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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 6 月中旬，红二十五军远程奔袭河南荆紫关，歼
灭了敌第四十四师肖之楚部军需处后方补给点守卫营，活
捉敌军需处长，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敌第六十七军 3 个师
和陕军警备第一旅等部急奔荆紫关救援。红二十五军为了
拖疲敌人，立即后转，西撤到鄂陕边区。6 月 25 日，红二十
五军进到商县（今商州区）黑山街，等待歼灭尾追之敌。28
日，陕军警备第一旅尾追而来，红二十五军采用诱敌深入之
策，佯进柞水红岩寺，决定诱敌于毗邻红岩寺的山阳袁家沟
予以歼灭。省委指示活动在红岩寺地区的第三路游击师与
活动在袁家沟口的鄂陕第四路游击师以及地方党组织，积
极动员群众为部队修筑工事，封锁消息，运送粮食弹药，组
织担架队、救护队，以便配合主力作战，同时，担负切断交
通、阻击敌人的任务。

7 月 1 日，红二十五军由柞水红岩寺、黄土砭返回桃园
岭，做好伏击战的兵力部署，等待歼敌。7 月 2 日拂晓，陕军
警备第一旅由袁家沟口向红岩寺追击时进入红军伏击区。
红二十五军第二二三团首先从北面发起攻击，敌军遭突然
袭击，慌忙向东逃跑，又被红军第二二五团居高临下迎头痛
击；敌军又向东南突围，被第二二五团一部和第三路游击师
阻击，被迫占据一个小寨子负隅顽抗。经红军多次猛攻，到
午后警备第一旅全部被歼灭。红军毙伤敌军团长以下 300
余人，俘旅长唐嗣桐以下 1400 余人，缴获轻重机枪 40 余
挺，长短枪 1600 余支，红二十五军和游击队仅伤亡 100 多
人。战后，红二十五军乘胜东进，佯逼商县，此时，各路敌人
均不敢贸然行动。为继续掌握主动，把敌人调出根据地，相
机歼灭他们，补充伤员和物资，中共鄂豫陕省委决定部队再
次转入外线，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红二十五军和鄂陕第
四路游击师 3 个大队在省委领导下，经商县杨家斜、蓝田石
嘴子、后更子等地，北越秦岭抵达关中。敌人妄图在 3 个月
内消灭红二十五军的第二次“围剿”彻底破产。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及其柞水苏区的蓬勃发展，各项新
的革命秩序的不断建立，使根据地呈现出一派新的兴旺景
象，但是，7 月中旬鄂豫陕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主力西征北上
后，根据地的形势又发生了逆转。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发
布命令，除以一部分兵力追击红二十五军主力外，调集第六
十七军、第四十军、第四十四师、陕军警备第二旅和特务团
等 20 多个团的兵力，加紧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实行第三次

“围剿”。这次的方针是划区“清剿”，妄图以“分割包剿”“各
个击破”的残酷手段，消灭苏区革命武装，摧毁鄂豫陕革命
根据地。一些土豪劣绅也趁机组织反动武装，进行反攻倒
算，叫嚣要把共产党、红军和造反的农民“斩尽杀绝”，柞水
苏区出现了十分险恶复杂的斗争形势。

进入柞水地区的敌庞炳勋第二十四军和陕军警备第
二旅蔺国春、韩子芳、沈西亭、朱志荣等 4 个团，勾结柞水
蔡略函、廖功安、蔡乾珊、柯玉茂、王阴才、蔡定邦、王玉琼、
王会康、杨世友、张养彩、胡力富，商县王金龙、朱要强，蓝
田郑世甲等 14 个地方反动民团，分割“清剿”柞水苏区，屠
杀根据地干部、群众和游击队员。在中共五星县委领导
下，鄂陕第三路游击师和苏维埃政府游击队虽然与敌人进
行了 40 多次激战，终因敌强我弱未能取胜。第三路游击
师为了保存实力，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分散活动，辗转于
秦岭南北山地之中。8 月初，中共五星县委书记、第三路游
击师政委李志英在蓝田汤峪口被叛徒赵九海（时任鄂陕第
三路游击师特务队队长）杀害。赵九海抢走了鄂豫陕省委
北上途中给鄂陕、豫陕两个特委的指示信，到宁陕县东江
口投降了国民党地方当局。这一时期，柞水苏区的县、区、
乡、村苏维埃政权均遭破坏，许多苏维埃干部、游击队战
士、红军家属和革命群众惨遭敌人杀害，有的被逼逃往异
乡。据不完全统计，仅红岩寺一带牺牲的红军官兵、游击
队员、苏维埃干部和革命群众就有 300 多人。敌人的手段
极其残忍，骇人听闻，除了采用捆绑、吊打、砸杠子、上老虎
凳、枪杀、刀砍以外，还采用了活埋、肢解、剥皮、火烧、石砸
等十多种酷刑。许多苏维埃干部和战士在敌人的酷刑下，
坚强不屈，义无反顾，表现了革命者的铮铮铁骨和高尚气
节。如柴庄地王庙抗捐军团第三营第一连连长倪承周被
敌人抓住后，遭严刑摧残，被游街示众，但他面无惧色，痛
骂敌人。敌人惨无人道地将他绑在树桩上，割掉舌头、挖
去双眼，又割掉双耳、鼻子，剥下头皮遮面，最后剖腹掏
心。倪承周壮烈牺牲时，年仅 20 岁。西北沟乡苏维埃主
席王锡富被捕后遭受轮番拷打，但他宁死不屈，气急败坏

的敌人用铁丝穿透他的脚胫骨，反捆双手，锁住双脚，关进
悬崖石洞后继续逼供。他趁看守不备，跳崖牺牲。泰山庙
乡苏维埃土地委员宋广新在敌人行刑时，大骂敌人：“老子
再过 20 年，又是个小伙子，还要和你们算账……”

在白色恐怖下，根据地人民并没有被敌人的屠刀所吓
倒，中共红岩寺区工委书记陈新焕收拢失散的区、乡游击队
员归入鄂陕第三路游击师。五星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田银斗
所率游击队与黄照明带领的鄂陕第三路游击师第三路游击
队会合，8 月 31 日，在柞水万青青岗槽奇袭九间房保甲队，
击毙队员曹明智等人；9月初，在九间房击溃蔡玉窑“剿共义
勇队”，毙伤队长蔡家善以下十余人。十月寒冬，他们转战
到了柞水营盘、陈家沟、龙王庙、大峪、小峪、汤峪等秦岭深
山中。据西安绥靖公署参谋处第三科《匪情周报表》载：“9
月 15 日，徐海东残匪有二三百人，枪百余支，环窜于镇柞商
蓝地区”；“9 月 20 日，伪鄂陕游击第三路司令田银斗、黄照
明等七百余名……枪七百余支……在葛牌镇、红石沟、甘家
坪、龙王庙等地窜拢……复向柞水属之九华山溃窜，复又窜
至库峪一带。”1936 年 1 月，第三路游击队在柞水丰北河遭
敌包围，田银斗和黄照明各率一部突出重围。黄照明率部
退至汤峪岭与敌浴血奋战，全队覆没。田银斗于 2 月在蓝
田甘家坪战斗中壮烈牺牲。

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主力西出终南山，威逼西安时，曾
给坚持根据地斗争的鄂陕特委与豫陕特委送去指示信，
但由于指示信被叛徒赵九海劫去交给了国民党军队，两
个特委失去了省委的统一领导，也不知道省委和红二十
五军的去向，仍然在原计划活动的区域进行土地革命和
反“围剿”斗争。

1935 年 8 月底，陕特委在宁陕县上两河截得一份《西
京日报》，才知道省委和主力红军已出陕北上。鄂陕特委
便在宁陕县上两河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一）在敌强我
弱的情况下，应集中统一行动；（二）返回商洛地区，寻找豫
陕特委，共商斗争大计。同时，豫陕特委在洛南桃坪（现属
丹凤县）也从国民党报纸上得知红二十五军已攻下甘肃省
天水县城北关的消息，估计红二十五军主力不一定返回鄂
豫陕革命根据地了，遂率部向南，经武关过丹江，到鄂陕边
寻找鄂陕特委。9 月初，两特委在商南县赵川镇西北之梁
家坟会合。会合后，两特委各自返回原活动区域，安排工
作。9 月 8 日，两特委再次会合于梁家坟，次日举行联席会
议。会议决定：（一）树立独立坚持斗争的思想，以陕南为
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首先跳出敌人包围圈，在宁陕、
佛坪地区开辟新根据地，争取恢复原有根据地。（二）将鄂
陕、豫陕特委合并为陕南特委（后称鄂豫陕特委）。（三）将
各路游击师和游击大队合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十四
师。（四）作战方针是开展游击战，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
术，扬长避短，同敌人兜大圈子，以消灭敌人，保存自己。
会议选举成立了新的特委，郑位三为书记，陈先瑞、李隆
贵、方升普、曾焜为常委，李书全、袁崇安、张海波、郑连顺
为委员，后又增加李学先为委员。

1935 年 10 月 6 日，豫陕游击师各大队，豫陕第六路、第
七路游击师，山阳西区游击大队，集中于商南县梁家坟乡的
碾子坪。上午 8 时，各路红军游击武装部队在碾子坪中坪
大西沟口集中召开大会，合编各路游击武装部队，成立了中
国工农红军第七十四师，师长陈先瑞、政委李隆贵、副师长
兼参谋长方升普、政治部主任曾焜、师政治部组织科长李书
全、宣传科长李庆柳。第一营营长张海波、政委袁崇安，第
二营营长肖大喜、政委郑连顺，手枪团团长吴林焕、政委张
波。全师近 700 人，郑位三书记号召红七十四师全体战士
振奋精神，团结一致，坚决贯彻特委会议精神，坚持斗争，夺
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大会结束时，全体红军将士高呼口号，
拥护特委决定，服从统一领导，巩固发展鄂豫陕苏区。

两特委梁家坟联席会议是在与鄂豫陕省委失去联系，
根据地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召开的。会议作出的决
定，符合鄂豫陕省委批示的精神，统一了根据地党和武装的
组织领导，团结了原来分属于两个特委领导的广大党员、干
部和战士，形成了以郑位三为首的新的领导核心，确立了独
立坚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斗争的方针，制定了切合实际的
斗争策略和游击战术，对于在鄂豫陕边区长期坚持游击战
争，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划区“清剿”，扭转困难局势，保存和
发展革命力量，保卫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胜利成果，具有决
定性的意义。

中国工农红军第
七十四师成立后，按照
特委梁家坟会议确定
的 方 针 ，立 即 西 进 宁
陕、佛坪一带开辟新的
根据地。

1935 年 10 月 中
旬，中共鄂豫陕特委率
红七十四师由商南县
梁家坟碾子坪出发，避
开敌人的主力，沿着鄂
陕交界的崇山峻岭，途
经山阳、镇安、柞水、西
进 袭 击 宁 陕 ，占 领 佛
坪，经过一段时间活动
后，又回到商洛。

鄂豫陕特委和红
七十四师的到来，使商
洛各根据地的险恶形

势得到好转，随着柞水苏区基层党组织的建立，产生了柞水
党史上的首批柞水籍的中共党员。

张同云，男，1906年出生，柞水铁佛张氏沟人，1935年 2
月任泰山庙乡苏维埃副主席，3月任张氏沟乡苏维埃主席和
抗捐军分队长，同时被红二十五军派给泰山庙乡苏维埃政
府的党代表吕新闻、王荣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张
同云带领抗捐军随红军改编参加红七十四师，转战在鄂豫
陕苏区各地。1936 年 6 月 20 日，红七十四师师长陈先瑞派
张同云等 4 人回鄂豫陕根据地的后方山阳袁家沟口送信，
通知当地 200 多名游击队员转移，途经山阳县扈家垣时被
胡治平民团包围，在突围中不幸中弹牺牲。

王迪升，男，1894 年生，柞水肖台牛槽沟人，1935 年 2

月 18 日任泰山庙乡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期间，被泰山庙乡
苏维埃政府党代表桂国仁、吕新闻培养介绍入党，并担任第
四路游击师某排指导员。1935 年 7 月中旬，率抗捐军在张
家坪掌上与国民党部队作战中牺牲。

黄凤海，男，1915 年 9 月生，柞水县九间房人。1935 年
2 月，在九间房雪花沟参加鄂陕第三路游击师，任班长。7
月，经连指导员刘世泽和刘阳根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
党后曾任党小组长、支部委员，12月随第三路游击师加入红
七十四师，任手枪团班长、司令部侦察班长。后随红七十四
师到陕北，编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任留守兵团第二营第八
连副班长、排长、连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工程
团副营长。1954 年转业回乡，在红岩寺粮管所工作，1975
年离休，现已病故。

在中共红岩寺区委、山阳西区区委和各级苏维埃政府
领导下，柞水东部和东北部地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均田
地”运动，土豪劣绅的土地、粮食和财物被没收分配，穷苦农
民欠土豪劣绅的债契被烧毁。贫苦农民喜笑颜开，衷心感
谢共产党和红军。

1935年 10月下旬，红七十四师政委率部在柞水、镇安、
宁陕 3 县边界地区新建了菩萨店区苏维埃政府，下辖柞水
两河乡苏维埃，并活动于柞水营盘、老林、龙潭等秦岭沿线，
使红军又有了新的落脚点，扩大了鄂豫陕根据地。

1935 年 11 月初，鄂陕第三路游击师为了保存实力，从
柞水东北的红岩寺转移到柞水西部两河、火地沟一带活动，
经过细致的宣传动员，召开了群众大会，师长汪世才在会上
宣布成立了两河乡苏维埃政府，隶属镇安菩萨店区苏维苏
维埃领导。但是，由于时间仓促，被推选的苏维埃乡政府干
部工作消极被动，再加上生活特别困难，基础太差，迫使鄂
陕第三路游击师撤出两河、火地沟。因此，两河乡苏维埃政
府只坚持了两个月就停止了活动。

12 月初，红七十四师在镇安青铜关首战告捷，打垮敌
庞炳勋第四十军 1 个营，毙敌营长以下百余人，缴获长短
枪 70 余支、轻机枪 5 挺。红七十四师成立后在青铜关的
首战告捷，宣告了敌人对鄂豫陕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和对红七十四师的第一次“围攻”的失败，根据地局面趋
于好转。战后，为了摆脱敌人尾追，红七十四师在菩萨店
与孤军转战、遭受惨重损失的鄂陕第三路游击师会合。
这时，游击师全部集中，全师 800 余人进至宁陕县东江口
作短暂休整。

1936 年春，由于新成立的中共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
师在根据地东西迂回，南北出击，活动范围越过秦岭，威胁
西安、宝鸡，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又调集十几个团的兵力，
以严密封锁和跟踪追击的手段，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发动
了第四次“围剿”，对红七十四师进行了第二次“围攻”。红
七十四师以大回旋的行动，越洋县，翻秦岭，过太白，突出重
围，又回到柞水苏区。敌人对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和对
红七十四师的第二次“围攻”又以失败告终。在此期间，特
委领导红七十四师收编了原国民党陕军警备第二旅第四团

起义部队何振亚部为“陕南抗日第一军”，令其仍活动于柞
水、镇安、宁陕、旬阳等县及汉水以东地区。

1936 年 4 月中旬，红七十四师化整为零，分散活动。第
一团、第六团活动于柞水、蓝田、镇安等地。4 月下旬，特委
率红七十四师在曹家坪打垮了廖功兴民团，枪决了杀害鄂
陕第三路游击师第七路游击队队长王思兴的叛徒王玉春等
人。接着，将宋登贤领导的“神团”正式改编为抗日抗捐军。

宋登贤的“神团”是长安、柞水、宁陕一带群众自发组织
起来的抗捐、抗税和反对土匪的农民武装，宋登贤是其头
领。特委率红七十四师抵达曹家坪时，宋登贤也在这里活
动。郑位三向宋登贤讲解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宋
诚恳要求将其所部编入红军。特委决定宋部改编为抗日抗

捐军，归红七十四师指挥，仍在宁陕、柞水、长安交界地区活
动，教育群众抗日，支援红军，保卫土地革命。1936 年 12
月，抗捐军正式编入红七十四师，列为补充团，宋登贤任团
长，同师部一起行动。经过长期考验，宋登贤于 1937年 6月
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 年 5 月上旬，红七十四师到柞水黄土砭甘沟口，捉
住了杀害大沙河乡苏维埃主席程家启的叛徒左自福，押到
山阳袁家沟口开会进行了处决。

1936 年 5 月下旬，红七十四师到柞水红岩寺活动时，召
开了各种会议，认真宣传中共中央新政策，总结了鄂陕第三
路游击师在配合苏维埃政府进行的“打土豪、均田地”运动
中杀人过多的教训。师长陈先瑞在会上讲：“我们的任务是
巩固苏维埃‘均田地’的成果，清除苏区内的叛徒内奸，严厉
打击一切反动势力。要广泛的团结党外人士，一般不能轻
易杀人，特别是在地方上有一定影响的伪保长人员和绅士，
只要他们不是罪大恶极的，经我们教育不再做坏事，并愿意
为我们服务的，我们就接纳他们，利用他们，并保证他们的
安全。”通过教育和交代政策，一些富商、豪户明确了共产党
和红军的政策，主动提出要为红军筹集物资。如红岩寺街
富裕户卢良普将红七十四师接到自己家住宿，一家人精心
照料伤病员，还送给红军部队生猪 3 头、鸡 26 只、麦面 250
斤、玉米 500 斤。红七十四师接收后，还给卢良普打了借
条。对待俘虏的政策，也有很大的改变。

6 月 20 日，师长陈先瑞派遣指导员张同云带 4 人去山
阳袁家沟口执行任务，途经山阳扈家垣时，被胡治平民团截
击，在夜间突围中，张同云不幸中弹牺牲。8 月 1 日，红七十
四师第六团在柞水西川老庵寺击败宁陕保安大队，歼灭其
大队长以下 30余人，俘虏 30余人。

红军的“盘旋式打圈子”战术使“围剿”的敌人不断受
挫，连连失利。从 5 月中旬开始，敌人又增加兵力对鄂豫陕
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对红七十四师第三次“围攻”，鼓
吹要在 3 个月内摧垮鄂豫陕根据地，歼灭红军。红七十四
师仍采取化整为零、四处游击的战术，在敌后往来驰骋，破
坏交通，打击敌顽，铲除内奸，不断振奋苏区人民坚持斗争
的精神。敌人对根据地和红七十四师的“围剿”和“围攻”仍
然逃脱不了失败的下场。

1936 年 8 月初，红七十四师第六团在柞水老庵寺击败
宁陕伪保安大队，俘虏 30 余人，经抗日反蒋教育后一律释
放。在通过有反动武装控制的山寨和岩洞时，红军部队事
先写信联系，约定借路通过，互不侵犯。同时，红七十四师
根据中共鄂豫陕特委《决议》的规定，通知各级苏维埃政府，
不再没收富农的财产，只没收其部分封建剥削的土地，分配
给贫苦农民。对家庭富足、民愤不大的反动头目，处以罚
款，扩大统一战线对象，缩小打击面。

通过以上政策的贯彻执行，分化了敌人，团结了中间力
量，孤立和打击了最反动的顽固势力，对于巩固和坚持根据
地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以后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政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十四师在柞水（上）
南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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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璩宏伟 张 博）为进一步严明防汛救灾工
作纪律，近日，丹凤县纪委监委制定出台“六个严禁”纪律规
定，切实筑牢防汛救灾“纪律屏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六个严禁”即“严禁有令不行、严禁官僚主义、严禁麻痹大
意、严禁擅离职守、严禁散布谣言、严禁以权谋私”。丹凤县纪
委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工作理念，牢固树
立“一盘棋”思想，做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的各项准备，
坚决服从统一调度指挥，严格落实 24 小时应急值守和领导带

班制度，加强信息传递和报送。各级党政负责人和领导干部要
扛牢主体责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坚持一线调度指挥，全面落
实“十个亲自”工作要求，确保责任落实到人、工作措施执行到
位。广大党员干部要从严履行岗位职责，严守工作纪律、宣传
纪律，认真服从组织调配，全力确保群众安全度汛。

“主汛期期间，我们将紧盯责任部门干部作风、应急值守、
物资储备等重点，扎实开展督导检查，坚决查处失职失责、敷衍
应付等违纪问题，以严肃问责倒逼工作落实。”该县纪委监委党
风室相关负责人表示。

丹凤用“六个严禁”筑牢防汛救灾“纪律屏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