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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商南县税务局的职工书屋里，一场名为“筑梦青
春齐奋进 聚力笃行向未来”的青年干部座谈会正在举行，
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的成员们在导师的带领下学习税收政策、
畅谈工作感悟。

近年来，为提升干部职工的文化素养，商南县税务局将
职工书屋作为学习型机关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规划功
能分区，重新划分书目类别，增加书籍种类数量，配备视听网
络设备，不断完善配套设施，打造了集沙龙活动、集中学习、
休闲阅读三大主要功能于一体的全新职工书屋。如今，局里
的读书会、红色经典诵读、微视频录制等活动都在职工书屋

举行，职工书屋已经成为干部职工日常学习提
升、分享交流的活动阵地和优质平台。2022
年，该局职工书屋荣获陕西省税务系统“职工书
屋”示范点称号。

“税漾书香，唯志成学，我们要把读书作
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习惯，读好书、善
读书，把书中知识变现，积蓄笃行力量，努力
做到知行合一。”该局青年干部刘晓丽在近期
开展的“读好书 求新知 强本领”读书分享
活动中这样交流自己的读书感悟。在“书香
税务”建设中，该局将读书分享作为提升青年
干部文化素养的重要载体，大力倡导“日读一
小时 夜听十分钟 月读一本书”，坚持常态
化开展读书分享活动，通过从学习文学、理论
著作中汲取思想伟力、分享读书心得、开展交
流讨论、进行思维碰撞，教育引导干部职工把
读书作为一种政治自觉、一种精神追求、一种
生活态度，在读书增智、读书立德中涵养浩然
之气，增强履职本领，营造善于读书、乐于学
习的浓厚书香氛围。

从《平凡的世界》到《人生》，从《苏东坡传》到《人生海
海》，从《追风筝的人》到《钝感力》，10 名青年干部在“书香
税务 逐梦青春”好书推荐活动上用心推荐着自己心中
的好书。该局充分利用世界读书日、五四青年节等重要
时间节点，在引领青年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的基
础上，坚持开展好书推荐共读系列活动，先后推荐出一批
思想性、可读性俱佳的优秀书籍，评选出一批爱读书、善
读书的学习标兵，在激发青年干部读书学习热情的同时，
传递着尊知重学、崇尚文明的阅读理念，达到了共同学
习、共同提高的效果。

书香浸润心灵 阅读点亮青春
本报记者 胡 蝶 通讯员 殷 昕

许权中旅是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我党在西北掌握的一
支重要武装力量，1927年 12月至 1928年 5月曾转战商洛，
积蓄力量，开展革命斗争，为奔赴渭华地区举行起义奠定
了重要基础。今年是渭华起义 95 周年，为了纪念这段光
辉的革命历史，继承先烈遗志，传承革命精神，赓续红色血
脉，特撰写此文。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在陕东地区发动和领导
了西北最大规模的渭华起义。参加渭华起义的主要革命
武装力量，是共产党掌握的、在商洛得到发展壮大的许权
中旅。许权中旅在商洛期间，建立健全党团组织，整编扩
军，训练部队，开展农民运动，为开赴渭华地区举行武装起
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组织、军事基础。渭华起义爆发后，
许权中旅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运用在商洛积累的革命
斗争实践和群众工作经验，和陕东农民暴动相结合，很快
便在渭华地区形成红色武装割据局面，在陕西点燃了土地
革命的熊熊烈火，为党在陕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进一步开
展武装革命斗争、创建革命根据地打下了良好基础。

建立健全党团组织，开展政治思想工作，为
渭华起义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和思想基础

1927年 12月，为应对大革命失败后的不利局面，陕西
党组织直接领导和掌握的主要军事力量——许权中旅进
入商洛。1928年 1月，部队先后驻防洛南县古城、寺坡、三
要司等地，时属国民军第二军李虎臣部，番号新编第三旅，
旅长仍由共产党员许权中担任。

许权中旅进入洛南后，中共陕西省委先后派刘志丹和
领导发动清涧起义的唐澍、谢子长等人来到部队，以加强党
对军队的领导，由唐澍任旅参谋长，刘志丹任旅参谋主任。
1928年 1月下旬，省委在许权中旅建立中共委员会，接替旅

中共第一军支工作。2月上旬，旅党委在洛南三要司指导成
立共青团委员会。3 月 30 日，中共中央给许权中致信明确
指示，要加紧肃清内部、发展组织、扩充军队、加紧党的训练
等，为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而奋斗。根据中共中央指示
精神，旅党委以“一切同志归支部”“一切工作归支部”为原
则，进一步巩固党的组织、发展革命骨干，吸收在斗争中涌
现出的积极分子入党、入团，旅属党组织迅速发展起来。
1928 年 4 月底，党组织由原军支所属的 5 个分支增加到 18
个党支部，党员人数由原来的50多人增加到165人；团支部
由原来的 2 个增加到 10 个，团员由原来的 13 人增加到 90
多人。不仅在旅直属机关有大量的支部和党团员，团、营也
都成立有党支部，真正实现了省委提出的“党到军队中去”
的口号。在党组织和党员人数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旅党委
重视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刘志丹、唐澍等采用各种形
式，在部队中传达中央和省委关于实行武装反抗国民党压
迫和进行土地革命的指示精神。旅党委在三要司东洼召开
全体军人大会，贯彻党的指示，宣讲革命道理，传播革命思
想。驻峦庄教导营全体党团员还召开了纪念李大钊牺牲周
年大会，广大官兵表示一定要学习李大钊同志的革命精神，
跟着共产党，把革命进行到底。

旅党委和基层组织的建立，是党领导的陕西主要军事
力量不断强大的重要政治保障。许权中旅在转战商洛的
几个月时间里，培养和锻造了一大批党员干部和优秀指挥
员，这些人奔赴渭华地区以后，成为渭华起义的重要领导
和骨干力量。

整编扩充军队，开展大练兵，为渭华起义奠
定了坚实的军事基础

根据中共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许权中旅在加强党的
组织建设、充实党的力量、开展政治工作的同时，对队伍进
行整顿、整编和扩充。在旅党委的领导下，部队对内部不
纯分子进行清理，撤换了一些不称职的指挥员，把优秀的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共产党员谢子
长、周益三、刘中向、胡震等优秀革命骨干被充实到团、营

及基层连队。与此同时，部队在洛南鸡头关、商县（今商州
区）腰市等地公开招兵，一大批贫苦青壮年纷纷参军，还收
编了个别基础较好的国民党地方民团武装，使部队很快由
1290 多人发展到 2000 多人。经过整顿、整编和扩充，许
权中旅下辖第五、第六两个步兵团，旅部直属教导营、手枪
连、炸弹队、医务处、修械所等。在此基础上，许旅党委还
组织开展了大练兵活动，在三要司东南边的沙河滩进行操
练，利用山谷进行打靶爆破，在灵口后庙沟组织了军事实
弹演习，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为部队后来开赴渭
华地区举行起义奠定了坚实的军事基础。1928 年 3月底，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划渭南、华县、五一、华
阴、临潼 5 县为陕东暴动区。具体负责领导渭南、华县地
区斗争的中共陕东特委，先后选调 28 名共产党员、共青团
员和农民运动积极分子，由省委常委王松年和孙敬堂、薛
自爽带队，到驻三要司的许权中旅学习军事，接受过正规
军事训练的许权中、唐澍等亲自教授，带队操练。经过月
余时间的学习训练，这些人在许权中旅营长张汉俊带领
下，于 4 月下旬携带枪支弹药返回渭华地区。这支武装力
量很快发展到 100 多人，被编为陕东赤卫队，张汉俊任队
长，薛自爽任副队长。这支队伍素质良好、战术灵活，又熟
悉当地社情民意和地理环境，成为渭华地区农民暴动的地
方武装骨干。

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建立农民协会，为渭华
起义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

在中共中央和省委关于开展土地革命的具体指示下，
许权中旅利用三要司偏远的有利地形和时机，抽调力量深
入农村，发动群众，通过建立农民协会、宣传建立苏维埃等
形式，积极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实践。

1928 年 2 月中旬，刘志丹带领 30 多名骨干力量，组成
农村工作队，深入到三要司周围的鸡头关、三条岭、胡家
川、高耀子、会仙台等地，发动群众，宣传建立农民协会和
苏维埃政权，了解风土人情和群众基础。在前期调查研究
的基础上，2月下旬旅党委派干部到三要司以西的何村、杨
村、水磨渠等地成立农民协会，参加农民协会的农民达
150 多人。3 月中旬，旅党委派干部组织会仙台、吊蓬沟等
地 300 多名农民，肩扛锄头、镢头，手持镰刀、斧头，开展打
土豪斗争，处决了一批地方豪绅恶霸，并在鸡头关关帝庙
召开群众大会，正式成立会仙台农民协会。会仙台农民协
会下设组织、民政、文化等委员，共有会员 700 多人，最多
时达到 1000 多人，按军事编制编成团、营、连、排、班。会
仙台农民协会成立后，许旅派具有斗争经验的革命骨干到
蟒岭南今丹凤县的马家坪、大小石门、塔儿坪等地发动群
众，成立了由 500 多人组成的马家坪农民协会，农协会还
建立有 400 多人的军事武装“锄头队”。在旅党委的领导
下，农协组织带领广大穷苦百姓铲除了一批地方恶霸，没
收一批大地主的粮、财、物分配给穷苦农民。“打倒土豪劣
绅”“耕者有其田”等革命口号深入人心，广大穷苦百姓革
命热情迅速高涨，农民协会成为广大农民的主心骨。许权
中旅在商洛成立农民协会、开展土地革命的初步尝试，使
其在开赴渭华地区后，很快便和当地农民暴动相结合，使
渭华地区革命烈火越烧越旺，并形成燎原之势。

严明军纪，替老百姓排忧解难，为渭华起义
积累了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

为加强军纪教育，许权中、唐澍等旅党委领导还亲自
到寺坡水磨梁等地察看、走访，征求群众对部队的意见。
当了解到战士背柴时为了方便，常从学校门前的麦地里

插斜、影响麦苗生长的情况后，立即叫战士用荆刺条扎成
篱笆，封住了插斜路口。当许权中了解到灵口一带土匪
武装经常骚扰百姓，立即派任耕三第六团进驻灵口，一举
击溃匪部，为民除去了一大祸害。第六团进驻灵口街期
间，恰逢雨季天气，灵口街道崎岖不平、满街泥泞，行走十
分艰难。团长任耕三命令指战员们利用整训间隙修筑灵
口街道，又从洛河滩、陈草峪口、柳沟口和后砭等地抬石
垫基，移动土石 700 多立方米，加宽了 300 多米长的路
面。部队奉命开拔前，任耕三将打土豪没收的 400 块大
洋留下一部分，交给当地群众，嘱咐他们把路修完。后
来，当地群众为了纪念许旅这一功绩，将宽畅平整的灵口
街道称之为“许旅路”。许旅护田、许旅路的故事至今还
在洛南当地流传。

春荒时节，旅党委派出干部和农民协会一起，发动群
众，向富户征收粮食，开展反霸斗争，处决了一批民愤极大
的土豪劣绅，剿灭了三要、灵口等地土匪武装，击溃了峦庄
蒿蓬沟的地主武装。压在穷苦农民头上的石头被一块一
块搬掉，群众情绪高涨，积极主动地协助部队刨挖地主豪
绅窖藏粮食。部队将征收到的粮食留一小部分做供给之
用，大部分分给了当地的贫苦农民。严明的军纪，一心为
民的实际行动，使部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和支
持。许权中旅在洛南期间积累了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使
其在渭华地区很短时间内便建立一大批苏维埃政权，掀起
了陕西土地革命战争的高潮。

许权中旅在商洛进行思想、组织、军事上的一系列准
备，运用在商洛积累的宝贵的农民运动斗争经验发动渭
华起义，使得党的土地革命、武装割据方针在陕西得以初
步实践。渭华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刘志丹、谢子长等
陕西革命领导人却在起义中得到淬炼，在革命的洗礼中
慢慢成熟起来，为后来在陕甘边、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奠
定了基础。

商洛对渭华起义的历史贡献商洛对渭华起义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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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坪农民协会成立旧址马家坪农民协会成立旧址

在洛南，麻花不但是一种非常有名的小吃，而且有
着丰富的民间传说。

相传轩辕黄帝时期，洛南一带毒蝎横行，危害甚
广，黎民百姓为了诅咒毒蝎，每年农历二月初二，家家
户户把和好的面拉成长条，扭成毒蝎尾巴状，油炸后吃
掉，称之为“咬蝎尾”，后来毒蝎尽除，这种“油炸蝎尾”
演变成了现在的麻花。明朝末年，闯王李自成在洛南
练兵时，品尝到洛南麻花，赞不绝口，称其“香、筋、酥、
脆”。李自成称帝后，赐其为贡品，洛南麻花的身价遂
扶摇直上，闻名遐迩。

在洛南城乡，有许多擅长制作麻花的名师，每个集
镇都有现做现卖的麻花店面，一年四季都能买到麻
花。逢年过节，几乎家家都要炸麻花。

制作麻花，需经和面、发面、成型、炸制等工序方可
完成。先精选面粉 5000 克，酵母面团 1500 克，食盐
100 克，食用碱 100 克。食用碱加冷水 0.35 公斤化成
溶液，倒入酵母面团中，搅拌均匀，直到没有泡沫为
止。将面粉与水、油、酵面混合均匀后，加温水约 1.5
公斤，用手和成面团。和面时水温要适当，水温太高，
面就成为接近熟化的酥面，水温太低，面就难以和匀，
容易夹生，不好搓条。和好后发酵 40 分钟，加适当的
食用碱消除酵面的酸味，然后进行揉搓。将整体面团
揉搓均匀后，用手揪出均匀的小面团，抹上食用油，放
进盘内醒面。等小面团醒好后，搓成 40～50厘米长的
细条，搓条时左手扶面，右手前后搓条，搓好后双起搓
成两股绳状，再双起搓成四股铰链状，要求粗细均匀，
即成生坯。将油烧 8成热，放入生坯烹炸。烹炸时，油
温一定要掌握得恰到好处，油温太高，容易夹生，麻花
色泽发黑；油温太凉，麻花难以上色，色泽泛白。

洛南麻花，俗称“麻糖”，其选料考究，绿色环保，无
添加剂，食之满口余香，历来就是洛南大街小巷一道最
普遍、最适宜男女老少食用的风味食品。每逢年节或
红白喜事，当地人总要用麻花待客或作为馈赠佳品传
情达意。洛南麻花所蕴含的美好寓意及联络情谊的特
殊作用，成为洛河源头浓郁的饮食文化。

洛南麻花造型美观，色泽金黄，食用方便，口感微
咸，油而不腻，齿颊留香，久泡不化，经久耐放，便于贮
存和携带。用它做成的拌汤烩麻花，滋味悠长；用红糖
水泡麻花，易消化，营养价值高，是产妇的必备之物。

洛 南 麻 花
南 星

舌 尖 上 的 商 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