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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独
立十二师 5000余人在长征途中历经艰难险阻，
最终抵达了康乐县的莲麓、景古等地。在这片土
地上，红军得到了宝贵的休整时间，并借此机会
发动群众，建立了临夏州最早的红色政权——景
古区苏维埃政府。这一政权的建立，标志着红军
在康乐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为后来的革命斗
争奠定了坚实基础。

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独立十二师先后于 1936
年8月9日、8月24日长征到达康乐县莲麓、景古
一带，时任师长为吴承荣、政委为李华益，司令部
驻在地寺坪小学，村上设立了兵站。同年，司令
部改设在缐家楼，政治部设在常家楼（政治部主
任刘志坚，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中将军衔），后勤

人员驻在孙家楼。
1936年8月24日，当地以王朝佐为首的地方

宿老欢迎红军进入景古。8月25日，在红军主持
下成立了景古区苏维埃政府，并成立了地寺坪、斜
角滩、缐家滩、景古、丁家滩 5个乡苏维埃政府。
各乡苏维埃政府设有经济、粮秣等委员若干人。

红军到达后，在莲麓拉扎山头挖战壕，长达3
华里，至今残迹犹存。景古城的红军修整了国民
党政府为堵截红军所筑的6座碉堡，碉堡周围挖
掩体、交通壕，以备应战。区、乡苏维埃政府征集
粮食和抗日经费，动员青壮年参加抗日义勇军。

康乐县景古区苏维埃政府是当年红军在
临夏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留下了珍贵的

“红色文化”。

1936年8月，在区、乡苏维埃政府红
色政权的协助下，组建起景古、莲麓抗
日义勇军独立营两个红色革命抗日武
装，并向景古抗日义勇军独立营颁发了
营旗，向营长颁发了委任状，首长署名
是“总指挥徐向前”。景古抗日义勇军
独立营营长为杨生华、副营长为赵国
俊，下辖三个连，共有 100 多人。9 月
24日，由区苏维埃副主席张鸿儒和营
长杨生华、副营长赵国俊带领，前往莲
麓地寺坪司令部接受了一次检阅，师
首长讲话。红军撤离康乐时，莲麓抗
日义勇军独立营的 180多名战士集体
参加了红军。

9月 28日，景古城红军除留守机关
的少数人员外，全部到城外鲁家河打富
豪、作宣传。驻宁定（广河）县的敌军侦
探连 40多人突袭景古城。红军闻讯紧
急赶回，敌军猛扑东城，双方展开激
战。是役，击毙敌连长和士兵各一名，
伤数人。敌人阴谋未逞，遂即溃退。当
晚红军全部转移。

9月30日，红军全部撤离康乐地区，
与洮州（临潭）的红军一道渡洮河东
去。红军战略性撤退后，敌人对康乐景
古、莲麓的群众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在
这些地区制造白色恐怖，许多为红军做
过事的人被杀害或迫害。

红军来了，带来了那个时代的民族之光和希望之光。
早在1935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就在离康乐不

远的哈达铺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一篇有关民族政策
的纲领性文件《回民地区工作守则》。接着于1936年5月出台了

“在少数民族中不打土豪”的相关政策。而与之相应，红四方面
军也在同年8月16日制定了《部队到达岷洮西后之扩红工作注
意事项》《部队到达岷洮西后之政治工作注意事项》，8月19日公
布了《进入甘南地区后四方面军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等。

红军驻扎景古的52天内，打富济贫，帮助群众生产，处处为
贫苦人民办好事，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群
众积极支持帮助红军。当年红军抵达康乐，景古地区的老百姓
为红军筹集粮食46万多斤、抗日经费4900余元，可见老百姓对
于红军的支持。

在康乐县驻扎期间，红军将士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他们不
仅改善了自身的供应状况，还积极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广泛
宣传抗日主张。红军的到来，让当地人民看到了希望，他们纷纷
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来，为抗日救亡贡献自己的力量。

红色政权：区、乡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红色武装：组建抗日义勇军独立营

患难与共：军民鱼水情成就景古政权

红色遗迹：见证峥嵘岁月的艰辛与伟大

景古红色政权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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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留给石家楼主人的生活用具

◀留在康乐的部分红军老战士

石家楼遗址

时至今日，康乐县仍保留着许多红军长征途中的遗迹和遗
物。其中，缐家楼、石家楼等红军长征遗址已成为当地干部群众缅
怀革命先烈的重要场所。而康乐县景古红色政权纪念馆的建成，
更是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全面了解红军在康乐地区革命活动的窗
口。康乐县景古红色政权纪念馆展陈面积800平方米，馆藏革命文
物73件，展品以红军长征途经康乐时的遗留物及当时驻守农户家

中使用过的工具器物等为主，同时展出老红军及红军在康乐的战
场遗址照片、红军经过康乐的路线图、康乐地下党的建立等资料，
全面展示了红军和党的组织在康乐地区的革命活动，生动再现了
红军将士的英勇事迹和革命精神，让每一位参观者都能深刻感受
到那段峥嵘岁月的艰辛与伟大。

石家楼革命旧址位于康乐县莲麓镇下乍村地乍山，修建于

1913年，坐北朝南布局，四合院形制，主要建筑为北堂屋，二层楼木
楼结构，面阔13间，进深3间，土木结构，单檐前后双坡悬山顶式建
筑，前出廊。

1936年8月9日，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独立十二师一部长征来到
莲麓地区，分散驻扎在石家楼等多处民宅村落中，发动群众成立苏
维埃政府，建立义勇军独立营，广泛深入宣传“反蒋抗日”的政治主
张。当地群众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筹粮筹款，踊跃支前参
军，保卫红色政权，使驻地红军得到了休整和补充。

现石家楼主人石应华在二楼设置简易展室，把所有红军用
过的文物完整地陈列在内，为游客展示其文化价值。石家楼作
为红色革命的见证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我州境内唯一现存
的红军居住过的房屋。2015年 3月，经县政府批准，公布为县级
文物保护单位。

缐家楼位于康乐县景古镇景古城内，距县城35公里。1936年
8月，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独立十二师长征经过景古地区时曾在此设
立先遣军部。当时，设立先遣军部的还有孙家楼、常家楼，这两处
均已拆除。

缐家楼是当时景古城大商贾缐祥瑞的私宅，现由其孙子缐小
明居住。红军在景古驻扎50多天，进行短期休整，组建了两个农民
武装——景古抗日义勇军独立营、莲麓抗日义勇军独立营，建立了
景古区苏维埃政府和地寺坪、斜角滩、缐家滩、景古城、丁家滩5个
乡苏维埃政府，将革命的火种播在了康乐这片土地上。1996年 4
月，缐家楼被临夏州委、州政府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原楼
因房屋年久失修，整体倾斜，濒临倒塌，2004年，康乐县委、县政府
按原貌进行了重修。

缐家楼遗址（复原照）
■

在甘肃省的西
南部，有一片被历史
铭记的土地——康
乐县，这里不仅自然
风光秀丽，更承载着
深厚的红色记忆。
作为中国工农红军
长征途中的重要一
站，康乐县见证了红
军将士的英勇奋斗
和革命精神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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