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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占彪：组建包头第一支抗日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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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革命人物輩輶訛

于占彪，汉族，小名兵

乱。1914年11月19日出生，

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人。

于占彪出生在一个贫

苦的雇农家庭， 家境贫寒，

因为他生在战乱年代，父亲

给他起名“兵乱”。他刚满10

岁， 就给地主当了小长工，

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

日子。1928年5月6日， 著名

的旬邑起义爆发，不满14岁

的于占彪参加了起义，后来

起义失败，于占彪迫于生计

来到北潼关（今陕西省铜川

市） 同官煤矿当了矿工。

1930年1月， 陕北早期革命

家刘志丹来到同官煤矿开

展工人运动。16岁的于占彪

积极参加煤矿罢工，由于年

龄尚小， 经过再三请求，刘

志丹特别批准他加入红军

陕甘南梁游击队，并给他起

名“于占彪”，让他做了自己

的警卫员，跟随刘志丹率领

的红军转战陕北地区。1931

年， 于占彪加入中国共产

党。1933年， 于占彪担任了

刘志丹的警卫排长。11月，

他担任了红26军三团连长。

1934年至1935年，国民

党集结重兵对陕甘边区和

陕北根据地发动了三次大

规模围剿。在刘志丹的指挥

下，于占彪参加了三次反围

剿战役，他作为一线的指挥

员，身先士卒，英勇杀敌，为

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

落脚延安创造了条件。1936

“西安事变”后，于占彪跟随

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

去往西安进行谈判，他负责

中共代表团的安全保卫工

作。1938年4月，于占彪抗大

毕业后，按照中共中央开辟

绥蒙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奉

调伊盟、河套地区，创建游

击根据地。中共中央任命于

占彪担任中共蒙古工作委

员会委员、中共绥蒙工作委

员会委员。他在团结蒙古上

层人士共同抗日方面做了

大量工作，组建了包头中滩

地区第一支抗日武装“八路

军大青山联络支队”， 打通

了通往蒙古和共产国际的

通道，荣获了共产国际颁发

的奖章。12月， 中共绥蒙工

作委员会与中共大青山特

委会合并组建中共绥远省

省委，于占彪任委员兼军事

部副部长。

1939年5月， 中共绥远

省委改称中共绥远区委，于

占彪担任委员兼军事部部

长。1940年4月，山西雁北地

区并入中共绥远区委，改称

中共晋绥边区委员会，于占

彪担任区委委员兼武装部

部长。1941年3月，中共晋绥

边区委员会改称中共绥察

边区委员会，于占彪担任区

委常委、武装部部长兼绥察

军区副司令员。同年6月，于

占彪担任八路军绥察独立

二支队司令员。9月，于占彪

兼任绥察行政公署军事部

长兼八路军大青山骑兵支

队三团代团长。他在绥蒙地

区工作期间与白如冰、姚喆

等人共同坚持了绥蒙地区

的抗日斗争，发展了大青山

抗日游击根据地，由于表现

突出，中共绥远省委推荐于

占彪为中共七大代表。1945

年，于占彪参加了中共七大

后，经八路军陕甘宁联防军

司令员王世泰报请中央同

意，将于占彪调往陕甘宁联

防军关中保安纵队，担任二

团团长，保卫延安和党中央

的安全。

1945年， 抗战取得胜

利，7月，蒋介石挑起内战。8

月上旬， 爷台山反击战打

响，于占彪率领部队激战三

天。9月底，国民党胡宗南部

队向湫头发起猛攻。于占彪

身先士卒，身负重伤，拇指

断残。事后，于占彪因战伤

被定为“二等乙级”残废军

人，直到辞世时，胸部仍有

一颗没有取出的子弹。1946

年9月， 八路军改称中国人

民解放军，于占彪担任了西

北野战军警一旅关中分区

西线指挥部司令员兼警二

团团长，先后参加了延安保

卫战、陇东战役、神龙战役、

扶眉战役。1947年11月，他

奉调山西省岚县晋绥军区

军政干部学校学习，担任学

员三队队长。1949年1月，西

北野战军习仲勋政委抽调

于占彪回到延安。3月，他担

任了第一野战军西北军区

大荔军分区副司令员。4月，

他积极策反国民党渭潼警

备司令武纬，促成了武纬起

义， 渭南和平解放。5月，习

仲勋签署命令，任命于占彪

担任第一野战军西北军区

渭南军分区第一任司令员。

潼关解放后，一部分被

击溃的国民党残兵窜入秦

岭， 一部分窜入华阴县，企

他们想凭借天险， 据守华

山。为了全歼残敌，于占彪

成立了渭南、大荔军分区联

合司令部，一面指使华阴县

长写信劝降，一面命令大荔

军分区总队队长马华亭准

备清剿。 在书信劝降无效

后，马华亭组建的侦察队在

夜里攀上华山， 控制了北

峰，随后大部队进行搜山支

援。于占彪亲自登上华山西

峰劝降， 敌人被迫全部投

降，华阴全境解放。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电影

制片厂拍摄了电影《奇取华

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

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审看后，

建议将片名改为《智取华

山》。 这部电影在维也纳第

八届世界电影节获得二等

自由战士奖，为新中国的电

影事业赢得了荣誉。

1952年，于占彪转业到

地方工作，担任国家燃料工

业部西北管理局党组书记、

副局长兼西北煤田地质勘

探局党委书记、 局长。1958

年，于占彪调任青海省体育

运动委员会党组书记、主

任。他在国家体委主任贺龙

领导下，参与了第一届全国

体育运动会的筹备工作。

1959年5月， 于占彪奉调北

京，担任国家地质部技术装

备司党总支书记、 副司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后， 于占彪受到迫害。1976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

得到彻底平反，出任全国政

协委员。1983年， 于占彪离

休， 享受副部长级待遇。

1998年11月18日，于占彪在

北京逝世，享年84岁。

（呼和浩特市委党校供稿）

虽然现在提起牛奶和

奶酪，动不动就会与生活品

质连在一起， 但在中世纪，

情况却并非如此。19世纪以

前，由于没有安全的消毒和

保存手段，牛奶是一种伴随

着高风险的食品。直接挤出

的奶常常被细菌污染，在炎

热的季节几个小时就足以

令牛奶变质， 因此几百年

中，牛奶和奶酪是穷人的主

要食物来源，有钱人对其敬

而远之，经常食用乳制品甚

至被认为是贫困的标志。

19世纪早期，工业化使

职业妇女数量增加，母乳喂

养的减少相应增大了人们

对牛奶的需求，因此如何让

城市居民喝到安全牛奶，成

为许多发明家考虑的问题。

1856年， 美国人吉尔·

博登获得了生产炼乳的专

利许可。在制造炼乳的过程

中，博登发现了延长牛奶保

质期的办法。比如高温煮沸

可以杀死牛奶中的细菌，加

糖可以抑制细菌的繁殖，脱

脂也有相同的作用。南北战

争对延长食品保质期的需

求让博登着实发了笔大财。

科学的进步和社会的

发展不断地推动着乳制品

行业的繁荣。1871年， 法国

人路易·巴斯德发明了至今

仍被广为使用的巴氏消毒

法，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

有巴斯德，就不会有今天如

此繁荣的全球乳品业市场。

19世纪末期，火车的出

现使得运送液态奶更为便

捷；20世纪， 冰箱的出现使

得奶类的保存更便利。到了

1900年，饮用牛奶已经是美

国和欧洲城市居民的日常

习惯，一套将牛奶从农场送

到居民家门口的复杂运输

体系建立了，牛奶脱离“自

然物”的属性，成为一种工

业大规模生产、运输和销售

的商品。

一战的爆发使得牛奶

制品的市场需求猛增，罐

装牛奶、 炼乳被用来改善

士兵的营养失调； 战时大

批妇女外出工作也使得母

乳喂养大范围减少， 婴儿

的牛奶消费增长。1918年，

维生素A的发明者、美国饮

食科学家艾尔玛·麦科勒

姆称：喝牛奶的人更高大，

更长寿。 这一说法影响了

整个社会对牛奶的认知，

美国的奶制品产量在随后

的十年内增加了三分之

一， 牛奶逐渐被塑造成为

一种“完美食物”。

（据《北京日报》）

喝牛奶曾是贫困象征

《斗鸡颂》：“长筵坐戏客，斗鸡闻观房。”

从史料所记来看， 鸡最典型的用途是报时与斗鸡，而

这两项都是母鸡所不具备的。斗鸡又称“打鸡”，其历史相

当久远。据《列子·黄帝》，“纪渻子为周宣王养斗鸡，十日而

问：鸡可斗已乎？”经过纪渻子40天的训练，这些鸡“望之似

木鸡矣”，相斗时别的鸡均不敢上，成语“呆若木鸡”即由此

而来。

先秦时已出现斗鸡的各种招数。《左传·昭公二十五

年》记载：季氏、郈氏斗鸡，季氏给他的鸡套上皮甲，郈氏则

给鸡安上金属爪子。 有的还使暗招作弊， 如鸡怕黄鼠狼

（狸）， 有人就涂上黄鼠狼的油脂， 令对手胆怯。《庄子·逸

篇》 即称：“羊沟之鸡……然而数以胜人者， 以狸膏涂其

头。”

到秦汉时， 斗鸡活动更为活跃。《史记·货殖列传》记

载：“博戏驰逐，斗鸡走狗”。刘 的父亲就爱玩斗鸡，《西京

杂记》称他：“斗鸡蹴踘，以此为欢。”当时有钱人为了养出

好斗的公鸡，花费很大。《西京杂记》还指出：汉初，鲁恭王

刘余就好斗鸡、鸭及鹅、雁，还养了其他珍禽异兽，“一年费

二千石”，相当于当时太守一年的俸禄。

斗鸡之俗在古代长期流行，曹植为此写过一篇《斗鸡

颂》，描写当年斗鸡和观斗鸡的情形：“长筵坐戏客，斗鸡闻

观房；群雄正翕赫，双翅自飞扬……”

唐朝斗鸡更盛行，唐玄宗李隆基就酷爱斗鸡。据陈弘

祖《东城老父传》，“玄宗在藩邸时，乐民间清明节斗鸡戏，

及即位，立鸡坊于两宫间，索长安雄鸡，金毫、金距、高冠、

昂尾千数，养于鸡坊，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使驯援教饲之。”

因为斗鸡兴盛，古代公鸡的受宠程度自然比现代大多

了，比母鸡值钱。公鸡比母鸡贵出许多，有的一亩田才能换

到一只斗鸡。最后要说的是，古代不分城市、乡村，家家都

会养只公鸡，除了图公鸡能司晨打鸣、用于交配外，古人还

认为公鸡能驱凶辟邪。

文/倪方六

古人为何喜欢养公鸡？

于占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