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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的《中

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规定：“党员

自请出党，须经过区之决定，收回其党证

及其他重要文件，并须由介绍人担保其

严守本党一切秘密，如违时，由区执行委

员会采用适当手段对待之。”这是中国共

产党最早做出关于“党证”的规定。

1928年，针对党内出现的右倾悲观

思想，井冈山革命根据开始整党运动，

对整顿后考评合格的党员重新填表，登

记造册，颁发党证，保持了党员队伍的

纯洁性和先进性。1933年5月，红一方

面军政治部颁布《红军中党员发党证的

通知》指出：“中央局决定红军中的正式

党员一律发给党证”，且“党证应由中央

局组织部编号盖章颁发，目前首先发给

红军中与独立师、团的正式党员（地方

党部与警卫连、游击队等地方武装以后

再发）”，并同时发布了《党证条例》，对

通过党证进行党员管理提出了16条具

体要求。1934年 4月 1日，中央组织局

发布了《关于保护党证的决定》，对党证

的重要性及遗失处罚作出规定：“党证

对每个党员有同他入党一样的重要意

义，每个党员都应完全负责保存他自己

的党证……如因自己不注意妥当保存

党证而致遗失或者无故遗失党证的，应

受党纪律上的处分。”

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珍存

的一帧党证格外引人注目，它的主人是

“红军总司令”——朱德。这本党证由

当时中央局颁发，封面上部印有弧字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正中印

“中国共产党党证”并加盖“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印章，下部为党证编号。

党证里填有朱德的姓名、籍贯、年龄、性

别、职业、社会出身、入党年月、备考等

栏目。“入党年月”填写的时间为“1922
年11月”。党证背面印有中国共产党十

大政纲，封底为五星和镰刀、斧头的党

徽图案。党证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直属队 1933 年 7 月签发，编号为：第

001128号。

1933年颁发的党证迄今存世除朱

德的外，另有2帧，其主人是：欧阳平（原

名欧阳俊法），曾任济南军区副政委：杨

立三，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

长。

在河南信阳“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

博物馆”，陈列着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份

1934年川陕苏区颁发的党证，它的上方

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头像和五星、党徽图

案，下方表格内是姓名、年龄、籍贯、发

证时间等栏目。

展出的党证主人是建国后被授予

少将军衔的陈波将军（原名陈汉清）。

1929年初，20岁的陈波在湖北黄安参加

红军，同年 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
年10月，陈波领到党证后，十分珍惜地

缝在腰带上的一个小皮囊里。他参加

长征抵达陕北后，任八路军某部副团

长。1941年3月的一天，他向战士们示

范地雷埋设方法时，发生意外爆炸，腰

带被炸断，党证浸透鲜血，他也身负重

伤，经奋力抢救，虽保住了性命，却失去

了一条手臂。而后的日子，陈波转战宁

夏、山西、东北……始终把党证带在身

边，他曾回忆说：“穿越敌人封锁线时，

上级为防暴露身份，要求把党证销毁，

但我始终没舍得，揣着党证打天下，遇到

难关摸摸腰间的党证，就信心十足，勇气

倍增。”

高台，是由红西路军烈士鲜血浸染的红色沃土，

更是弘扬西路军精神的红色殿堂。这里流传着红西

路军征战河西走廊的悲壮故事，这里长眠着与国民

党马家军血战到底的董振堂、杨克明等近 3000名阵

亡烈士。拜谒高台红西路军纪念馆，凭吊烈士英魂，

回顾他们的英雄壮举，每每心潮彭拜。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坐落在高台县人民

东街，于 1957年竣工落成，原名高台烈士陵园，2009
年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

纪念馆坐东向西，占地 133亩。建筑物依中轴

线由西向东排列，有游客服务中心、通透式大门及大

门组雕、“血战高台”英雄群雕、纪念碑、红五军阵亡

烈士公墓、纪念馆等设施。纪念碑南北两侧分别建

有董振堂、杨克明纪念亭。大型英雄群雕“血战高

台”，既有以董振堂为原型指挥战斗的指战员，又有

吹响冲锋号的红军小号兵；既有救死扶伤的卫生员，

又有支援红军的人民群众。且人物面向四周，使每

一个侧面看上去都是一个动人的战斗场景。纪念碑

采用仿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造型，29.37米高，碑身上

面的党徽寓意革命战士永远在党的领导下奋勇前

进，碑体正面是李先念题写的“红军西路军烈士永远

活在我们心中”。碑体背面镌刻着反映西路军征战

河西走廊的碑文。建筑面积约 3662.17平方米的纪

念馆建筑创意为古烽火台式造型，体现了红西路军

百年不灭的精神火焰。馆内设“序厅”“西渡黄河、执

行宁夏战役计划”“建立永昌、山丹根据地，策应河东

红军”“血战高台、临泽”“石窝分兵、余部进疆”“全力

营救、保存火种”“忠心耿耿、铁骨铮铮”“光照千秋、

永载史册”等 8个展厅。艺术再现了西路军浴血河

西的悲壮征程和西路军英勇顽强、宁死不屈、患难与

共的献身精神。所有建筑物都与碧绿的草地、挺拔

的松柏相互穿插环绕，环境优雅、宁静、壮美。纪念

馆先后被命名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百

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1936年11月10日，红西路军奉中革军委命令孤

军鏖战河西走廊。西路军在张掖境内与国民党马家

军征战3个半月，历经较大规模战斗数十次，在没有

救兵、没有供给、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为策应河东红

军的战略行动，为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推

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1937年1月，红西路军第五军血战高台城，便是

一场殊死较量的悲壮战役。当月12日，马家军集中

2万余劲敌向红五军驻守的高台城发起进攻。红五

军3000余名将士在军长董振堂的指挥下，从18日傍

晚开始，与敌激战4昼夜，连续打退敌人的几十次冲

锋。红军子弹打光了，战士们就用木椽捣敌人的云

梯头，用滚开的面糊糊朝敌人头上泼，用大刀、梭标、

石块、冰块把爬上梯子的敌人一次又一次打下去。

城墙沿上弹痕累累，血迹斑斑。20日凌晨，投降的原

民团团丁叛变，打开了西城门，敌人蜂拥而入。在生

死存亡之际，红五军伤员、所有参谋、干事、勤杂人员

都投入战斗，冲上城墙与敌肉搏。巷战从上午10时

进行到下午3时，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

3000名红军将士大部壮烈牺牲。战争结束后，疯狂

的马家军将董振堂和杨克明的头颅割下来悬挂在城

门上向众人示众扬威。

董振堂，这位指挥举行了宁都起义的主要领导

人，红五军团总指挥，西路军红五军军长，1937年 1
月攻占高台城后，亲率红五军指战员与国民党马匪

军激战9昼夜，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时年42

岁就喋血高台，壮烈牺牲。史料记载，1935年红军长

征途中，为了让一位怀孕的女战士顺利分娩，董振堂

命令部队拼死顶住敌人的进攻，最终让女战士顺利

分娩，母女平安。当时还有战士闹情绪，认为这样冒

险不值得。董振堂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现在流血牺

牲不就是为了孩子们将来能过上幸福生活吗？”

党中央在延安为之召开追悼大会，毛泽东对董

振堂和红五军给予了高度评价，曾满怀深情地赞誉

董振堂“是一个好同志，是一个坚决革命的同志。”

1962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叶剑英元帅挥笔写下“悬

眼城头惊世换，高台为你著荣光”的悼念诗句。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一生屡建奇功的董

振堂，被评为“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

范人物”。

杨克明，原名陶正，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

红五军政治部主任。年仅 32岁，喋血牺牲，在战争

年代曾多次路过家门而不入。在他牺牲后长达半个

世纪，他的家人还在眼巴巴地盼望着和他团聚。

1985年 8月 17日，一位年越八旬且满头银丝的

老太太，带着她的儿媳和孙子，从贵阳市专程赶来，

到高台烈士陵园祭奠她已离别 53 年的丈夫杨克

明。这位名叫魏俊淑的老太太，也是在不久前才收

到他丈夫杨克明的烈士证明书。老人 53年日思夜

盼的苦苦等待，等来的却是这样的悲悯消息。面对

杨克明纪念亭，当讲解员讲解到纪念亭上“三过草地

心犹壮，一死高台志未移”的挽联时，她禁不住突然

跪地失声痛哭：“陶正，我日夜思念的夫君啊！我苦

苦等了你 50多年，找了你 50多年，你怎么就抛下我

们母子走了呀。你说过革命成功后，你还会回来找

我们的，你怎么就一个人早早地走了呀！”

战斗的硝烟虽然早已散去，但无数烈士的鲜血

铸就的红色殿堂永远屹立在高台大地上。正如毛主

席向徐向前所说的：“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

勇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伤员没有医药

治疗，没有子弹，靠大刀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

永远也不要丢掉。”严寒艰苦何所惧，笑洒热血不低

头。红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他们不屈不挠、血战到

底的献身精神，永远是闪闪发亮、光耀千秋的。

2019年 8月 20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西路军纪

念馆时，仔细端详一件件实物和一张张图片，深情回

顾西路军的英雄壮举。他饱含深情地说：“我心里一

直牵挂西路军历史和牺牲的将士，他们作出的重大

的不可替代、不可磨灭的贡献，永载史册。他们展现

了我们党的革命精神、奋斗精神，体现了红军精神、

长征精神，我们要讲好党的故事、红军的故事、西路

军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

拜谒高台红西路军纪念馆拜谒高台红西路军纪念馆
□□ 王振武

19581958年朱德给年朱德给““引洮工程引洮工程””的题词的题词
———一件史料背后的故事—一件史料背后的故事

□□ 张晓东

在“引洮工程”史料中，有一本《山上运

河》的图书，上面印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当年为“引洮工程”

的题词：“引洮上山是甘肃人民改造自然的

伟大创举”。题词字体若龙凤飞舞，又似苍

松挺拔，雄浑有力。

《山上运河》图书由中国作家协会兰州

分会编写，作家出版社出版，出版时间是

1960 年 1 月。该图书分精装、平装两种印

刷，总印数17000册。

题词的诞生有特殊的时代背景。1958
年7月7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副主席朱

德到达兰州，先后对兰州、酒泉、玉门进行了

视察。在兰期间，朱德视察过工厂、农村、科

研单位，游览过名胜五泉山、兴隆山，并在兴

隆山上和兰州大学的同学们欢聚笑谈。有

一幅油画生动再现了朱德视察兰州雁滩人

民公社的历史场景：他精神矍铄，满面笑容，

正同周围的公社干部和农民群众亲切交谈，

洋溢着浓浓的欢喜之情；背后绿叶阴翳，在

大片木杆支撑起来的苹果树掩映之下，脚旁

的筐中堆满丰收的苹果……而朱德给甘肃

“引洮工程”的题词墨迹，就诞生在他视察甘

肃期间。

当年“引洮工程”建设正热火朝天，题词

原件转到了渭源县，很快被会川指挥部安排

工匠复刻在所在地的山崖上。以后，题词原

件又转到了临洮县，据说县里准备要将题词

雕刻在一块大石头上面，竖立在洮河岸边。

但由于工程的下马，终于没有实现。而题词

原件一直保存在临洮县。后来，省上某领导

到临洮县下乡，发现并带走了题词原件。再

后来，这位领导将题词原件转交给了甘肃省

档案馆……上世纪 80年代后期，甘肃省档

案馆准备编纂《甘肃省引洮上山水利工程档

案史料选编》，在查阅历史资料时，从一个案

卷内的牛皮纸信封袋中发现了题词原件。

从此，朱德的题词墨宝成为甘肃省档案馆的

镇馆之宝。

甘肃中部干旱少雨，水资源极为紧缺，

为解决缺水问题，建国后曾多次规划、实施

引水灌溉工程，“引洮工程”即是其中的一个

重点项目。“引洮工程”被喻为陇上“都江堰”

“山上运河”。1958年6月17日，甘肃省西起

岷县古城，东至庆阳县董志塬的“引洮工程”

全面动工。施工期间常年动员民工 10万人

以上，最多时达 16万人。遗憾的是，限于当

时的技术水平和经济条件，终因工程规模过

大，被迫于 1961 年 6 月停建，耗资达 1.5 亿

元。虽然这一改造自然的宏伟工程，限于当

时的技术水平和经济条件，终因工程规模过

大等诸多原因，最终被迫下马，但广大人民

群众为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所迸发出的社会

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则是可歌可泣的，值得

大书特书的。朱德为“引洮工程”的题词墨

迹，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改善甘肃自然

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视与关

心，也反映出对“引洮工程”的期望与支持，

已成为甘肃半个多世纪这段曲折而壮阔的

引水工程的历史见证。

历史在人们深深的企盼中掀开新的一

页。1996年6月，朱镕基同志在甘肃视察后

指出，“引洮工程是关系到甘肃脱贫的一个

最重要的工程，这个工程一定会列入计划，

一定会搞。”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等党和

国家领导人先后到定西视察，对引洮工程作

出指示。2002年9月25日，全国政协副主席

周铁农同志率调研组就洮河水利工程建设

情况来甘肃进行调研时说：“我们将尽力提

供帮助，使这项造福人民的工程早日发挥作

用。”2006年 7月 5日，国务院会议审议通过

引洮供水一期工程可行性报告。2006年 8
月 5日，国家发改委正式发文通知甘肃发改

委，引洮供水一期工程正式立项。2006年

11月22日，“引洮工程”重新开工，这项凝聚

了几代人心血的生存工程，成为甘肃水利史

上的圆梦工程，成为解决以定西水问题为代

表的大型跨流域水利工程，它的开工建设将

彻底解决困扰陇中地区的水资源瓶颈问题。

2013年2月3日，是腊月二十三、农历小

年，习近平总书记上午来到有“苦瘠甲天下”

之称的甘肃省定西市，看望干部群众、给乡

亲们送上蛇年新春祝福，并考察甘肃百姓期

盼了半个多世纪的圆梦工程——引洮供水

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牵挂、十分关心引

洮供水工程，在引洮供水一期工程现场，他

强调：民生为上、治水为要，要尊重科学、审

慎决策、精心施工，把这项惠及甘肃几百万

人民群众的圆梦工程、民生工程切实搞好，

让老百姓早日喝上干净甘甜的洮河水。

2014 年底，引洮供水一期工程建成通

水。2015年 8月，引洮供水二期工程启动，

水网向陇中腹地延伸。据甘肃省水利厅

2021年9月的统计，引洮供水一期工程已累

计供水5.75亿立方米，相当于受益区人均享

用 185立方米洮河水。目前，整个工程覆盖

5个地级市的 13个县（区），600多万人从中

受益，约占甘肃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如今，

甘肃几代人期盼了半个多世纪的“洮水之

梦”已经变为现实，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的祝愿，正成为美丽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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