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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重温
红色延安故事

陕甘宁边区高等检察处首任检察长—马定邦

历史事件：永坪会师始末

1935年夏，中央红军打破国民党
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向陕北转
移。蒋介石为在红军主力到达陕北
之前，绞杀全国仅存的这块革命根据
地，接连两次调集重兵，“围剿”西北
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8月，开始
对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
次“围剿”。西北苏区军民在中共西
北工委、西北军委和刘志丹的领导
下，奋力反击国民党军队的猖狂进
攻。正值此时，由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突围的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程子
华率领下，挥师北上，9月 15日到达
延川县永坪镇（今永坪镇）。当日，永
坪大路旁边张贴着“欢迎二十五军老
大哥！”“消灭晋军！消灭高桂滋！”

“夺取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等标
语。西北党政军机关干部和当地赤
卫军、少先队，列队赶到永坪西南欢
迎红二十五军到来。9月 16日，刘志
丹率领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主力，从

安定县涧峪岔一带返回永坪，与红二
十五军会师，两军7000余人分别驻扎
在永坪附近村庄。县北各地群众响
应各级苏维埃政府号召，纷纷运粮送
菜、杀猪宰羊慰劳红军；区乡贫农团
组织青年担柴挑水，妇女部动员妇女
为红军洗衣补袜。红军战士把打土
豪得来的花布、丝线赠送给老乡。苏
区洋溢着军民鱼水深情。徐海东将
军感慨地说：“来到陕北苏区，我们好
像到了家一样！”9月 17日下午，中共
西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在永坪西北
军政干部学校教室（今永坪小学），主
持召开中共西北工委和中共鄂豫陕
省委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程子
华、徐海东、刘志丹、高岗、聂洪钧、惠
子俊、郭洪涛、崔田夫、王达成、张秀
山、张达志、马明方、李静（景）波、戴
季英、郭述申、慕纯农、白治民、史秀
芸（女）、白茜（女）、王月明、刘英勇等
20多人。会议决定撤销中共西北工
作委员会，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由
马明方、王达成、白茜、朱理治、刘志

丹、高长久、聂洪钧、徐海东、郭述申、
郭洪涛、程子华、慕生忠、慕纯农、戴
季英等组成，书记朱理治，副书记郭
洪涛，秘书长李静波，组织部部长王
达成，宣传部部长郭述申，白区工作
部部长慕生忠，妇女部部长白茜，政
治保卫局局长戴季英；中共陕甘晋省
委下辖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神府工委
和县委，李景林任陕甘边区特委书
记，张晨钟为神府工委书记。改组西
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聂洪钧，秘
书长范子文，参谋长戴季英，供给部
长白如冰；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
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
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兼），副
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
高岗，副主任郭述申。辖3个师，红二
十五军整编为七十五师，师长张绍东
（后叛变），政委赵林（凌）波（后叛
变），参谋长毕士悌，辖第二二三团、
第二二四团、第二二五团；红二十六
军整编为七十八师，师长杨森（后田
守尧），政委张明先（后脱离革命，改
由张达志任），辖第二三二团、第二三
四团、骑兵团；红二十七军整编为八
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后
崔田民），参谋长任浪花，辖第二四一
团、第二四三团。全军团7000余人。

延伸阅读：永坪会师

1935年 9月的一天早上，雾特
别大，相隔十来步远就看不见人。但
是，永坪镇附近的红军和老乡，一大
早就从四面八方涌到永坪镇的河道
上。因为今天，经过长途跋涉，冲破
了层层封锁，战胜了无数艰险困难，
胜利到达陕北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
就要和我们陕北红军会师了。不一
会儿，太阳渐渐升起来，浓雾消散。
站在高坡上一望，十多里长的道路两
旁，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欢迎的人群。
人群中，有红军部队，有红大学员、赤
卫队员，也有妇女会员、少共团员、政
府的干部、学校的学生和当地的老
乡。三四道大彩门，矗立在道路中
间。山沟和大路两旁的岩石上、树干
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标语，上边写
着：“欢迎红二十五军老大哥！”“消灭

晋军！消灭高桂滋！”“夺取敌人的武
器武装自己！”……河沟草地上，许多
孩子吹着小笛儿，用尖溜溜的小嗓子
唱着：“打倒豪绅地主哟，打倒反动派，
男女都平等哟，人人闹革命，大人娃娃
一条心，革命早成功……”歌声、笛
声，合着人们的笑声，荡漾在晴朗的
天空。一会，一位指挥员，骑着一匹
枣红马，来到部队前面。他勒马向大
家问道：“准备好了吗？”大家齐声答
道：“准备好了！”他又继续说道：“红
二十五军跋山涉水，受尽千辛万苦，
来到咱们陕北，马上就要和我们会师
了!招待客人，本来应当拿出些礼物，
可咱们这里的政权刚刚建立，又受着
敌人的封锁，拿不出什么东西来。但
是我们却有着一颗火热的心，我们一
定要热情地欢迎红二十五军的同志
们……”正说着，后沟里跑来两匹战马，
队伍里马上吵吵嚷嚷地议论起来：“交
通员回来了！”“一定是红十五军来到
了！”……果然两个交通员在马上气喘
喘地大声向指挥员报告说：“二十五军
到了！正在前边庄上整理队伍。”指
挥员听了，两腿紧夹马肚，掉回马头，
打了一个响鞭，喊了声“老大哥来
了！准备欢迎！”带着两个交通员便
奔向前庄去了。队伍里顿时热闹起
来，“立正！”“立正！”“向右看齐！”“向
右看齐！”……口令声此起彼伏。庄
头上出现了一杆迎风招展的红旗，后
边是黑压压看不到头的队伍。立刻，
河道里也响起了锣鼓声、歌声和口号
声。正在田里干活的老乡们，听到锣
鼓响，也扛着锄头跑来了。徐海东同
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身材高大
结实，穿着一身青色军装，八角形的
军帽上，还钉着一颗红五星。他一边
走，一边笑着挥手向我们问好。紧跟
在首长们后面的是骑兵警卫排，再后
边是手枪团。手枪团大多数同志都
穿着黑军装，腰里缠着“九龙袋”，每
人背着一把盒子枪和几颗手榴弹，身
后还斜插着一把大刀。他们排成四
路纵队，整齐地走了过去。我们一个
劲地喊口号、唱歌。他们一个个神采
奕奕，笑容满面，也唱着歌来回答我
们。手枪团的后面是 80来个人组成

的司号连，吹打得哇哇响。再后面是
几十个十五六岁没有化妆的宣传员，
又唱又舞地走了过去。在一些抬着
伤员的担架过去以后，战斗部队过来
了。先是二二三团。嗬!一个连就有
5 挺轻机枪，每个营还有 6 挺重机
枪。步兵分成三路纵队行进，都扛着
一色的步枪，有的还上着明晃晃的刺
刀。当中还夹杂着一些挑夫，竹扁担
颤悠悠地闪动着。他们照样唱歌、喊
口号，有时趁着换肩的机会，还连连
朝我们招手。大家目不转睛地看着、
称赞着。特别是对他们的武器装备，
更感兴趣。凑巧这时二二三团刚走
完，后边部队还没有来到，一个带红
臂章的通信员走了过来。我们一下
把他包围起来。有人问：“你们那一
色的马枪步枪，都是咱红军工厂自己
造的吧？”通信员指着我们一些赤卫
军背的红缨枪回答说：“不是的，我
们原来扛的也和你们一样。现在的
枪都是从敌人手里夺来的。”大家一
听，便纷纷谈论起应该学习老大哥的
艰苦、勇敢精神。谈着谈着，后面的
部队又上来了。我们这才放走了通
信员，又欢迎起后面的部队。一直把
红十五军的同志送到了红大休息，欢
迎的人们才各自回家去。路上，我激
动地想：高桂滋、阎锡山还梦想三个
月消灭我们，哼！等着瞧吧！红十五
军来了，我们的力量更大了，还不知道
谁消灭谁呢？回到驻地，同志们也都
顾不得吃饭，就凑在一起议论开了。
这个说：“嘿，咱们老大哥的武器比

‘大红鞋姑娘队’的武器还要强好几
倍。”那个说：“比阎老西（即阎锡山）
的武器也强呵！”说得大家都高兴地
哄笑起来。过了两天，我们跟红十五
军互相进行参观访问活动。贫农会
也把老大娘、小伙子、小媳妇都组织
起来，带着绣花荷包、袜底等东西去慰
问他们。到了驻地，男的帮战士们劈
柴、打水，妇女就抢着洗衣服、补袜
子。战士们也把打土豪得来的花布、
丝线回赠给老乡。参观回来的路上，
一个老大娘不断地数说着：“姑娘们！
小伙子们！这回你们好好生产吧！

‘红鞋队’、晋军，保险再不敢来了。”

第四天，是正式的联欢大会。陕北的
红军部队、赤卫军都赶到永坪来了。
在石油厂左边的河滩上搭了一个大
台子，上面横挂着“欢迎红十五军”的
标语，台子顶上插满了红旗。会场当
中用石灰画了一条粗粗的白线，左边
坐着红二十五军，右边坐着我们陕北
红军。满场都飘荡着红旗，旗杆上的
黄铜帽在太阳底下闪耀着金光，从高
处望去，简直是一片旗海。两边的部
队都有啦啦队，歌声和哄笑声，此起
彼伏，真是热闹极了。会议开始了，
徐海东同志讲了话。他对红二十五
军到达陕北根据地后，处处受到热烈
欢迎，表示感谢。又说红二十五军不
过是南方红军的一小部分，以后还要
有大批红军到陕北来，另外也讲了一
些沿途的战斗情况。接着是各部队
和妇女会、赤卫军等团体的代表讲
话。最后是刘志丹同志讲话。他穿
着一身灰蓝色军装，腰上扎着根皮
带，挎着支手枪，瘦瘦的个子，往台
上一站说道：“我们陕北根据地还很
年轻，敌人用尽了一切办法想消灭
我们，可是他们并没有能够如愿。金
松山（敌师长）被我们消灭了，又来了
个高桂滋。高桂滋吹牛三个月要征
服我们，三个月早过去了，我们没有
被征服，而他自己眼看就要完蛋了。
现在晋军、东北军又跟上来了，可是
我们的红十五军也来了。我们的力
量更强大了，现在不是敌人追着打我
们，而是轮到我们收拾他们的时候
了。”接着他又说：“我们只要不断地
壮大红军，根据地就能巩固。大家
都看到了，红十五军的同志们带来了
很多枪支，现在需要的是有更多的人
来背它，谁愿意来背呀！”这一问，台
底下的老乡们轰动起来了，特别是那
些小伙子们，他们大声地嚷道：“我愿
背！”“我愿背！”当场就有许多人参加
了红军。会后，各地都掀起了参军热
潮，红军迅速地发展起来。不久，我
们便在劳山消灭了敌人的一一〇师，
击毙了敌师长何立中。陕北根据地
更加扩大和巩固了。

（供稿单位：中共延安市委党史
研究室）

走上革命的道路

陕北革命最早始于 1923年夏，
魏野畴、李子洲、呼延震东等革命先
驱在陕北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肤施
（今延安市宝塔区）省立第四中学，与
绥德的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一样，也是
较早建立共产党、团组织的学校。
1925年夏，陈俞廷（1901-1929）大学
毕业后，被中共北方区执委会派往陕
北，在肤施省立第四中学任教。他以
教书为掩护，同王超北、呼延震东、易
厚庵一起，于秋季秘密建立了共青团
肤施四中支部；1926年春夏，省立第
四中学建立中共肤施特别支部。这
是延安最早的中共地方组织。在共
产党团组织的领导下，肤施省立第四
中学学生中开展学生运动、建立起农
民协会，唤起了穷苦大众的革命意
识。王世泰、王树勋、焦维炽等革命
先驱早期也在肤施的省立四中学习、
工作。

1908年农历十月初八，马定邦
出生在延安市延川县贾家坪乡马家
圪崂村一户农民家里。那里山大沟
深，农民生活十分艰难。其父马奉君
是个精明的庄稼人，虽然没有文化，

但重视对孩子的教育。马定邦出生
的窑洞现在仍完好无损坐落在山
腰。从古朴的院落和门楼牌匾上可
以看到——光绪三十二年镌刻的“耕
读传家”家训，显然这是一户重视教
育的家庭。

其父马奉君老先生与邻村志同
道合者出资办学，用优厚的待遇聘请
老师，延川北源村的杨其敏老先生和
田家川的田同清老先生，都是闻名乡
里的先生，都在马家河当过教师。这
所大山里的马家河小学，曾为陕北革
命火种的传播作出过贡献。陕北早
期革命烈士焦维织、马俊英，以及马
定邦、石子珍、马国栋、石子珠、马万
里等都曾先后就读这所小学，在第二
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们纷纷走上
了革命道路。

1925年，马定邦考取了肤施省
立第四中学。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
下，他接受了革命思想，积极参加革
命活动，经同学焦维炽的介绍，于
1926年加入青年团，1927年春转为
中共党员。1927年，马定邦奉党的
指派，回乡以教书为名，秘密开展“扩
红”活动，他与早期共产党员马俊英
等人在焦家河成立了秘密党支部，简
称“定英支部”，扩大革命声势，壮大
革命力量。先后任地方赤卫军大队
政治委员、秀延县东区苏维埃政府秘
书、中共秀延县委秘书等职务。

出任高等检察处首任检察长

1935年，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
后，马定邦调任中央党校班主任、中
共神府分区党校校长；1937年党中
央进驻延安后，调到中共陕甘宁边区
组织部和西北局组织部，任副科长、
科长等职。

1941年 1月 21日，陕甘宁边区
高等法院检察处正式设立，李木庵出
任高等法院检察处首任检察长，刘临
福为检察员。1942年1月，陕甘宁边
区实行“精兵简政”，边区政府撤销了
各级检察机关，检察处和各县检察员
被一并裁撤，检察机关的职权根据案

情分别由保安机关（公安机关）和司
法机关代行，一般刑事案件统一由法
院审理。

实施“简政整编”不久，李木庵、
张曙时、何思敬、朱婴首次联名向边
区参议会常驻会提出恢复检察制度
的提案；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
铭先生也多次向边区政府提议恢复
检察机关；到1945年12月，陕甘宁边
区司法会议提出重新建立检察机构。

1946年4月，陕甘宁边区第三届
参议会上，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指
出：“必须健全司法机关和检察机关，
司法机关对法律负责，进行独立审
判，不受任何地方行政的干涉。”

5月 5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
议会常驻会决定在边区高等法院设
置边区高等法院检察处，批准任命
马定邦为高等法院检察处检察长；
10月 19日，根据陕甘宁边区第三届
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关于健全检察制
度的决定，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陕
甘宁边区政府命令》，将陕甘宁边区
高等法院检察处改为“陕甘宁边区
高等检察处”，马定邦继续任检察长
职务，任命刘临福、折永年等为边区
高等检察处检察员。

马定邦成为陕甘宁边区高等检
察处首任检察长。

1946年 7月 23日至 8月 7日，陕
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检察处召开首届
检察业务研讨会议，由马定邦检察
长策划并主持。高等法院马锡五院
长、乔松山副院长参加指导了会议，
各分区到会检察员有：绥德分区黑
长荣、关中分区杨直、三边分区陈继
光、陇东分区王生弟及关中分区书
记员李磊葆等。会议历时 14天，会
议总结了以往检察工作经验，对此
后检察工作的范围、组织机构、名称
和各种工作制度进行了讨论研究。
这是目前可查知的新中国成立前首
次检察业务研讨会，说明陕甘宁边
区检察机关已经开始重视检察业务
建设。这次检察业务研讨会议，不
仅促进了边区检察官业务素质的提

高，而且为建国后检察业务建设树
立了典范，在现代中国检察制度建
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陕甘宁边区时期首部关于
检察办案程序的法规——《陕
甘宁边区暂行检察条例》

从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检察
处检察长，到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检
察处检察长，马定邦检察长积极主
动协助陕甘宁边区政府起草、修改
法案、文书，他过硬的文字功底，赢
得同志们的好评。1946年 10月 19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
区暂行检察条例》，对检察机关办理
各类案件应遵循的程序作了详细规
定。如传唤、拘提、调查、搜查、勘验
等；关于宪法内所定人民权利、义
务、经济财政及选举等违反事项；关
于行政法规内所定之惩罚事项；关
于民事案件中之有关公益事项；关
于协助自诉及担当自诉之程序等
等，均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该《条例》规定的检察职权，显
然已经大大突破了《陕甘宁边区高
等法院组织条例》中关于检察员职
权的规定。体现在：一是检察权从
司法监督刑事犯罪的侦查、检举等
拓展到了一般监督违反宪法、行政
法规的违法行为的检举；二是检察
独立与领导体制的确立。该《条
例》规定：高等检察处受边区政府
领导，独立行使检察权；实质上的
审检分立。虽然高等检察处还设
置在高等法院内，但法院领导已经
对检察人员没有任何领导和指挥权
力。由于检察权的拓展，所以对诉
讼程序和非诉讼程序进行了区别规
定。

该《条例》是人民检察史上第一
个关于检察制度的单行法规，规定了
检察职权范围和行使职权的程序，填
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检察办案
程序方面立法的空白，相当于第一部

“检察院组织法”。仅此，其意义在人
民检察史上就不可低估，无论是关于

检察体制、职权、程序等制度性建构，
还是一些具体措施的创设，都具有开
创性，对新中国检察立法有较大的借
鉴和指导作用。

在检察体制上，首次以法律的形
式规定了检察“垂直领导”权，即高等
检察处检察长领导全边区各级检察
员，受边区政府领导，独立行使检察
权，不再受高等法院领导，实现了实
质上的“审检并立”。

迈出“检审分立”的第一步

1946年 11月 12日，《陕甘宁边
区政府发布命令》——《健全检察制
度的有关决定》，明确了各级检察机
关的职权、组织及领导关系。规定

“高等检察处受边区政府之领导，独
立行使职权”，“各分区设高等检察分
处，各县市设检察处，均直接受高等
检察长之领导”。随即，陕甘宁边区
绥德等分区也成立了高等检察分处，
边区部分县也配置了检察员。此项
《决定》的出台，检察长马定邦功不可
没。

这是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在陕甘
宁边区第三次建立检察机构，这次
建立的检察机构与以前的有很大不
同：一是在检察体制上实行“检审分
立”制，彻底改变了以前“检审合署”
或“配置制”的做法；二是在领导关系
上，直接受边区政府的领导，而不再
受高等法院领导。这是新中国成立
前首次建立的独立的检察组织系统，
它标志着人民检察制度开始向独立
体系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至此，检察机关的领导关系上确
立了垂直领导体制，可以说陕甘宁边
区成为人民检察体制发展和完善的
实验地。

马定邦主持陕甘宁边区高等检
察处工作期间，正式让人民检察制度
迈出了“检审分立”的第一步。从此，
陕甘宁边区检察体制从“审检合署”
走向“检审分立”，为新中国检察制度
的完善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由于边区高等检察处前后不足

半年，开展工作较少，部分检察分处
只帮助分庭调查一些案情，独立侦査
办案很少；加之战争环境，检察机关
本质上没有真正实现单独建立。

马定邦先生在陕甘宁边区高等
检察处工作期间，边区在检察制度建
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是整个陕
甘宁边区法制建设的缩影，是那个历
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
晶。这个时期，在中国检察制度发展
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值得我们学
习，探讨和研究。

1947年8月，马定邦调任绥德行
政督察专员、公署副专员兼陕甘宁边
区高等法院绥德分庭庭长、清涧县委
书记；1948年 7月南下黄龙，任中共
黄龙地委常委、陕北区组织部部长、
党校校长；1949年 5月，调任中共陕
北区委委员、组织部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马定邦历任中共
陕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党校校
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处长，中共中央
财贸部部务委员，国务院财贸办公室
副主任兼中共中央财贸政治部副主
任。中共“八大”代表。“文化大革命”
中遭受冲击，1973年8月回乡接受劳
动锻炼。1974年春节前回京。1975
年5月31日病逝于北京，享年67岁，
骨灰放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纪念堂
里。马文瑞为马定邦的去世题写了挽
词：“马定邦同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忠
诚地奋斗一生，永远值得后人怀念。”

2021年，陕西省检察机关开展
“寻访革命旧址、保护革命文物、传承
革命精神”专项活动，延安市检察院
和延川县检察院发现陕甘宁边区高
等检察处检察长马定邦故居未采取
保护措施，存在安全隐患，向延川县
文旅局和贾家坪镇政府发出检察建
议，并跟进检察建议落实。随即，延
川县有关部门秉持“修旧如旧”的原
则，对故居的院墙、窑洞等进行了维
修，目前正式将马定邦故居定为县级
文物保护单位。

（作者为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检察
院 田雨生）

永坪会师旧址
永平会师旧址位于延安市延川县永坪镇，现已建设成永坪镇小学

操场，竖立有标志牌。
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程子华率领下，到达延

川县永坪镇。9月16日，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抵达永坪
镇，与二十五军会师。会师后，9月17日，中共西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
在永坪西北军政干部学校教室（现延川县永坪镇小学）主持召开中共西
北工委河中共鄂豫陕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
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
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政治部副主任。

● 马定邦（1908－19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