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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邢万莹

连湖农场小学的创办人——江愉

宁夏军警联合督察处以“共产党嫌疑”罪名，将从事世界语活动的宁夏中学教务主任何子成和邮电局青年陈硕夫、毛英华及宁
夏高射炮连排长刘斐活埋于省城城隍庙。

中共三边地委统战部部长赵忠国以单线联系方式，派马少林和杨占彪 2人到金灵地区开展活动。

1943年
4月

1944年
4月11日

在绥远伊盟中共三段地工委工作的中共党员王延介绍王克和加入中国共产党，派其做宁夏外逃难民工作。王克和在永宁县发
展周光耀、周占山、朱九章、周玉金等人为中共党员。

宁夏省政府第 130次委员会议决定，将宁夏省城改名为银川市，并设市政筹备处，着手进行建市的准备工作。

1944年
5月

中共三边地委为了加强对宁夏方面的外部工作，派出干部在盐池县二区余庄子、五区红井子和伊克昭盟的三段地建立了三个
工作据点，确定二区余庄子据点由梁大均、李健负责，活动范围为灵武、永宁、宁朔、贺兰 4县；五区红井子据点由何广宽负责，活动范
围为盐池县、同心、金积、中宁、中卫 5县；伊克昭盟三段地据点由王延负责，活动范围为陶乐、惠农、平罗、磴口 4县和阿拉善旗。

江愉，女，1941 年出生在浙江
省德清县一个水乡古镇，现年 80
岁。1959年，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高潮全面掀起，国家鼓励青年人投
身建设的口号是：“到农村去、到边
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
口号如同动员令，一呼百应。那年
江愉 18 岁，她在这个口号涌潮中
放弃了已有的工作，主动报名支
宁。在新成立不久的宁夏连湖农
场扎下了根。岁月如梭，人过留
痕，她干过农活、当过老师还做过
会计。在宁夏，人们习惯上总称他
们浙江青年。当年与她一起支宁
的浙江人 680 人中，留下来的只有
10多人。

资料显示，江愉的老家德清
县位于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平原西
部，素有“名山之胜，鱼米之乡，丝
绸之府，竹茶之地，文化之邦”的
美誉。

1941 年，在德清县水乡古镇
里的中药铺二层阁楼上，一个小
女孩降生，当时浙江全省都在日
本侵略者的铁蹄占领下，百姓的
苦难无法言说。女孩的到来给药
铺主人带来无尽的希望，孩子取
名江愉，总是希望江家的长女能
在愉快中成长。

江南的秀美和古镇的灵性使
江愉很小就透出美丽与机灵。深
得宠爱的江愉从小读书，1957 年

初中毕业。在教育还不普及的年
代初中生也算秀才，被分配到当
地农具厂当了工人，那年她 17 岁，
处在激情的年龄，听党的话，跟党
走是那个年代青年人的理想，参
加工作的第二年，追求理想的激
情让江愉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她
放弃了工作，离开江南老家，搭上
了支宁的西行列车。

江愉：1959年 4月底，宁夏的领
导到浙江招人，希望更多的浙江青
年参加到边疆的建设中，我和 4 个
同学听到宣传后相当激动，马上报
了名。我还写了大会发言稿，表达
了支援宁夏的决心。开头一句就是

“我要响应党的号召，到宁夏去、到
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最后写的是“我要到宁夏去生根、开
花、结果。”

“生根、开花、结果”这 6 个字
是江愉表决心时说出的话，她自
己也没想到，这 6 个字决定后来的
60 年。她记忆中宁夏的领导在动
员时说：“宁夏有喝不完的牛奶、
吃不完的牛羊肉。”但她不是奔这
些来的，听党的话、跟党走是让她
热血沸腾的唯一原因。希望用自
己的付出，把祖国边疆建设成美
丽的大家园。

第一次发榜时没她的名字，经
过努力争取，第二次发榜有了江愉
的名字。公社给她家里送去了喜
报，喜报到家时父母才知道了她的
决定，立刻乱了方寸。父母反对她
大胆擅自的决定，甚至怀疑她有了
对象，怕她私奔。

父母劝说无望后，还是给她做
了新衣新被，满脸泪水地送她上了
火车，送行时父母对女儿有埋怨，有
不舍。其实，在上火车前，江愉还真
的不知道来宁夏干啥。青春的理想
和奉献的追求让她满心欢喜、西行
途中一路歌声，骄傲占据着她的
心。到宁夏后才明白，她从工人变
成了农民。
（蔺银生 马君武 王旭阳 整理）

武建礼，汉族，1926 年 11 月出
生，是灵武农场来的第一批大学生，
后在宁夏农业学校退休。

武建礼：我是 1951年 9月 4日，
从重庆大学出发，一路乘车，于 10月
24日来到宁夏第一个国营农场——
灵武农场报到的。

1951 年 7 月，我从重庆北碚西
南农学院毕业，参加了国家当年在
重庆大学举办的，西南地区高等学
校“毕业暑假学习团”的学习。当
时高校毕业生有 2562 人，要调出
1100 多人。这个学习团集中了四
川、云南、贵州等地 27 所学校 1764
名大学毕业生。我们在 36 天的学
习中，西南区首长和中央派来的领
导前后作了 12 场报告。如西北军
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讲话意思
是西北大有可为）、西南军政委员
会副主席刘文辉（讲土地改革问
题）。这些报告可归为三类：一类
是关于国际国内形势、朝鲜战争；
另一类是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
造；还有一类是介绍今后工作的情
况及工作以后应注意的事项等。
这些报告使学员思想境界大为提
升，起到了激励和鼓舞我们投身祖
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的热情，也
使我们以愉快、轻松的心情迎接组
织分配。

灵武农场位于县城西北，傍依
黄河，是黄河古道和山洪淤积的沙

质盐碱滩地。我们在城中待了一个
星期就到农场去了。这时候农场已
盖了三排平房。放眼一望无际的荒
草滩，有的土地已挖渠筑埂，建成了
方格农田。刚开始我的工作就是地
中测量、计算、誊写，冬天进行冬灌，
白天夜里巡渠灌水。我的农场生活
就是这样开始的。

1953 年夏，天气干旱，黄河缺
水，农场几千亩土地因灌溉不上水
而无法播种。那是建场初期，种稻
是沿用当地传统的播种方式，采用
的水稻品种为本地的大白皮，生长
期为 100至 120天。眼看已到 6月上
旬，误了农时，错过播种时节，这一
年的收成就要落空。我作为农业技
术员，便向当地的老农调查请教。
了解到中卫县有小白皮早熟品种，
生长期约 70至 90天，于是我立即向
场领导作了汇报，经领导联系，决定
让我到中卫县去拉小白皮稻种。载
上农场的 6000斤稻种，装上汽车前
去换种。

司机朱师傅是参加抗美援朝
战争后转业的，我们还带了助手从
农场出发。第一天在中宁休息，次
日到达中卫。在中卫劳改农场换
了小白皮稻种就急忙返回。返回
时从中宁出来，助手驾车。车驶出
10 余公里，在一转弯上坡处，迎面
驶来了一辆“大道基”汽车，当时我
坐在驾驶室中间，眼看对面飞奔驶
来的汽车与我们的汽车“砰”的一
声撞在一起，我的身体无法自控，
顿时向前撞去，脑海中立刻闪出

“这下完了”。司机老朱向助手喊
“快刹车”，与此同时，他迅速用手
拦住我的身子。两车相撞后，都刹
车停了下来。一定神，觉得还幸
运，命保住了，也没受伤，真是有惊
无险。3 个人下车一看，汽车前面
的保险杠被撞弯了，钢板也断了一
条。幸亏我们的车上坡速度慢，不
然后果不堪设想。这在我的生命
历程中演绎了一次“午夜惊魂”的
插曲。

（吴金遨 马晓虎 整理）

江愉（左一）。

来灵武农场的第一批大学生——武建礼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李仰南（1911-1984 年），原名
李吉有，又名李学文，后化名李仰南、
杨学文、杨维宝，山西省新绛县
人。1911年 10月出生在一个富裕
农民家庭。

幼时在本村小学读书，15岁高
小毕业后，考入本县国民师范。不
久，因闹学潮被开除，转入夏县堆
云洞平民中学上学。当时是大革
命时期，在校长嘉寄臣（嘉康杰）影
响下，接受革命思想，并培养了艰
苦朴素、埋头苦干的优良作风。
1927年经乔宴会、王月春介绍加入
共青团，随嘉寄臣进行革命活动。
大革命失败后，平民中学被解散，
李仰南回家乡任小学教师，但仍与
嘉寄臣等人保持联系。1929 年 4
月，经汪明、嘉寄臣介绍加入中国
共产党，先任党支部书记，后任中
共运城河东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

1931年 10月，李仰南在一次运
送武器途中遭敌逮捕。在法庭上，
他机智辩解，没有暴露身份，被关押
1个多月后，经地下党组织营救获
释。11月，中共山西省委遭敌破坏，
中共河东县委关于李仰南被捕获释
的报告落入敌人手中，他又在新绛
县遭敌逮捕。在敌人多次审讯中，
他始终假称在家受继母虐待，因给
朋友引路运送武器被捕，被判刑 12
年半，关押在山西省第一监狱。在
狱中，他参加了以郭洪涛为书记的
地下党支部领导的绝食斗争。1934
年末，根据中共山西省委指示，他和

第一监狱的其他政治犯一起进入阎
锡山的山西省反省院。1936年初，
取保出院回到家乡。同年春，红军
东征渡黄河到新绛一带，李仰南参
加了红军第八十二师，并详细地向
组织报告了自己被捕经过及在第一
监狱和反省院的全部情况，党组织
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先做地方工
作，后任组织科干事。5月，红军回
师陕北，中共中央组织部对李仰南
进行审查，宣布 1931 年 11 月被捕
后，在狱中写“悔过书”是自首变节
行为，开除党籍，调离部队，派到中
央党校任文化教员。不久，中央党
校告知他，根据中央组织部意见，按
特别党员对待。1937年 3月，又重
新入党。

1937年 10月，中共中央决定成
立中共宁夏工委，抽调中央党校少
数民族工作干部班班主任李仰南、
党支部书记何广宽和学员薛天敏、
陕甘宁边区少数民族委员会回民工
作部部长杨一木以及在定边工作的
苏文等人参加中共宁夏工委工作。
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
动宁夏广大人民群众，发展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力量，逼马鸿逵抗日，一
旦日寇侵占宁夏，立即组织开展游
击战争。当时，杨一木因在定边工
作期间与宁夏方面的人员接触较
多，曾向中央提出他不适合去宁夏
国统区做秘密工作的意见，要求另
外派人负责宁夏工作。中共中央和
陕甘宁边区党委遂又任命李仰南为

中共宁夏工委书记，并指示立即赴
宁夏开展工作。11月，李仰南通过
张子华和赵统儒写信向宁夏进步人
士袁金章、雷启霖介绍，经定边到达
宁夏省城，以商人身份先在省城东
郊掌政桥一个开小商店的山西同乡
家落脚，然后进城见袁金章，并通过
袁金章、高立天的关系，以实验小学
庶务主任的名义作为职业掩护。袁
金章又把李仰南介绍给黄渠桥第二
完小教师王振刚（王茜）。李仰南请
王茜带领何广宽去尾闸见雷启霖，拟
动员他出来工作，掩护地下党活
动。接着李仰南又去平罗、石嘴山
一带，通过王茜、雷启霖结识了
李冲和、叶松龄、雍民飞、贺闻韶、
刘廷栋等进步人士和青年教师。
之后，李仰南又去吴忠、宁朔、中宁
等地了解情况，先后与梁大均、
马云泽等人建立了联系。

1938年春，李仰南返回定边、
延安汇报工作，并要求上级党组织
继续派人来宁夏工作。4月，中共
陕甘宁边区党委和中共三边特委
先后从延安和定边派苏文、肖子珍
等中共党员来宁夏，充实了党在宁
夏的力量。

以李仰南为书记的中共宁夏
工委，利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
的有利时机，很快打开了局面，建
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宣传抗日，发
动群众，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力量，培养革命骨干分子，开展学
运和兵运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1937 年秋，新安旅行团来宁
夏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对宁夏抗
日宣传影响很大。宁夏实验小学
进步教师杨文海、薛云亭、涂春林
等在校长高立天支持下，以高年
级学生为主，组织成立了“西北少
年战地服务团”（后改名为宁夏少
年战地服务团，团员 100 多名），
在宁夏省城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11月，李仰南来到实验小学，积极
支持少战团的活动，并与杨文海
以山西同乡关系同住一个宿舍。
经考察帮助，先后吸收杨文海、
薛云亭、高立天等人加入中国共
产党，宁夏少战团成为中共宁夏
工委领导之下的群众性团体，按
照党的工作方针开展各项活动。
1938 年春和暑假期间，宁夏少战
团曾两次赴省城以南和以北各县
主要集镇进行抗日宣传，在广大
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中有很大
影响，宁夏少战团的巡回宣传活
动，大大促进和带动了各地学校
学生抗日团体的建立和抗日宣传
活动的普遍开展。在这一时期，
宁夏中学、省城学堂巷小学、贺兰
金贵乡小学、立岗堡小学、平罗县
姚伏堡小学、平罗县城小学、黄渠
桥第一完小和第二完小、石嘴山
小学、宝丰小学、中宁恩和堡小学
等学校先后建立了学生抗日团
体，并与宁夏少战团有一定联系，
在宁夏各地的抗日宣传工作中起
到重要作用。

李仰南：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

1944年
10月

马鸿逵为了加紧反共活动，在全省大量抓兵，从上年至本月抓兵4次，农村的青壮年几乎全部当兵和参加民兵训练。加之马鸿逵庞
大的军政开支，致使宁夏地区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上）

1937年初春，红二十八军来固
原县东部山区（现为彭阳县所属），
驻扎在草庙、城阳、红河川一带，军
部设在白阳城（今彭阳县城）东门
外刘家官院的刘丕宏家。即着手
组建政权，宣传党的团结抗日主张
和各项政策，筹集军粮。

因为受了反动宣传的影响，红
军所到之处，有钱富户闻风逃跑，
不敢露面。红二十八军政治部的
科长张国生在徐原村筹集军粮时，
该村唯一有粮户是徐满库（曾任小
学教员）。徐没有逃跑，并且口头答
应捐献，但心中仍有顾虑，唯恐自己
不够吃了。他想办法要见军长，便
买了几只羊，作为慰劳品，由张国生
引见军领导，受到了军领导的接
见。军领导对徐讲了团结抗日是民
族唯一出路的道理。徐受启发后，
回家捐出 8石谷子（约 4000斤）支援
军队，并接受了任务，将因不明红军
政策出外躲避的人积极往回叫，大
力宣传红军的政策。

为了发动和组织群众，很快组
建了“固原东山抗日救国后援会”，
主任是徐满库，委员有扈连玉、
余如科、刘丕宏、虎荣峰、杨登魁、
王永杰、黄德基等，共由 9人组成。
抗日救国后援会的主要任务是：征
集粮食支援军队；向红军提供当地
情况；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

调解和处理民事纠纷。
在抗日救国后援会的动员下，

城阳川的有粮户共捐献出小麦 120
石（约 6万斤），并积极向各驻军的
村庄运送。军队对此很满意，派出
文艺宣传队，利用逢集的日子，在
城阳街上庙前的戏楼上，主持召开
了群众大会，由张国生同志讲了
话，宣布成立了“固原东山区抗日
救国后援会”，由红二十八军政治
部赠给该会一面绸质刺绣匾额。
上绣“团结御侮”字样。会后，宣传
队向群众演出了以宣传抗日和军
民团结为内容的文艺节目。老百
姓初次看到这些新鲜戏，都非常喜
欢。不久，又成立了乡一级的抗敌
后援会。红河川的主任是扈连玉；
麻子沟圈的主任是虎荣峰，副主任
杨登魁；草庙子的主任是刘自生，
副主任是张占贵。各后援会的工
作十分认真，扈连玉的年纪已大，
但仍骑着毛驴到各村去做工作。

红河川的王石沟村有个富户
名叫徐效衍，世世代代以农为业，
家中存粮很多。徐效衍认为红军
是仁义之师，应该支援，还劝勉子
弟，勤劳生产，不可松劲。红二十
八军科长刘国良动员他捐献军粮，
他慷慨应允，当即给刘科长指看了
存放粮食的地点。刘科长很高兴，
便计算留够徐家的用粮，然后组织

人力驮运，共计捐献粮食约 3 万
斤。为了慰劳红军，徐效衍还主动
捐献了一些活猪活羊，供给部队改
善生活。三四个月后，红军临走
时，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与抗敌后援
会共同给开明人士徐效衍送了一
幅布质红色匾额，约 7市尺长，横书

“抗日先锋”字样。由主任扈连玉
与红二十八军政治部的同志和群
众代表一起，敲锣打鼓送到徐家，
作为表彰。

红二十八军在固原驻扎的时
候，正值春耕播种季节，红军在各
自居住的周围种上了树。住白阳
城和刘家沟的红军，从当地农民杨
柳树上砍下枝条，截为一尺多长。
把一大半栽入地下，一小半露出地
面，结果两处的树都活了。在白阳
城北门外种的树因为管理不当，后
来成材的只保存了一棵柳树。红
军把种植杨柳树的新技术初次传
到了固原。红军这样种树方法，既
省工，又省树种，当地群众就开始
学习了这种先进植树法。

红军还在堡子崾岘的阳洼里。
开荒种了100多亩粮食，粮食快成熟
的时候，红军走了。红军的纪律严
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红军所到之
处对群众的利益秋毫无犯，老百姓
不出粮、不出款，送去的军草，都按
质论价把钱给了；凡住过的地方，临

走时都打扫得干干净净；老百姓农
活忙了，还帮助老百姓种庄稼。青
年人羡慕红军，临走时仅彭阳乡的
任家湾一个村内，就跟去2人参军。

1937年 3月间，红三十二军从
固原的石家沟口撤离，二十八军到
石家沟口换防。这时，军部住在石
家沟口街上的张彦栋家，还在石家
沟口街上办起了商店。一次，给石
家沟口街上的居民每户分给 25斤
黑豆，叫生成豆芽菜以后，交军队
改善生活，各家各户都及时完成了
任务。红军在石家沟口驻扎时，还
进行了部分武器生产、用手工摇钻
做枪。

红二十八军于 1937年 5月间离
开固原向东去了。临走时，峁家堡子
后援会的会计王成基、武装干部赵正
明两人要随军同去，走到镇原，二十
八军将王、赵两人留给了常驻镇原县
的“援西军”。为了开展地方工作，援
西军又说服这两名同志，回到原籍工
作，就地扎根。回来后，赵正明同志
坚持了13年地下接待工作。红二十
八军在固原建立的政权组织，在红军
撤离后，遭受了国民党的镇压和摧
残，把富连玉同志几乎活埋了。但
是，这些同志后来多数转入地下工
作，一直坚持下来了。有少数同志进
入了边去，随着全国的解放，又回原
籍来开辟新区工作。（据固原党史网）

红二十八军在固原的建政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