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南梁革命纪念馆的展厅里，陈列着一
口口径为 31 厘米的铜锣锅。南梁红色大景
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杨正钰说，这口铜锣
锅见证了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队伍与人民
群众之间的深厚感情。

1933年冬季，习仲勋来到南梁创建革命
根据地，在河沟门遇到了王续兰大妈。王续
兰大妈是逃荒而来的，落脚在华池县南梁河
沟门拐沟口的半山腰上，顺着山势修了一处

“贴肚子”的拐院。她家中有 6 孔窑洞，从院
门往里看，只能看到两孔，其他4孔在右拐角
处，比较隐蔽，都是角窑，像地道一样。第 6
孔窑洞的一个窗户专门开在羊圈内，每个窑
门口都摆放着一个用树枝编织的粮食囤子，
囤子内靠拐窑口的侧面留有开口，可容一人
出入。王续兰大妈经常为革命同志送饭、做
鞋、传递情报、救治伤员，刘志丹、习仲勋在
南梁开展革命活动的时候，条件特别艰苦，
缺衣少食，还无处容身，王续兰大妈就把自
家院子让出来给他们住。

1934 年春，习仲勋利用夜色掩护开展
革命活动，来到王续兰大娘家休息。恰巧
碰到王大娘蒸了一锅玉米面馍馍。王大娘
刚揭开锅，三名斜挎着枪的国民党兵突然
出现在院畔，跑已经来不及了，藏在哪儿
呢？炕洞？昨晚才烧过柴火，还热着哩。
案板下面？敌人用枪一扒拉就能发现。咋
办哩？

眼看敌人就要到窑门口了，王续兰急中
生智，飞快地挪开家中的水缸盖，低声喊了
一声“仲勋，快！”示意习仲勋钻进水缸，习仲勋
稍做迟疑便抬腿钻入水缸，王大娘迅速盖好
水缸盖。这时，一个敌人已经一脚踏进门
来，大大咧咧地喊着“老婆子，做啥饭？”王续
兰不慌不忙，一边从大蒸锅里端出馍馍放到
水缸盖上，一边说道：“穷的没啥吃了，蒸了
一锅玉米面馍馍。”蒸汽很快弥漫了半个窑
洞。这时，三个敌人已经站在了面前，王大
娘假装客气道：“老总，你们是哪个队伍
的？真是稀客，快到炕上坐，我给你们切馍
馍吃。”一个坐到了炕棱上，一个站在地上
胡乱瞅望，一个来到水缸前顺手掰了一块玉
米面馍馍，塞到嘴里咀嚼，一边夸道：“嘿！
甜得很，你强（手艺好）得很，给我们切几
块，我们也吃吃。”

敌人见家里只有王续兰一个人，窑里除
了一个水缸，一个杜梨木案板，再也没有什
么值钱的东西，一眼就看透了，便一人抓了
一块玉米面馍馍，边吃边往门外走，对王续
兰说着：“发现可疑的人了，要马上报告！”王
续兰连忙应声到：“好，好，老总，你们放心。”
敌人走后，习仲勋钻出石水缸，拧干衣服，吃
了饭，没敢停留，立即钻进何沟门拐沟的树
林里藏了起来。

就这样，习仲勋成功脱险于敌人的搜
捕。习仲勋在辗转离开南梁时，把随身携带
的铜锣锅送给王续兰大娘留作纪念。

2014年，王续兰的家人把铜锣锅捐献给
了南梁革命纪念馆，经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
会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记者在荔园堡村采访时，遇到了55岁的
南梁镇政府工作人员梅建顺。

我老家在华池县山庄乡尚湾村算账沟
组。1932年，刘志丹、王泰吉率领红四十二师
来到南梁，开辟革命根据地，我爷爷梅生贵怀
着翻身求解放的迫切心情，报名参加了红军。

刚开始，爷爷被分配做地方群众工作,在
红军后方特派员张策等同志的具体领导下,在
山庄的周园子、尚湾、小河沟一带建立了农民
联合会、贫农团；在二将川组织起了赤卫军大
队,爷爷担任大队长。为了进一步壮大赤卫军
力量,爷爷率先动员我二爷梅生奎、三爷梅生
荣参加了赤卫军，与农民联合会一起积极发
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分牛羊,开展土地革命
斗争，多次受到刘志丹、习仲勋赞扬。

1933 年，二将川一个民团有 7、8 个团丁
加入了红军。不久，民团知道这些人是被我
爷爷带走的，就包围了我家，抓住了爷爷，把
他绑在榆树上打。爷爷被打得满身是伤，断
了好几根肋骨，在炕上躺了整整半年时间才
好。爷爷伤好离家不久，就把部队上下来的
重伤员蔡子伟带到家里养伤，期间，张策、蔡
子伟介绍爷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6 年
南梁革命纪念馆落成庆典的时候，蔡子伟还
到我家来看望我奶奶和二爷、三爷。

1934年 11月 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

成立，赤卫队正式成为赤卫军，之前担任赤
卫队副大队长的爷爷，成为赤卫军副总指挥
兼参谋长。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当天在南
梁关帝庙进行了阅兵。

1935 年 3 月中旬到 4 月中下旬，国民党
派兵“围剿”陕甘边区根据地。当时我爷爷
在老爷岭，参与阻击敌人一个多月。4 月 14
日，国民党马鸿宾部抢占老爷岭，进驻二将
川，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军委所在地荔园
堡、寨子湾失守。4月16日，根据地党政军机
关工作人员在豹子川、白沙川交界的张岔岭
被国民党部队及由合水方面来的100余名便
衣队包围。爷爷奉命阻击，他率领赤卫军用
大刀、长矛和土枪、土炮打退了敌人多次进
攻，使根据地党政军机关工作人员得以转移
到安全地方。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爷爷最终
被俘。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爷爷慷慨激
昂，痛斥国民党反动派残害人民的种种罪
行。最后，这些残暴的敌人割下了我爷爷的
头，挂在老南梁城门堡子上示众。

爷爷的人生很短暂，但是在 32 个春秋
中，他从一个普通贫困农民，成长为了一位
为开辟保卫南梁革命根据地而英勇献身的
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1947年，白马区政府给我家颁发了烈士
牌。1949年，我二爷，三爷、大大（伯伯）及我
父亲全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4年，国家
民政部正式颁发了烈士证。2009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我爷爷被评为感动甘
肃人物。

一口铜锣锅英勇就义的革命烈士梅生贵
——梅建顺讲述爷爷的壮烈故事

2021年7月1日 星期四 编辑：王文珺 美编：刘念

甘肃省华池县荔园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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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梁采访时，这样一些故事
和细节深深触动着我：南梁闫洼子
42名干部群众、游击队员，面对敌人
的严刑拷打，宁死不肯吐露一个字，
用鲜血和生命保全了红军物资和党
的机密；国民党派兵“围剿”根据地，
敌人来势汹汹，但他们既没能从当
地百姓手中得到一点粮食，也没有
得到百姓的拥护和支持；面对敌人
的搜捕，百姓们像保护亲人一样保
护着共产党人……

在那个条件艰苦、形势严峻的年
代，为什么老百姓愿意拼死保护党、
保护根据地？为什么陕甘边革命根
据地能够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后期我党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
因为我们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植根
人民，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
依靠人民。以“面向群众、坚守信念、
顾全大局、求实开拓”为主要内容的

“南梁精神”正是饱含着这种最为朴
素却又极为珍贵的情感和宗旨。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
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群众创建和发展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始终保持与人民
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维护人民群众
的根本利益，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
衷心爱戴和坚决拥护，为革命根据地
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精神根基。毛
泽东到达陕甘根据地后，对根据地的
群众工作非常赞赏。在陕甘边区开
展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
产党人坚持从实际出发，百折不回，坚守信念，顾全
大局，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充分体
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思想品格。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革命斗争的硝烟虽已远
去，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
精神财富，不论是在革命斗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发展
时期，都是激励我们前行和不懈奋斗的源头活水。
我们只有继承好、弘扬好这些宝贵的革命精神财富，
才能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有所作为，才能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87年前，一场百余人的“集会”，让“荔园堡”这个
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

1934 年 11 月 1 日，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革
命委员会在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南梁镇的荔园堡村
召开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将革命委
员会转变为苏维埃政府。100多名按照边区辖区人
口比例推举产生的代表，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
刘志丹担任陕甘边区军委主席，习仲勋担任边区苏
维埃政府主席。

“今天南梁革命纪念馆景区内的清音楼，当年是
荔园堡村的一个戏台。当年的 11 月 7 日，边区苏维
埃政府成立的庆祝大会就在这里举行。”南梁革命纪
念馆讲解员邹瑜说，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
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历尽艰辛，创建陕甘边革命根
据地，成立边区苏维埃政府，为这块有着深厚历史底
蕴的热土奠定了光荣的革命传统。其中，习仲勋当
选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时，只有21岁，被群众亲切地
称为“娃娃主席”。

6月22日，记者来到荔园堡村，穿过荔园堡旧址
的城门，进入南梁革命纪念馆红色景区，洁白的南梁
革命烈士纪念碑，在葫芦河两岸的青山掩映之下，巍
峨挺立，庄严肃穆。沿着城门前的小山坡前行，踏上
革命先辈们走过的路，思绪仿佛在瞬间回到了那段
革命岁月的烽火之中……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长征中
的党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八路军
北上抗日提供了出发点，并成为国内二次革命后期
我党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

‘两点一存’的重要地位。”华池县南梁红色大景区管
理委员会主任杨添翼说，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和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为中国革命储存了“星星
之火”。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荔园堡成立后，实
施了以“十大政策”为主要内容的系列政策法令，促
进了陕甘边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
使陕甘边区的经济逐步繁荣起来，充满生机。杨添
翼说，陕甘边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孕育了以“面向
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为主要内容的

“南梁精神”。80多年后的今天，“南梁精神”依然以
她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激励老区人民昂首阔步
前行在新时代的征程上。

近年来，为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传承和弘扬
“南梁精神”,华池县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精心规划建
设了南梁革命纪念馆、列宁学校旧址、抗大七分校旧
址、军民大生产纪念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旧址、寨
子湾军委政府旧址等一批享誉全国的红色旅游景

点。其中，南梁革命纪念馆先后被确定为全国爱国
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国防教育基地、全国首批百
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并于
2009年被纳入了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计划。

作为南梁镇政府所在地，今天的荔园堡村，已成
为南梁红色景区的中心区域。在南梁红色小镇上，
为红色旅游服务的商铺鳞次栉比，整个小镇一派欣
欣向荣的景象。

“共产党人为了谋求民族解放和人民福祉不怕牺
牲、浴血奋战的宝贵精神财富，深深地烙在南梁的大
地上，激励着一代代南梁儿女不懈奋斗。”南梁镇党委
书记徐永宏说，近年来，在中央和省市县的关心支持
下，南梁镇按照建设“全国红色旅游重点镇”的战略定

位，对南梁进行了全方位的保护开发与建设，初步建
立起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宜居体系，建成了集
参观、教育、旅游、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红色旅游经典
景区。“我们把红色文化元素融入吃、住、行、游、购、娱
等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了以红色旅游业为主的产业发
展格局。2020年，南梁景区接待游客175万人（次），全
镇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万元，其中来自红色旅游服
务等第三产业的收入占到60%以上。”

“这些年，镇上和村里鼓励引导我们发展红色旅
游，我们两口子利用家里的 5孔窑洞办起了农家乐，
来我们村里的游客越来越多，年收入七八万元以
上。”记者在荔园堡村采访时，村民高志强说，今天的
荔园堡村乡村美丽，老百姓生活富裕，走上了梦寐以

求的小康路。
而今，越来越多的荔园堡村民像高志强一样，投

入红色旅游，弘扬红色文化。
“多年来，荔园堡村在‘南梁精神’的引领下，努

力奋斗，锐意进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荔园堡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蒋大江说，进入新
时代，荔园堡立足村情实际，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围绕红色文化、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等重点方面，研
究确定了“一线、八区”的发展思路。当前，全村正着
力打造红色旅游线、生态观光区、民俗文化区、特色
餐饮区、旅游体验区、产业服务区、观光采摘区、手工
作坊区和休闲游购区，努力谱写革命老区乡村振兴
的“红色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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