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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谷名镇之三《哈镇清水古城》又将和大家见面了。这是继《金

黄甫银麻镇》、《孤山木瓜》后，全面记录我县历史名镇的第三辑文史

资料，是我县文史资料工作实现重点转移，把文史资料工作拓展到基

层的又一重大成果。值得庆贺。

在历史上，哈镇、清水、古城是边防重镇。哈镇是陕北之北的塞

外边陲小镇，曾经因它的军事战略位置和商贸地位而闻名遐迩，有过

辉煌的历史和赫赫的声名。从清朝中叶到民国，哈镇一直是陕蒙边界

上最重要的商贸集镇。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北挺进军军长马占山曾率

部驻防于此八年之久(1937 年冬至 1945 年)，八年间，挺进军多次出

击日寇，经历大小数十战，保卫黄河，使黄河以南国土免遭沦陷;帮

助地方修河堤、办学校、兴办慈善事业;建立纪念塔和忠烈祠，纪念

抗日阵亡将士，深得民众拥护。清水城又叫凤凰城，有许多美丽的传

说。清水又是一个军事要地，清水有过南塘城，所以清水也称南塘。

南塘是古战场，后来南塘城毁于战火。在南塘城遗址常有古币、人骨、

箭簇等发现。明成化二年，置清水堡，五年置清水营，属榆林卫，清

代改设清水堡。1934年 7月，清水青虫峁村成立了地下党组织，同

年 9月在这里成立陕北红军七支队。古城是陕西最北的城镇，是陕西

北大门，是长城外的一个集镇，所以说古城在西口之外。抗日战争时

期，马占山将军驻军哈镇，在古城驻一团部防守。由于有坚强的东北

军驻守，日本军未能进入陕西。古城是蒙汉来往的通道，因此，这里

商业繁荣，集市闻名于周边地区。本辑征集了三镇政治、经济、文化、



军事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史料。它的出版，对研究府谷，宣传府谷，

发挥文史资料“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作用有着深远的意义。

2012 年是府谷县八届政协的开局之年，也是府谷县文史资料工

作取得大发展的重要的一年。从 1984 年府谷县政协成立以来，在历

届政协的高度重视下，文史资料工作稳步发展，到 2011年底，共编

辑出版文史资料 18辑，计 230 万余字，发行 13500 本。第十九辑文

史资料《哈镇清水古城》完成了征集工作，初步编辑成册年，我们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充实和完善，使其得以出版。文史资料工作

中取得的这些成绩，受到上级政协的充分肯定，省政协把我县确定为

文史工作重点县，2012 年底完成重点县建设任务。这将对进一步提

升我县文史工作水平，推动文史资料工作迈上一个新台阶有着重要作

用。为此，我们新一届政协要抓住机遇，不断深化对文史资料工作的

认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更新观念，强化基础，转变

方式，切实加强文史资料工作。我们要继续围绕大纲、开展抢救，不

断促进建国后史料征集经常化;继续加强研究、努力探索，不断拓展

文史资料工作新领域;继续突出特色、打造精品，不断提高文史图书

出版水平;继续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文史工作者的优良传统，扎实工作，

乐于奉献，勇于开拓，努力实践，不断开创文史资料工作新局面。

白雪梅

2012 年 6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