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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3月20日，政协会宁县
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隆
重开幕，标志着会宁县政协正式成
立，揭开了会宁县政协事业发展的
历史篇章。40年来，会宁县政协认
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和省
市县委发展思路，坚持党委想什么，
政协谋什么，政府干什么，政协帮什
么，聚焦中心大局、开展民主监督、
积极建言献策，在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火热实践中，以“政协之为”
奋力书写扎实厚重的履职答卷。

县政协成立之初，经县政协领
导的不懈努力，全国政协、民盟中
央、甘肃省政协在中川乡米峡社建
立示范站，开展旱区农牧综合开发
试验示范，后被市、县政府正式列编
为“中川农牧示范站”；同年，省政府
和省政协在会宁召开了振兴会宁经
济工作会议，确定了36个农业生产
及文化教育建设项目，投资2300多
万元；县政协领导还积极邀请农工
党中央著名药剂师张炳鑫和农工党
甘肃省委部分技术人员绘制了修建
县人民医院大楼的图纸，并就县医
院医务人员培训、医疗设备购置等
事宜进行了初探，达成了有关协议。

1987年会宁大旱，在旱情严重
的时刻，二届县政协领导及时邀请
省政协调研视察组来会视察灾情，
省政协当即委派省政协常委李培贤
等领导来会宁县作了专题调查，并
向省委省政府专题报告，提出了诸
多抗旱生产的意见建议。三届县政
协领导班子主动回应社会关切，与
省市政协一起调研形成的《关于会
宁县扶贫与经济开发的调查报告》，
受到省市县委领导的高度重视，诸
多意见通过政府部门得到很好地贯
彻落实；配合市政协民族宗教祖国
统一联谊委员会撰写的《关于解决
会宁县新添堡回族乡民族教育问题
的建议》，市县政府主管领导亲自批
办，使一些突出问题得到了圆满解
决，受到回族群众的一致好评。

县上筹备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
师暨长征胜利60周年、70周年大庆
活动时，四届和六届政协领导帮助
县上分别争取、筹集资金400多万元
和550多万元，特别是60周年大庆
期间，时任政协主席王价率团先后6
次到京汇报工作，得到了原中央政
治局常委宋平和刘华清等 13位上
将，邢永宁等10位中将，黄杰等8位
元帅亲属和财政部等部委负责同志
的亲切接见和大力支持，为红军会

师旧址基础设施建设作出了独特贡
献。为更好开发全县旅游资源，四届
县政协发起成立了“三山一园”（桃花
山、东山、铁木山、会师园）建设管理协
会，时任县政协主席王价担任协会会
长，多方奔走、多渠道筹措资金，为“三
山一园”建设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为全面助推全县农业生产，五届
县政协领导一年内下基层40余次，深
入村社53个，召开300余名基层干部
群众参加的座谈会27次，心无旁骛为
县委、县政府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建
言立论、为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建言献策。为促进S207线优势产业
带建设，七届县政协于2008年组织召
开建设S207线优势产业带专题议政
会，提出的诸多意见建议，为县上编
制“三区一带两支撑”建设规划提供
了重要依据。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八届、
九届县政协领导和全体委员共帮助
贫困村争取项目120多个，落实各类
资金 2700多万元，发展特色产业 16
项，为联系贫困镇村户帮办实事 300
多件。十届县政协主席会议成员认
真落实联系乡镇，包抓企业、重点项
目等工作，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助推相关
项目建设等工作上作出了应有的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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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泰吉，字仲祥，1906年生于陕西省临潼

县北田镇尖角村。父亲王新斋是辛亥革命时

期的同盟会员，杨虎城将军的老友，在当地颇

有名望。王泰吉从小受革命思想的熏陶，6岁

时，随父亲王新斋进西安城，入同志小学读

书，12岁转学于王幼农家私塾读书，三年后考

入陕西省立三中就读。此时正值“五四”运动

爆发，他受到新革命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学

生爱国运动。1924年春，他受到该校教师、中

共西北党组织创建人之一魏野畴的引导和教

诲，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参加革命活动。同

年 5月，党组织推荐他去广州黄埔军校一期

学习。行前曾吟诗一首：“七尺男儿汉，立足

天地间。满目不平事，蹈复在何年。”足见其

当年献身革命的决心。在黄埔军校期间，他

聆听了周恩来、恽代英教诲，接受了马克思

主义思想，开阔了视野，提高了觉悟，光荣地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党组织安排他

到驻扎在河南省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开展

工作，他担任督办公署学兵营排长，后又到

陕军甄寿山部任学兵营营长。

1927年 4月 12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

二”反革命政变后，驻西北的国民党部队也于

夏秋进行“清党”，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在“八

七会议”精神的鼓舞下，1928年 4月，王泰吉

毅然率部100多人，在陕西西部山区的麟游县

驻地发动起义。起义中，他机智地清除了内

奸李柏云和赵超，打死了思想反动的学生队

队长李烈，使起义得以顺利进行。起义部队

开出县城，打算到陕甘边境地区发动群众，进

行游击战争。但是，行进到五凤山区，遭到敌

人的四面围攻。王泰吉命战士们突围，自己

带几个人阻击敌人，掩护部队撤离。他们迂

回到高土崖上，英勇抗击。由于敌众我寡，处

境危险，王泰吉跳下土崖，跌入草丛，另一位

同志身中数弹，壮烈牺牲，从崖上跌落下来，

正掉在王泰吉头上。王泰吉昏过去了，野狼

的侵扰，使他终于苏醒过来。他来到一个农

户家里，洗去身上的血迹，换上农民的衣裳，

沿着崎岖的小道，向东南方向走去。此次起

义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极大。随后，王泰吉

打算东出潼关，去开辟革命的新天地。在行

至陕西华县高塘地区，与党组织取得了联

系。当时中共陕西省委正在这里秘密筹划渭

华起义。他便隐蔽下来，在当地进行革命活

动。并瞅准时机，及时清除掉了在当地民愤

极大的收税委员吉炳勋，为百姓除了一害，群

众拍手称快。

1928年 4月下旬，在中共陕东特委领导

下，王泰吉和战友们同心协力发动了渭华起

义。参加起义的许权中旅，在高塘改编为西

北工农革命军，王泰吉被任命为参谋长，他和

唐澍、刘志丹等一起领导这支约有千人的革

命武装，与当地的农民运动相结合，打土豪、

分粮食，协助地方党组织在东起少华山，西到

临潼县，北到渭北，南至秦岭的 100多平方公

里的区域内，建立了红色政权。

渭华起义的枪声，威震西北，直接威胁古

城西安，引起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极大恐慌。

于是，陕西当局急忙调兵镇压，命令宋哲元率

3个师人马进行围攻，6月下旬，起义由于寡

不敌众最后失败。渭华起义失败后，王泰吉

退入南山，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他只身东行，

翻过伏牛山，到了河南省南召县，他装扮成逃

荒的农民，一边给富户扛长工，一边秘密宣传

革命。后不幸被敌人逮捕，押送南京监狱。

敌人对他百般折磨，严刑拷问，他抱定“献身

革命，生死不计”的决心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

的斗争，毫不屈服，终始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

身份。

王泰吉在南京被关押将近一年，后来，他

的父亲王新斋去找老友杨虎城将军说情，经

杨虎城具保营救出狱。出狱后，王泰吉去见

杨虎城，感谢将军营救之恩。二人交谈中，他

精辟地分析了形势，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深

深打动了杨虎城后被挽留在十七路军工作，

在杨虎城身边任参谋。不久，又被任命为补

充旅副旅长兼参谋长。

由于王泰吉骁勇善战，指挥有方深为杨

虎城将军所器重，1930年调充新兵训练处处

长，后改为骑兵团任团长。他出身农家，但从

来不给家中接济分文，甚至还要从家中向外

拿。就在他任骑兵团长时，把挣的钱全部用

在周济部下和帮助乡友上。还资助一些青年

到外地读书，而他自己的生活却十分简朴。

王泰吉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常年不回家，而

且很少通信。即或有信，亦多谈革命事。家

书中曾有一首诗这样写到：“孝父敬母虽儿

愿，坎坷国事任旁观？捶胸顿足捺不住，壮

志未酬生不还”。又曾给他父亲写信道：

“……男尝谓天下事，危然后安，勿图苟安，

乱则思治，勿图小治。男以身贡献社会，生

死利害在所不计，嗣后毋劳大人挂念……”

可见其已将全身心投入到革命当中。

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

战爆发，杨虎城率部从河南攻入陕西潼关。

王泰吉随杨虎城部由豫入陕，在西安立了战

功，更受到杨虎城的信任。他虽然和党失去

了组织关系，但革命的信念从未动摇。在杨

虎城部队里，他团结进步官兵，积蓄力量，等

待时机，东山再起。

为适应全国人民抗日的要求，1933年 1
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革命军事委

员会发表宣言，提出共同对日作战的主张。5
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爱国将领冯玉

祥、方振武和共产党员吉鸿昌等合作，在张家

口建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曾在渭华

和王泰吉一起起义并肩战斗的许权中、谢子

长等共产党员，也先后奔赴察绥前线，加入抗

日同盟军。作为有着革命理想的热血青年

军人，王泰吉恨不得也能立刻飞赴前线，打

击日本侵略者。可是，蒋介石顽固坚持“攘

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将王泰吉的骑兵

团从西安调往三原“防共”，后又调耀县，进

攻陕北的红军和游击队。

同年夏，王泰吉主动派人与在三原中学

任教的共产党员何寓础联系，表示要带领骑

兵团起义，在西北组织抗日力量。中共陕西

省委研究了王泰吉的意见，认为当时红二十

六军南下商洛失败，革命正处于低潮，骑兵团

如能起义，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对于陕西

甚至对于整个西北的革命形势，都将产生重

要影响。省委先后派余海峰、杨声等前去协

助和指导起义。

7月21日，王泰吉率骑兵团约2000人，在

耀县城宣布起义。起义部队很快收缴了当地

民团、保安团和县政府、警察局的全部武装，

控制了全县。起义后，骑兵团改编为“西北民

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任总司令。杨声任党

代表，谈国帆任参谋长和特务大队长。起义

军在耀县城内召开了军民大会，宣布了《起义

通电》和《告民众书》。王泰吉在大会上发表

讲话，揭露了蒋介石集团独裁卖国、反共反人

民的罪恶，号召大家奋起革命，抗日救国。

耀县起义后，王泰吉恢复了党的组织关

系。7天后，为了策反三原县准备起义的另一

支部队，王泰吉率部离开耀县，向西进攻。途

遇暴雨，部队驻在泾河下游的三原县陵前镇

一带休整。并不失时机地对军纪进行了整

顿。义勇军行至三原县北原上的辘辘把村

时，遭到敌孙友仁团的突然袭击，部队被打

散。王泰吉收集余部200余人，向北面山区照

金革命根据地撤退。

照金是中共陕甘边特委所在地。王泰吉

率部到这里，与习仲勋、张秀山、李妙斋等领

导人及红军游击队会合。耀县起义虽然失败

了，但王泰吉终于把这支经过战斗考验的200
多人的革命武装交到了党的手里。

1933年 8月，渭北游击队和耀县游击队

等革命武装先后到达照金一带。为了统一指

挥这些革命武装力量，中共陕甘边特委决定

成立工农红军游击队陕甘边临时总指挥部，

任命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这支五

六百人的武装力量，经过休整，军威大振。王

泰吉与指挥部的领导人商量决定，在陕甘边

境开展游击战争，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他

带领队伍先后消灭了附近耀县、彬县的民团

势力。接着，北上宁夏，在永宁县境内歼灭了

一批地主武装，然后，胜利地返回根据地。红

军游击队不到一个月时间出击作战十余次，

旗开得胜，人心振奋，巩固了根据地，也为革

命部队缴获了大批枪械和物资。为扩大战

果，总指挥部决定，主力转入外线作战。于 9
月中旬，王泰吉又率领主力部队五六百人，从

照金出发，向南开进淳化县境内，又掉头转向

西北，登上旬邑县张洪镇。一路让各地民团

和反动势力闻风丧胆。接着，一鼓作气，长途

北进，攻占甘肃合水县城，击毙、击伤、俘虏敌

县长、民团团长以下 300余人，缴获大量的武

器弹药和物资。他们打开监狱，解救了一批

革命干部和劳苦群众。红军的出击，震动了

陕、甘两省。10月 4日，刘志丹从陕南脱险，

回到照金根据地，被任命为这支部队的副总

指挥和参谋长。

革命形势的发展，尤其是王泰吉率领和

指挥的红军游击队接连不断的胜利，使陕甘

两省国民党反动派如坐针毡，除令陕西出动

部队“围剿”外，甘肃的国民党军队也对这支

红军进行搜寻和堵截。10月下旬，王泰吉和

刘志丹带领红军主力，继续在陕甘边境开展

游击斗争。王泰吉和红军游击队由于长途奔

袭，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夜宿在一个叫毛家

沟门的小山村。在这里，尽管遭到敌人偷袭，

情况十分危急，但由于王泰吉善于用兵，指挥

得力，迅速摆脱了敌人。

毛家沟门一仗，王泰吉指挥部队以少胜

多，打出了红军的威名。从此，敌人再不敢贸

然追击这支红军游击队了。

1933年 11月 3日至 5日，陕甘边特委、总

指挥部党委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举行会议，

决定撤销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陕甘边临时总

指挥部，正式建立工农红军二十六军四十二

师。11月7日，红四十二师在莲花寺成立，王

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

会议决定开辟以甘肃华池县南梁为中心的革

命根据地，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

红四十二师建立后，王泰吉、刘志丹亲率

师部及第三团，袭击甘泉城；又在洛川葡萄沟

门击退由延安出击的敌军一个营。王泰吉作

为师长，身先士卒，待部下亲如兄弟，受到战

士的尊敬。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

部的高贵品格。

1934年 1月，四十二师中央师委决定派

王泰吉到豫陕边区做兵运工作，他化装进入

白区，行至淳化县通润镇，被他的旧相识同学

国民党保安团团长马从云扣押。2月，被解西

安军法处，惨遭酷刑，宁死不屈。他预知自己

此次凶多吉少，在生命最后关头，还写下了不

少正气凛然的诗篇：“堪叹国事日益非，屡经

起义与愿违。莫行于先谁继后，自我牺牲视

如归”“功名不必由我成，革命实践作先锋。

遗嘱同志莫顾虑，宇宙将来到处红。”由此可

见，他在短暂的革命征途中，虽屡遭挫折，却

始终抱着革命必胜的信念。1934年3月3日，

王泰吉被秘密杀害在西安西华门绥靖公署军

法处的大院内，就义时年仅28岁。

共产党员王泰吉虽然牺牲了，但他的革

命信念永不磨灭，如家乡日夜东流的渭河水，

从不停歇。他的革命精神激励着无数仁人志

士为之奋斗。

就在先零羌认为赵充国不会出
兵的时候，他突发奇兵，快速进占先
零羌。先零羌猝不及防，丢下了大量
粮草辎重，向西逃窜。赵充国率部进
入一些势力弱小的羌人部族的领地
后，严令将士不得侵扰。部族首领见
赵充国信守诺言，便心悦诚服地归顺
了汉朝。

先零羌虽然失败，退回湟水以
西，但实力不容小觑，随时都会卷土
重来。为了确保边境安全，赵充国上
奏汉宣帝，提出“屯田之策”。赵充国
的这一主张，在朝廷又引起了一场轩
然大波，大多数朝臣都反对他。汉宣
帝也不愿接受，遂派破羌将军辛武贤
率兵前来协助赵充国攻打先零羌。

在收到汉宣帝的诏令后，赵充国
的儿子、中郎将赵昂也苦口婆心地劝
说其父亲放弃屯田的主张，要迅速率
兵攻打先零羌。赵充国坚持己见，率
全家到令居去居住，准备屯田戍边，
并再次向汉宣帝上奏，将屯田戍边的
好处归纳为“十二便”。

赵充国秉笔直书，前后三次上书
陈述屯田戍边之策。汉宣帝非常重
视，每次都召集群臣讨论，最终同意
了赵充国的屯田之策。同时，汉宣帝
派出的许延寿、辛武贤等人对一些羌
人部族进行了有力的打击。这时，赵
充国对羌人部族的瓦解策略发挥了
作用，先是一些弱小的羌人部族纷纷
归顺汉朝，接着先零羌内部开始出现
分化，部分首领联手杀了反汉立场强
硬的杨玉，率部属四千多人归降汉
军，并得到朝廷的封赏。

“屯田之策”得到汉宣帝准许后，
赵充国立即组织实施，在短短几年
间，大批将士、移民等从内地进入河

湟地区，开荒造田。据载，赵充国的
“屯田之策”，使“自元帝以后数十年，
四夷宾服，边塞无事”，彻底解决了先
零羌侵扰边境的问题。

营平守节 画像未央
神爵二年（前60年）五月，赵充国

率军凯旋回朝。朝廷上下无不佩服
其胆识和谋略，赞叹其“不战而自破之
策”。赵充国病老乞归后，“朝廷每有
四夷大议，常与参兵谋问筹策焉”。

甘露二年（前52年）十二月，赵
充国病逝，享年86岁。为表彰赵充
国的功绩，汉宣帝追封他为“壮侯”，
画像未央宫，拜为麒麟阁十一功臣，
供人瞻拜纪念。汉成帝刘骜继位后，
又命黄门侍郎扬雄在其画像旁题诗，
赞曰：

明灵惟宣，戎有先零。先零昌
狂，侵汉西疆。汉命虎臣，惟后将
军。整我六师，是讨是震。既临其
域，谕以威德。有守矜功，谓之弗
克。请奋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
我，从 之鲜阳。营平守节，屡奏封
章。料敌制胜，威谋靡亢。遂克西
戎，还师于京。鬼方宾服，罔有不
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诗人歌
功，乃列于《雅》。在汉中兴，充国作
武。赳赳桓桓，亦绍厥后。

赵充国逝世后，葬于邽山之阳
（今清水县永清镇李崖村石佛坪）。
墓址汉代兴建，历经唐、宋、元、明、
清，人们先后在这里开辟祭田，修建
祭殿，广栽松柏，并勒石刻碑，纪念这
位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1962年，
赵充国墓被确定为甘肃省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今已辟为赵充国陵园，
成为旅游地，每年来这里的游客络
绎不绝。 （连载四·全文完）

□ 柴多茂柴多茂

沉勇大略的陇上名将沉勇大略的陇上名将
———赵充国—赵充国

王泰吉主要行军路线示意图

□□ 马小江马小江

————““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王泰吉总司令王泰吉

忠心赤胆忠心赤胆 抗敌救国抗敌救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