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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年华延安年华》》

主持人宁滢：本期嘉宾李瑞荣，陕西
省延长县人，1949 年出生，1970 年参加工
作，曾在延长县多个乡镇工作，后在县土
地管理局工作至退休，2004 年加入县老
区建设促进会，任副会长兼秘书长，现任
国土局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其编著
有《红色阿青》《皇庆寺红色党支部》《西
渠红色党支部》《延长老区——红色记
忆》《皇庆寺传奇》《皇庆岭》《地方民俗文
化》等书籍，并负责建成阿青、母生、西渠
等红色纪念馆和民俗文化室，参与了《延
长县革命老区发展史》的编写工作，曾获
省、市老促会、市委宣传部先进工作者和
老区宣传先进个人。本期，李瑞荣为我
们讲述延长县党组织在反抗国民党统治
期间发动的两次较大规模的农民抗粮抗
款围城运动。

永远跟党永远跟党走走 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党的故事我来党的故事我来讲讲（（第三季第三季））

主持人远播：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
安年华，本期《延安年华·讲解员请就位》
我们邀请到了枣园革命旧址金牌讲解员
刘琴。她2009年参加工作，在枣园革命旧
址从事讲解工作近15年，接待了来自全国
各地的观众50多万人次，多次被评为优秀
讲解员、先进工作者。2021 年，她借调北
京参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
历史展览讲解工作，被中宣部授予“金牌
讲解员”。

择一业 成一事 终一生
刘琴：我是 2009年就进入延安枣园

革命旧址工作，成为了一名讲解员。讲
解员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我梦寐以
求的工作。我是土生土长的延安人，小
时候爷爷奶奶经常给我们讲他们那个年
代的革命故事，总能给予我不小的启发
和教育，激起我内心浓厚的自豪感和使
命感。上小学后，学校组织我们到革命
纪念馆参观学习，讲解老师穿着军装为
我们娓娓讲述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的场
景，一直在我脑中挥之不去。也许从那
时起，成为一名讲解员的愿望就在我的
心里萌芽了。从事讲解工作不仅是对我
脚下土地的热爱，也是让每一位“回延
安”的人，都能在这里接受精神和思想的
洗礼，从延安精神中追寻初心、校准方
向、汲取前行的动力。

远播：能从事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
并且能不断地钻研，真的是一件非常幸运
的事情。可以和我们谈谈你对讲解员这
份工作的感受吗？

刘琴：从业至今，我做了一个统计，我
在枣园为群众讲解 3000余次，也为 10多
万名党员干部讲解枣园故事。曾经有人
问我，每天一遍又一遍重复一个故事，不
枯燥吗？我个人觉得，能在这样一个神圣
而光荣的岗位上工作，让全国各地的观众
朋友们通过我的讲解能够真真切切地感
受到延安精神，感悟初心使命，我感到无
比自豪。通过我的讲解，能让全国各地的
青少年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坚定不移听
党话、跟党走，这就是我作为一名普通的
文博工作者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伟大的延安精神教育和滋养了几代中国
共产党人，始终是凝聚人心、战胜困难、开
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作为一名新时
代的文博工作者，更要走在学习和弘扬延
安精神的前列，争做一名专业的党史宣讲
人，注重因人施讲，争做传承延安精神的
引领者。我将秉承择一业、成一事、终一
生的精神，立足自己本职岗位，传承好红
色基因，赓续好红色血脉，保护和利用好
每一件革命文物，做有温度的文博人，让
文物会“说话”，让文物“活”起来，用心用
情用力做好文物的守护人和讲述者，传播
好红色文化，弘扬好延安精神，以政治责
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让延安革命旧址这本

“永远读不完的书”发挥出最大的社教作
用。

陈晨：作为延安革命旧址的一名宣传
员，请你谈谈对革命旧址的认识。

刘琴：习近平总书记说：“延安革命旧
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
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
历程，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

从 1935年至 1948年的 13年间，中国
共产党在延安浴火重生，书写了永镌史册
的辉煌。在延安，我们党经历了抗日战
争、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党的七大、解
放战争等一系列影响和改变中国历史进
程的重大事件。

枣园、杨家岭、王家坪……这里的每
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深深的红色印记。

翻开这本“读不完的书”，延安精神从
历史深处向我们走来。站在一个个革命
旧址、一孔孔窑洞前，我们读到的是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面对发黄的
相片和斑驳的桌椅，我们读到的是实事求
是、开拓创新的精神内涵。翻开一本本书
籍、一页页笔记，我们读到的是不忘初心、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时至今日，在这里诞生的延安精神，
依然滋养着每一个共产党人的初心。任
时光荏苒，包括延安革命旧址在内的诸多
红色文化遗产仍在以独特方式，向每一位
参观学习者讲述红色故事，传递革命精神
的力量，彰显中国共产党人要永远铭记和
践行的初心与使命。

陈晨：看来您对枣园革命旧址的感情
真的是非常深厚，那在您的讲解生涯或者
日常工作中，肯定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
事情，请您和我们分享一二吧。

刘琴：延安革命旧址，在全国体量最
大，跨度时间最长，内容最为丰富，级别最
高，保护最为完整，有着中国红色博物馆
城的美称。光革命类旧址就有 445处，市
区内占到了 168处。其中九成以上都是
砖木结构，收藏着大量珍贵的革命文物与
文献资料，耐火等级低，致灾因素多，消防
安保任务繁重。消防指战员们走遍了延
安的大街小巷、沟沟峁峁，对辖区每一处
红色革命旧址都进行登记造册，设立备勤
点，查设施器材、查消防水源、查电气线
路、查火源火种……创造了革命旧址半个
世纪“零火情”的消防奇迹。

51年来，宝塔消防站学习延安精神、
保护革命文物，成为每名新消防员的“第
一课”，成为每名宝塔消防人的“必修

课”。这件事上，我和张保愿班长是老搭
档了，我讲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他讲革
命旧址的防火保护，偶尔我俩还能互换

“角色”。张班长经常讲的一句“救的再成
功，不如不发生。”成为宝塔消防人口口相
传的座右铭。站在革命旧址火灾防范的
最前沿，围绕如何让革命旧址万无一失？
宝塔站的消防员们挖空了心思、用尽了办
法。

我刚入职那年秋天，常看到指战员给
园区内的树木和草坪浇水，起初以为，他
们是在帮忙绿化，后来才知道，这是湿化
枯枝落叶，消除一切起火可能性，这件事
一干就是几十年。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的保护工作中，他们一周 3次全面巡查雷
打不动、风雨无阻。特别是旅游旺季，宝
塔站自动进入战备状态，前置备勤、全力
备勤。从枣园到杨家岭、再到南泥湾，每
一处红色革命旧址里都有他们精心守护
的身影。

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每个旧址还建
起了消防志愿队。我们融合红蓝使命，践
行初心担当，大家既讲革命历史、又科普

消防常识，还经常组织消防演练、开展防
火逃生培训。共同开展了以文艺演出、宣
讲等形式多样的方法，开展进学校、进社
区、进养老院、福利院，宣传消防安全知
识，提供义务劳动。后来，这支队伍不断
壮大，成了“红色革命旧址消防志愿者联
盟”，到目前已有超过 14万名志愿者加入
我们。现在，讲解员能脱口而出各类消防
知识，保安大叔能熟练使用各种消防器
材，关键时他们都能化身消防员，紧急处
理各种突发事件。

他们经常对旧址内部电线一根根摸
排、对一条条木梁检查，还为每一个电器
和插座编号登记，310个消防栓、3600个
摄像头、4800个灭火器具的位置，他们都
了如指掌。

时代各不相同，精神一脉相承。一代
代消防指战员驻守在宝塔山下，保卫着革
命圣地，用青春和汗水谱写出忠诚之歌。
延安精神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必将
代代传承，我要同他们一道，继续守护延
安精神这份宝藏，续写下一个 51年“零火
情”的最美篇章。

宁滢：什么是抗粮抗款运动？当时的
历史背景什么？

李瑞荣：1929年至 1932年，陕北连续
几年大旱，庄稼十料九不收，民不聊生、饿
殍遍野。反动的豪绅地主对农民实行更
残酷的压迫剥削，农民除缴纳繁重的地租
外，还要月月捐“剿共款”“剿共粮”。凡缴
不起粮款的人就被铁链绳索锁住，被逼无

奈的农民只好求其缓缴或少缴，但必须要
缴纳一定的“开锁钱”“跑腿钱”。反动政
府用各种残酷方法无情地折磨着农民。

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1932年春，延
长县党组织发动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农民
抗粮抗款围城运动。一次是延长县万人
围城抗粮抗捐运动，一次是宜川县（罗子
山、安河等地当时划归宜川县）抗粮抗款
斗争。

1932年，遭受繁重压迫的延长农民，
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掀起了一场规模
浩大的围城抗粮抗捐运动。他们在张家
滩皇庆寺进行周密研究，在县城东的王家
川具体部署了抗粮抗捐围城运动，派共产
党员深入群众中进行宣传动员，用“鸡毛
信”作为通知信号，让穷苦农民积极行动
起来与伪县政府进行斗争。当围城农民
快到城门时，伪县政府派兵持枪阻挡，在
小豆沟与围城农民接火对峙。农民团结
一心围城的举动极大地震慑了伪县长王
俊杰。在护兵的跟随下，伪县长只好站在
城门楼上无可奈何地说：“现在老百姓很
穷，出不起捐款，我向上呈文，给你们减粮
减款。”上万的群众齐吼：“打了人怎么
办？”伪县长说：“打坏了你们的人，赔人。”
农民齐吼：“打死你县长，我们赔几个县
长。”吓得伪县长赶快改口说是他说错了，
农民要求惩办在城墙上用砖头掷打围城
农民的凶手，伪县长只得答应，第二天就
把抓进城内的两个农民放了回来。

宁滢：这次抗粮抗捐的结果如何？
李瑞荣：这次抗粮抗捐的围城斗争，

坚持了 10余日。由于当时党组织斗争经
验不足，加上当时的延长区委和陕北特委
失去联系，这次斗争没有达到预期的目
的。但是穷苦农民齐心协力围城的举动，
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
极大鼓舞了广大党员群众坚持反抗国民
党反动统治的决心和斗志。

宁滢：第二次抗粮抗款运动是在什么

情况下开始的？
李瑞荣：1932年春，中共陕北特委部

署了抗粮抗款运动。在群众团结抗争气
势的威慑下，宜川县政府宣布，粮款缓缴，
呈请省政府批准后再减免。时值夏收季
节，农民都着急回家收麦，春季的抗粮抗
款运动不了了之。

7月，宜川县政府将春季答应缓缴的
粮款累计给农民摊派，加重了农民的负
担。省委第五次全体会议决议案《陕西目
前工作方针》指出：“对陕西农民要根本打
破落后、不能积极斗争等错误观念，变和平
的、机械的恢复农协，甚至企图利用反革命
国民党发展农运之幻想，为激烈的，开始既
是斗争的、武装的反国民党，直接抗粮抗
税，抗捐抗债的行动。”通过学习讨论，大家
认识到春季抗粮抗款运动失败的原因是没
有武装保护。因此，决定由罗子山特别党
支部的党员刘丰功出面活动，发动第二次
抗粮抗款群众运动，计划夺取六区(安河)保
卫团的武器，武装农民，开展武装配合抗粮
抗款斗争。

宁滢：这次活动与上一次有什么不
同？

李瑞荣：刘丰功召集曾组织参加第一
次抗粮抗款运动的积极分子开会商议。
他们吸取第一次抗粮抗款没有武装保护
而失败的教训，按计划一面宣传发动群
众，一面派积极分子阎忠打进六区保卫团
活动，里应外合夺取民团武器，组成武装
抗粮抗款队伍，开展长期武装斗争。

他们的计划和活动，被六区区长白希
奇的密探贺文章发现并告密，伪宜川县政
府指示六区政府“将不法分子一网打
尽”。罗子山特别党支部获得此消息后决
定先发制人，先夺取民团武器，提前组织
农民暴动。

1932年 11月 23日，约定的几十人在
安河附近的黑杜梨沟集合，晚上到安河镇
阎忠家里隐蔽。阎忠是当地有名的神枪
手、也有在民团干过的经历，计划利用他
与民团人熟的条件，到区公所侦查情况，
由刘丰功带领其他人在区公所外埋伏，形
成包围之势，里应外合，趁机拿下民团。

阎忠到区公所后，趁别人不注意，把
墙上挂的民团枪支全部拿走，用枪逼迫民
团就范。接着埋伏在区公所外的人也迅

速缴获哨兵和白希奇的枪。光阎忠一人
就徒手缴获 10支长枪、2支短枪，并抓住
白希奇、吕委员和贾步清。

当夜，他们又急行 13公里到狼神山
准备收缴民团的枪，但是狼神山民团闻讯
逃到了石云寨。这时天还未亮，阎忠和另
一个积极分子杨希胜不顾劳累，带人到距
狼神山 10公里的古渡甸村，突袭缴获了
宜川县警察局局长冯定国回家带的冲锋
枪和驳壳枪各一支。

24日，阎忠等带人包围了石云寨，因
石云寨寨墙坚固未能攻克，于是在 30日
将抓获的吕委员、李国华等官吏带到石云
寨下威胁民团，如果不缴枪就杀死这些官
吏。民团代管刘尚年害怕真的杀死吕委
员无法向上司交代，被迫下令民团全部缴
械。

12月 12日，宜川县县长王某和驻延
安 256旅张团长率 700多人包围了后九天
寨子。14日晚，在寡不敌众的形势下，刘
丰功带领群众突围返回狼神山。15日，在
狼神山正式宣布成立了抗粮抗款武装队，
共 20多人，随后，他们将参加抗粮抗款运
动的群众疏散回家。

武装队为保存实力，决定北上安定一
带，他们在冷窑子伏击尾追而来的敌人张
建南部后，突破了二五六旅高双成部防
区，却又陷入国民党张庭祥部防区。

1933年 2月 3日，武装队在安定县杨
家园子附近被张建南某营包围，激战两
天，武装队被敌人打散。刘丰功、杨希胜
突围到延川县玉皇山再次遭敌袭击。阎
忠、阎勇、冯毓灵等 8人在甘谷驿被甘谷
驿民团伏击，阎勇牺牲。10月份，阎忠因
叛徒秦振邦出卖，在张家滩丛座村被捕，
11月份，被高双成部押至肤施杀害，年仅
28岁。

宁滢：这次活动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是
什么？

李瑞荣：这次武装暴动失败的教训：
一是由于延长县党组织和陕北特委失去
联系，暴动没有得到上级党组织的支持；
二是没有及时和红 26军取得联系，孤军
奋战，导致武装队连续受到敌人的围追堵
截，无立足之地，更无机会做群众工作，得
不到群众的有力支持，吃穿住行极为困
难。武装队转战到冷窑子时，冬天无棉

衣，病员增多，弹尽粮绝，被迫受张庭祥部
收编，暂时得到喘息的机会，补充了供给，
但也暴露了自己。所以在南返途中，受到
敌人有组织的截击，多次被打散，阎忠、阎
勇、冯毓灵、杨希胜、呼杨福、刘有明、刘克
明等7人先后牺牲。

宁滢：这次武装暴动最终失败，它在
历史上有着怎样的地位和意义？

李瑞荣：安河抗粮抗款武装队虽然只
存在短短的 4个月时间，但它是延长县党
组织领导的第一次农民武装暴动，向延长
县反动政权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揭
开了延长县武装革命斗争的序幕，用实践
证明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

1935年 5月 19日，刘丰功利用事先打
进石云寨民团的共产党员李育英为内应，
动员千名农民包围了石云寨，迫使民团缴
械，解放了宜川六区，成立了杨家疙塔革
命委员会。5月 30日，延长县解放后，划
为延长县六区革命委员会。武装队的枪
声和鲜血唤醒了延长受苦受难的人民，在
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前仆后继，英勇战
斗，在延长人民革命斗争史上书写了光辉
灿烂的一笔。

延长县的两次抗粮抗款运动

● 嘉宾刘琴

主持人陈晨：15 年的讲解，15 年的坚

守，相信刘琴对枣园革命旧址一定有着深

厚的情感。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刘琴来

给我们谈谈她的职业经历吧。

● 嘉宾李瑞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