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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蒿店河里几只狗咬仗，哨兵误以为被敌发觉，遂向

李 华 峰 报 告 。 李 艮 、 李 华 峰 决 定 提 前 行 动 ， 带 领 士 兵

队 中 共 党 员 和 积 极 分 子 3 4 人 携 4 5 支 枪 渡 泾 河 ， 撤 上 太

白山。当兵变队伍撤出蒿店后，才觉得判断有误，但已

来不及按原计划执行了。由于李华峰带领士兵队提前行

动，陈云樵联系不上，无法行动，就留在了军官队，后

历尽艰辛，于1933年返回中共陕西省委。在暴动人员撤

出蒿店后，为了防止敌人追击，留下共产党员李特生、

苏冠英同志率6名战士上山压卡，掩护部队前进。结果这

8人和前边的部队失去联系，便化装成老百姓返回中共陇

东军特委。

这 次 武 装 兵 变 ， 在 中 共 党 史 中 被 称 为 “ 蒿 店 兵

变”。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固原地区

开展的较早一次有规模、有计划的革命活动，也是在固

原地区打响的武装反抗国民党第一枪。

“蒿店兵变”最后撤出蒿店的26人成立了“中国工

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李艮任政治委员，李华

峰任队长。部队向甘肃宁县盘克塬靠近。10月31日，游

击队转移到石家沟口（彭阳县境内），召开群众大会，

宣传红军的政策，书写打倒土豪劣绅的标语口号，还斗

争了地主，给当地群众留下了较好的印象。

由 于 李 艮 、 李 华 峰 、 周 志 学 率 领 的 2 6 名 红 军 战 士

大部分是刚刚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学生，不习惯游击生

活 ， 缺 乏 斗 争 经 验 ， 军 事 素 质 较 差 ， 加 之 弹 药 消 耗 严

重，补给困难，一些不坚定分子逐渐逃跑，周志学也在

战斗中英勇牺牲，最后只剩下李艮、李华峰、窦文德、

武世英、苏士杰5名党员，继续坚持斗争。在极端困难的

情况下，中共陇东军特委将他们接到平凉。

在邓宝珊下令通缉李华峰、窦文德后，两人离开了

平凉。李艮回到中共陕西省委后，在陕南筹建红二十九

军时不幸牺牲。经中共陇东军特委联络，李华峰化装成

赶驴的脚户赴陕甘边区，参加了谢子长、刘志丹、阎红

彦、吴岱峰等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从此时起，王玉玺开始化名李妙斋。

组建芋园游击队

中国共产党早期选择革命的地方，都属于比较偏远

且交通极为不便的地方，距离照金镇13公里的芋园村也

不例外。

从秀房沟沟口前行约3公里，有一条沟壑与田峪川相

交错，便是白石崖沟。这条沟西北与薛家寨相连进入纵

深地带，又相隔两个村，就是前、后芋园村。村子外是

党家山的余脉，自北向南，嵯峨绵延。坳地四面环山，

周围林木茂盛。山坡上散落着一处处屋舍，面前铺展着

一片片田野。

寻找芋园游击队的旧址，需要村民的指引。爬上一

道山坡，在后芋园山岗上有处窑院，里面坐落着两孔修

复好的窑洞，墙上悬挂着“芋园游击队驻地旧址”的牌

匾。站在这里放眼望去，一条大路从白石崖盘旋而上，翻

过山梁，下一道坡，便是栏干川。经栏干川，可以抵达瑶

峪一带，这是照金通往香山的一条最为便捷的道路。

民国十八年，关中大旱，加上风灾、雹灾、虫灾、

瘟灾、水灾、火灾、兵匪之灾交相肆虐，八百里秦川赤

野千里，饿殍遍野。来自关中及河南、山西、山东、四

川等地的诸多难民落脚芋园，原来只有十来户人家的小

山村，一下子扩大到数十户。

据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与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写《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一书所载，中共中央于1932

年4月20日作出《关于陕甘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

苏区的决议》，批准陕西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

四十一师。6月初，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创造陕甘边

新苏区与游击队工作的决议》，提出了开展游击战争、

创造新的红军和陕甘边根据地的三大任务。6月26日，中

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北方六省委代表会议通过了《开展

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新苏区的决议》，强调北方党的基

芋园游击队驻地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