸，新中国第一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资历深厚，早期参

加“同盟会”，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即懂统战，又懂经济”的

中国人民金融事业的创建人之一。“西安事变”时，为杨虎城应对

西安复杂局面的左辅右弼。

1930年10月，南汉宸被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委任为陕西省

政府秘书长，担当起“全力整顿陕政”的重任。南汉宸与杨虎城相

识于 1926年底，当时，南汉宸在冯玉祥国民联军第三军政治工作

委员会任委员长，随国民联军驰援西安，两人一见如故，引为知

己，而且，杨虎城对于南汉宸的执政理念赞赏有加。有了用武之

地的南汉宸，为了尽快打开工作局面，上任之前，与杨虎城的好友

兼智囊，被周恩来誉为“鲁迅式的共产党员”的第十七路军总参议

杜斌丞就陕西时局共同策划了“回汉一家，陕甘一体，打通新疆，

联合苏联，南北团结，反蒋救国”的大政方针。

上任之后，南汉宸大刀阔斧，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杨虎

城的命令，释放了陕西省内的大批政治犯，其中有蒲子政、潘自

力、李畅英、赵伯平、吕剑人、刘继增等几十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

员，并将他们中的大多数安排进了十七路军和各地县政府、学校

工作。1931年春，陕北红军领导人刘志丹因军阀苏雨生变卦，遭

到逮捕，队伍被遣散。南汉宸了解情况后，力劝杨虎城放人，另一

方面，又通过著名进步人士、刘志丹的老师杜斌丞从中斡旋，制造

舆论，最后使杨虎城释放了刘志丹。

第二件事是恢复生产。由于连年内战，更因为1929年的天干

大旱，陕西省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南汉宸积极协助杨虎城团结

鼓励省内外人士献计献策，多方救济，经过 1年多的努力，经济回

升，财政收入增加，同时，他还将陕西省各方面的工作处理的井然

有序，不仅解除了第十七路军的后顾之忧，还使部队的精神面貌

有了很大的变化。

第三件事是抓教育。根据杨虎城的安排，南汉宸把学校教育

牢牢抓在手中，各学校的校长、教务主任的任命权都归省政府，而

且大多数都是由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来担任。

第四件事是掌控宣传舆论阵地。在十七路军和省政府许多

重要角色都是由共产党人担任，这似乎是尽人皆知的事，但在十

分重要的宣传阵地，尤其《西安日报》的社长，《西北文化日报》的

总编辑这样重要的岗位，也是由共产党员在担任，却不为大多数

人所知晓。

南汉宸在省政府秘书长的岗位上，得到了杨虎城的绝对信

任，也给予了他相机行事的充分权力，从而使省政府的工作开展

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

日前，由通渭县政协组织编撰的通渭文史第十三辑——《书画

通渭》出版发行，该书分上下两个分册，全面展现了通渭历史文化

特别是书画艺术的发展历程、现状和特点，助力通渭书画艺术和

书画产业开启新的征程。该书以书画的形式宣传优秀传统文化，

讲好通渭故事，为“通渭现象”注入了政协力量。

通渭人崇尚耕读、钟情书画，经过千百年来的积淀发酵，逐步

发展成了集书画收藏、创作和交易三位一体的书画产业发展格

局，先后获得中国“书画艺术之乡”“中国书法之乡”殊荣，特别是

习字作画之风久盛不衰，素有“家中无字画，不是通渭人”之说。

近年来，通渭县委、县政府把“书画”作为最具比较优势的资

源来挖掘，坚持实施“文旅名县”战略，提出发展“农业优先、文旅

赋能”型经济，从思路、政策、举措等方面加以推进，全县书画产业

得到了长足发展。2023年，通渭县政协立足岗位特点，发挥自身

优势，以“书画通渭”为主题，征集书画作品，编纂文史资料，以文

史助力书画产业，以书画赋能追赶发。成功创建了通渭县政协书

画院，征集书写“通渭历史、通渭文化、通渭发展和政协事业”的书

画作品 210幅。覆盖 28个省份的 200名书画家，于第十二届通渭

县书画文化艺术节期间举办通渭县政协书画院首届主题展览，收

集、整理、撰写有关书画的文稿200余篇，从不同侧面注解了“通渭

现象”。（通讯员：李昆）

夏日，一个阳光明艳的清晨，走进武山县洛门

镇刘坪村一处古色古香的农家小院，这里是刘坪

支部旧址，天水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武山刘坪

支部。接待员是义务讲解员刘茂子。

刘坪支部旧址是刘茂子家的祖宅，他出生在

这个农家小院里，伯父刘尚恭曾是中共刘坪支部

书记，父亲刘尚谦曾是中共刘坪支部骨干、游击队

长，解放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山县大队大队

长。刘茂子今年 67岁，2015年退休后，作为红军

后代，为了传承弘扬革命先辈光辉事迹，他无偿把

老屋捐给国家，自己作义务讲解员，还编写了《中

共武山刘坪支部》，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刘坪支部的

光辉历史。

1933年春，受中共甘宁青特委派遣，天水籍共

产党员柴宗孔来到武山，开展党的秘密活动，先后

介绍刘尚恭、漆占清、魏向贤、史学经等加入中国

共产党，建立了天水第一个党支部，即“刘坪支

部”。自此，英勇无畏的武山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一批批优秀的天水

儿女响应党的号召，为祖国奉献了青春和生命。

当年，柴宗孔到武山后，一边宣传党的政策，

一边做群众工作。刘坪村青年刘尚恭在他的培养

和发展下，加入了党组织，成了武山本土发展起来

的第一位共产党员。刘尚恭加入党组织后，和柴

宗孔一起开展党的秘密活动，先后吸纳滩歌镇、城

关镇等地的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组建西北

民族自卫军、攻打甘谷县城、迎送红军过境、开展

游击战……

刘坪支部的成立，为 1935年 9月至 1936年 10
月途经武山的三大主力红军长征作了良好的铺

垫，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

等也在武山留下了革命足迹。

“2014年 9月，我接到洛门镇党委的电话，说

镇上为刘坪村投资兴建的办公楼竣工了，其中在

一层设立刘坪支部党史陈列室，请我帮助收集历

史资料、旧照片、旧物等。”刘茂子说，作为革命先

辈的后代，他有责任和义务传承红色基因，为后

辈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2016年 6月，刘茂子家

的祖屋被确定为中共武山刘坪支部旧址；2017年

12月，武山县为刘坪支部旧址举行了隆重的揭牌

仪式。

如今，随着刘坪党史陈列室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廉政教育基地、党员教育基地的建成，刘茂子

每天都要接代一批又一批的游客和前来参观的各

界人士。他说，能把红色文化传承下去，使家乡的

红色旅游发展起来，感到无比的自豪。

□ 邓书俊邓书俊

通渭政协文史资料
《书画通渭》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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