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绥德 吴堡

子洲

米脂

佳县

清涧

延安

杨家沟

任家山

转战之路

今年是中共中央转战陕北70周年，本报记者随市记协等单位组织的“转战之路新风貌”采访团，

沿着党中央毛主席当年转战陕北的路线进行采访，追寻革命先辈的战斗足迹，用镜头和笔触反映发生

在我们脚下这片热土上的这段非同寻常的历史，展示新时期我市及陕北脱贫致富、现代化建设的新成

就、新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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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动由延安新区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鼎力支持

主席在这儿电话
指挥决胜沙家店

本报记者 叶四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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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岔是佳县朱官寨镇的一个
小村子，1947年 8月 19日至 23日，
毛主席在这里指挥了著名的沙家店
战役，彻底改变了西北战场的局面。

据了解，毛主席当时住在村民
刘永升家里。沙家店处于佳县和米
脂县的结合部，位于梁家岔西面，两
地相距 20里。8月 20日，沙家店战
役打响，中共歼灭了胡宗南部整编
36师和两个旅共6000余人，粉碎了
蒋介石对陕北重点军事进攻的图
谋，标志着转战陕北最困难的时期
已经过去。

9月 17日下午，记者一行来到
了梁家岔。沿途问路时，热心的老
乡告诉记者，梁家岔毛主席旧居在
半山腰，旧居房东的后人住在山顶
的新窑里。老乡说，窑洞主家的婆
姨还在家，她的丈夫和公公已经去
世，婆婆跟随小姑子住在榆林。几
经辗转，记者在山顶处的一个新窑
院里找到了老乡口中所说的主家，
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妇女。记者见
到她时，她正在剥豆子。听了记者
的来意，她说：“我正在忙着，去不

了。你们想去自己去吧，没有大门，
能进得去。”

天色已晚，记者来到了梁家岔
毛主席旧居。院子没有门，半人高
的石墙把院子和门外的路分割开
来，院子出口处安放着一个陕北人
常用的石碾子。毛主席住过的右边
第二孔窑洞挂着黑底金字的标识
牌，记录了毛主席在这里居住的时
间。非常幸运，旧居窑洞旁边现在
还住着人家，是刘永升兄弟的后人，
有一中年妇女正在用农家用的小风
车吹净豆子。知道记者来采访，她
忙停下手中的活，到硷畔上喊来了
住在下面的村支部书记王子华。

在石碾旁，王子华告诉记者，大
部队没来村里，村里只来了警卫
连。自己的父亲王万如是当时的村
委会主任，配合警卫连安排了毛主
席的住处。父亲当时也不知道来的
人就是毛主席，只知道村里来了个
大官叫李德胜。

“当时碾子上就安着电话，这个
电话和前东元村沙家店战役指挥部
是连在一起的，毛主席和一线指挥战

役的彭德怀通过电话互相了解战
情。沙家店战役打胜了，毛主席接电
话时就说，我是毛泽东！”王子华说：

“这下，大家就知道是毛主席来了。”
王子华介绍，主家前年搬走了，

毛主席在主家用过的桌子、椅子等物
件后来被延安革命纪念馆收藏了。

毛主席来到村里时，陕北农村
正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进行着土地
改革的勇敢尝试。王子华说：“你们
上来时能看到一个大戏台，毛主席
带来的人还在戏台上动员群众宣传
土地改革政策呢。”

王子华所说的大戏台，在旧居
左前方一块平坦的山梁上，旧居有
小路通向戏台，约 200多米远的距
离。

记者了解到，当时轰轰烈烈的
土地改革运动后来蔓延到了全国，
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
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土地改革
使农民更踊跃地参军参战或担负战
争勤务，并以粮草、被服等物资支援
子弟兵，为夺取全国胜利提供了源
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持。

曹庄现在叫曹家庄，是佳县佳芦
镇的一个小村子，距离县城10公里左
右。1947年8月16日，毛主席来到佳
县的第一个住处就是这里。据了解，
毛主席当时住在村民曹根生家里。

在去往曹家庄的路上，听到记
者一行想要找毛主席住过的地方，
老乡连连摇头：地方还在，村里的人
都搬走了。在一位拦羊老乡的指引
下，记者一行很快找到了曹庄毛主
席旧居。垒墙上镶嵌一块糙石，上
刻“毛主席转战陕北曹庄旧居”几个
字，是原延安市委书记、时任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高宜新所题。拐过弯
再上几级台阶就是旧居的大门，大
门口枣树下立着一块庄重的黑色金
字石碑“曹家庄村毛泽东旧居”，为
佳县人民政府所立。

旧居大门紧锁，门前几株枣树
上枣子压的树枝往下垂。左旁隔壁

邻家的院子也已经废弃了，两家相
邻院子的墙塌了一处，形成了通向
旧居的大豁口，记者从豁口进入旧
居，看到院子里有五孔窑洞，窑面被
粉刷过，时间不长，院子里杂草丛
生，还立着一个大黑石碑，石碑上的
《曹家庄毛主席旧居碑记》记载了当
时毛主席来到村里的情况：毛主席
出境米脂，途经乌镇，冒雨摸黑行进
在崎岖泥泞的山路上。在前有黄河
阻隔，后有敌人追尾的险恶时刻，进
驻于佳县曹家庄。驻地窑洞灯火彻
夜通明，几位中央首长统一决策：

“部队行程不变继续按原路进军。”
以践行“不打败敌人，决不过黄河”
的立言。曹家庄是毛主席转战陕北
进入佳县的首站，虽一夕停留，但时
局尚艰，胜负攸关，在此抉择，这是
一个值得永恒纪念的革命旧址。

窑洞上挂的牌子显示，毛主席

住在右边第一孔。记者透过门缝看
到，旧居窑里柜子上、桌子上放着毛
主席转战陕北时的照片，地上打扫
得干干净净。旧居左侧的窑洞门板
倒地，窑洞里杂乱地放置一些木斗、
箕畚等，多是农家日常用品。特殊
的是还放着好几个花篮，有一幅照
片，拂净上面的灰尘，可以清楚地看
出是毛主席纪念堂。这处毛主席旧
居之所以还保存完好，记者推断可
能是政府部门专门派人打理，也可
能是主家对毛主席情深，即使不住
在这里，也经常回家看看打扫。

记者注意到，这个村的几十处
窑洞已经没有人住了，群众都移民
搬迁去往他处，个别村民利用老窑
院养羊、养鸡，才会时不时回来喂养
管理一下。

曹家庄，已是一个即将消失湮
没的村庄。

村子已无人居住
旧居仍保存完好

本报记者 叶四青

9月 16日傍晚，记者来到了朱
官寨村阳坬自然村毛主席旧居。
朱官寨村位于佳县县城西北 40公
里处，属于朱官寨镇，由若干个自
然村组成。据了解，1947年8月23
日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来到了
朱官寨，在这里住了 29天，在殷家
湾自然村住了一个晚上，在阳坬住
了28天。

阳坬在朱官寨村东边，毛主席
当时住在村民张月胜家的窑洞
里。记者看到，旧居院子门前有十
几棵枣树，大门是土石结构，古朴
古香，木门紧锁着，门上“毛主席万
岁”的横批已经完全泛白。张月胜
已经去世，热心的老乡很快帮记者
找到了张月胜的儿子张生章。张
生章指着大门对记者说：“我家的
这个大门有 100多年历史了，当年
毛主席就是从这个大门走进来
的。”

张生章今年 82岁，毛主席来
到他家时，他 12岁。毛主席为什

么会选择住在这里？张生章给
记者讲了一个小故事。他说，毛
主席在朱官寨前一个村子行走
时问群众：前面的大村子叫什
么？群众说是朱官寨。主席是
南方人没完全听懂，反问群众：
是不是煮瓜菜？当中有人给主
席写下了“朱官寨”三个字。主
席笑着说：朱官寨好名字，朱者
赤也，是红军的老家。后来就到
朱官寨来了。

张月胜家有五孔窑洞，张生章
说，毛主席住在右边第二孔窑洞
里。当时来的时候家里只知道来
的人是中共的大队长李德胜。

张生章打开院子的大门，院子
里坍塌的土把半个院子都填满
了。去年七八月份的时候，受连续
降雨的影响，当年毛主席住过的那
孔窑洞和旁边的窑洞窑面都已经
脱落了，只有左边两孔还是完好
的。坍塌的土并没有完全掩盖窑
洞，记者站在坍塌的土上，从坍塌

留下的缝隙里看到，毛主席住过的
窑洞里，有一盘土炕，是毛主席休
息过的地方，炕上放着一个小炕
桌，是毛主席的办公小桌。窑洞的
窑面有新粉刷过的痕迹，张生章
说，那是 2015年文化局花钱雇人
粉刷的。

张生章说，毛主席来这里的时
候，自己还是个小娃娃，常爱出去
转。“下午回家的时候看到，有 7个
人来我们家了，有两个还挎着短
枪。他们说要来我家吃顿饭，吃了
一顿饭后，我们家又来了好多人，
还背着铺盖，毛主席、周恩来、任弼
时就在我家住下了。”

张生章家的隔壁也有一院废
弃的老窑洞，是邻居家的。“毛主席
在我家住下后，我们和邻居五六家
就挤在隔壁的窑洞里。那个时候
小，人家不让我们看毛主席，我很
好奇院子里的人一天在干什么，有
时候会爬上墙看看，偶尔还会看到
毛主席。”张生章笑着说。

● 为了表达对毛主席的怀念和敬仰，张生章和老伴儿在窑洞里常年挂着一幅主席画像

● 记者在朱官寨毛主席旧居前采访张生章老人 ● 曹家庄毛主席旧居内摆放着与转战有关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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