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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31次集体学习

时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

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

护好、管理好、运用好。”[1]以陕西省旬邑县马栏为中心的

关中分区曾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和党中央在延安的前沿

哨所，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血与火的

洗礼，为我们留下了十分丰富宝贵的红色资源。今试论马

栏红色资源在利用方面取得的成效及其存在问题，并提出

对策建议，以期为其他地方在类似方面提供参考。

马栏红色资源概述

革命时间跨度较长。从1932年12月西北第一支主力红

军——红二十六军在马栏转角改编成立，到1937年4月陕甘

宁边区关中特区党政军机关迁驻马家堡，再到1941年陕西

省委、 关中分区机关分别迁驻马栏，直至1949年5月各首脑

机关迁离，历时将近二十个春秋，完整经历了土地革命战

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历史时期。

生活战斗过的老一辈革命家较多。刘志丹、谢子长、

习仲勋、汪锋、赵伯平、张仲良、高锦纯、张德生、文年

生 、 王 世 泰 等 老 一 辈 革 命 家 在 马 栏 长 期 生 活 和 战 斗 过 。

1 9 3 6 年 1 2 月 ， 彭 德 怀 、 任 弼 时 、 邓 小 平 、 聂 荣 臻 、 徐 海

东、杨尚昆、罗瑞卿、王首道、程子华等率领主力红军南

下时在此驻防，开展扩红和地方工作长达八个月之久。尤

其是习仲勋同志“二下关中”主政关中分区六年多，这是

习 仲 勋 同 志 在 七 十 六 年 的 革 命 历 程 中 主 政 地 方 最 久 的 时

期。

保存的红色遗存较多。仅马栏区域内，就有中共陕西

省委、中共河南省委、中共山西省委、关中地委、陕甘宁

边区第二师范学校、工字房、七孔石桥、红军医院、八一

剧团等革命遗存多处，这些宝贵的红色资源，已成为新时

代开展党性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活教材”。

革命历史贡献较大。马栏曾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是孕育中国革命英

才的红色摇篮，素有“小延安”之称。马栏时期，创造性

进行了民主中国建政的探索和实践，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教卫生建设、社会建设、法制建

设 ， 贯 彻 执 行 党 的 抗 日 民 族 统 一 战 线 政 策 ， 坚 持 “ 有 理

有力有节”开展反摩擦斗争，创造了一整套成功的经验做

法，时至今日依然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是孕育形成的马栏

革命传统是我们党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

宝贵的精神财富。

马栏红色资源保护管理利用的基本成效

1、统筹协调，设置专门机构

旬邑县是革命老区，红色遗存众多，主要有旬邑起义

纪念馆、崔廷儒烈士旧居、陕北公学分校旧址、马家堡关

中分区旧址、阳坡头革命旧址、马栏革命旧址、马栏革命

纪念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军部旧址及军战史馆、

马栏烈士陵园、旬邑烈士陵园等。为统筹这些红色资源，

旬邑县专门成立马栏革命旧址管理处，为旬邑县政府直属

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负责制定并实施旬邑县红色旅游

马栏红色资源利用成效及其对策
◎ 贺粲宁　计盼静

利用好红色资源对推动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作用巨大。以陕西省旬邑县马栏为中心的关

中分区曾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和党中央在延安的前沿哨所，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血与火的洗礼，留下了十分丰富宝贵的红色资源。马栏红色资源在利用方面取

得的成效及其存在问题对其他地方在利用红色资源方面极具参考意义。

在马栏革命纪念碑前重温入党誓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