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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陵园革命烈士纪念碑
位于同心县城豫海北路东侧烈
士陵园内。

1936 年，为巩固与扩大革
命根据地和迎接红二、四方面
军北上，中共中央在红军东征
山西返回陕北后，又决定组建
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由
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5 月
中旬，西征红军共计 17000 余
人在彭德怀司令员的率领下，
分左右两路相继从延安、延川
一带出发，挺进陇东，攻战三
边，驰骋宁夏，解放同心，并创
建了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县
级回民自治政权——陕甘宁省
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在此
期间，西征红军红十五军团在
这块古老而贫瘠的土地上曾
与国民党马鸿逵展开了历时
近半年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主
要战斗有：攻克豫海县城——
下马关战斗、占领王家团庄战
斗、韦州攻城战斗、红城水伏
击战斗、甘沟战斗。牺牲在这
里的红军烈士有：红十五军团
回民独立师政委欧阳武、师参
谋长李铁民、七十八师二三三团
团长彭义隆、某连指导员李国珍、
连长孔作林、回民独立师某连
马连长等（其余姓名不详）30
余人。回族人民的优秀儿子、
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主席马
和福在西征红军撤离时因下
乡在外没来得及随军转移，转
入地下开展工作，后因叛徒出
卖被国民党马鸿逵部逮捕，并
于 1937 年 4 月 3 日在同心老城
西门外英勇就义。

为 纪 念 先 烈 以 教 后 人 ，
1978 年同心县委和政府划地
62 亩在县城豫海北路东侧建
立了同心县烈士陵园，将马和福
烈士的遗骨及牺牲在下马关、
韦州等地的红军烈士的遗骨
搬迁集中安葬于陵园内，并先
后拨款修建了“豫海亭”“红军

烈士亭”“豫海烈士纪念亭”及
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烈士纪
念馆等。 1986 年为庆祝红军
长征胜利暨陕甘宁省豫海县
回民自治政府成立 50 周年，国
家投资 16 万元，同心县民政局
负责，由咸阳古建筑艺术公司
承包，修建了革命烈士纪念
碑。纪念碑主体为混凝土构
造，碑座四周为黑色大理石镶
钳，碑座上面竖立着 12 根镀金
栏杆并以镀金链条相围。基
座呈方形，见方 15 米，碑身见
方 10 米，高 21.6 米，碑的正面
为唐天际的题词：“人民英雄
永垂不朽”；北面为程子华的
题词“为革命献身的回汉烈士
永垂不朽”；东面为李志民的
题词：“为人民解放牺牲烈士：
英灵浩气千秋在，先烈精神万
古存”；南面为自治区党委、自
治区人民政府的题词：“革命
烈士永垂不朽”。碑身下部正
面镶钳的一块黑色大理石上
雕刻着中共同心县委、县人民
政府题写的碑文。碑文正文
为“为纪念 1936 年红军西征和
建立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
治政府牺牲的烈士，为纪念
1949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
同心和巩固人民政权建设社
会主义献身的烈士及一切志
士仁人特立此碑，以表万世。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整座纪
念碑庄重典雅，使人不由产生
一种肃然起敬之感。

1996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
利暨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
60 周年之际，县政府又拨款将
革命烈士纪念碑进行了维修，
同时将陵园前部改建为“豫海
公园”。园内松柏苍翠，绿树成
荫，环境十分幽雅别致。每年
前往参观者及中小学生扫墓接
受教育者不下万余人次。

（摘自自治区政协《宁夏文
史资料》第十九辑）

珍贵珍贵记忆记忆

1958年 10月，宁夏京剧团（当时
称京剧院）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时
建立起来了。宁夏京剧团的前身是
中国京剧院四团。

中国京剧院四团是我国京剧艺
苑的一朵奇葩，是由原西南军区京
剧院和原中央军委总政京剧团于
1955 年合并组成。在战争岁月里，
他们曾冒着枪林弹雨，参加了震惊
中外的淮海战役，鼓舞部队士气。
他们曾跟随贺龙同志进军大西南，
把戏送到战斗前沿。解放后，又曾
跋山涉水，历尽艰险，把戏送到人烟
稀少的沿海岛屿和西北高原的边防
哨所。他们还曾背着服装、道具，翻
越海拔 5200 米的雀儿山，把戏送到
康藏高原筑路英雄的工地上。后
来，又跨过鸭绿江，把戏送到中国人

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作战的朝鲜
战场上。这个团多次到怀仁堂为党
和国家领导人演出，并且经常担负出
国演出的任务。不少演职员分别随中
国艺术团、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团赴
苏联、罗马尼亚、埃及、苏丹、巴基斯坦、
日本等国家进行友好访问，为增进中
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促进
国际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1955年，一
部分演员还曾随中国艺术团参加第五
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
演出由本团改编的《闹龙宫》一剧，荣
获舞蹈一等奖，并被拍摄成彩色舞台
艺术片，为祖国赢得了荣誉。许多演
员分别获得了罗马尼亚“星”勋章、波
兰“金十字”勋章、捷克斯洛伐克“伏契
克奖章”和“反坦克”奖章等多种奖项。

1958 年 9 月 22 日，中国京剧院

四团响应党的号召，坚决支援宁夏
回族自治区的文化建设，来到塞上古
城银川，改名为宁夏京剧院（后改为宁
夏京剧团）。从此，他们扎根宁夏，将
自己宝贵的艺术青春献给了宁夏的各
族人民。宁夏京剧团在农村，和农民
生活在一起，学习农民的高尚品质，和
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节假日，他
们把戏送到工厂、矿山，给工人兄弟的
生活增添了乐趣。部队的营房、哨所
也曾留下他们的身影。他们还从宁夏
出发，把戏送到各个省区，南至广东、
广西，北至辽宁、黑龙江，东至青岛、大
连，西至青海、新疆。宁夏京剧团在全
国的京剧团中实力比较强大。可以说
人才荟萃，名角云集。如：杨派老生的
优秀继承者李鸣盛，程派艺术创始人程
砚秋的得意高足王吟秋，梅派演员李

丽芳，马派老生王和霖等。
宁夏京剧团扎根边疆，战胜了重

重困难，与全区人民并肩战斗，为建
设宁夏，发展西北地区的文化艺术事
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摘自自治区政协《宁夏文史
资料》第十九辑）

教育领域支宁。1949年宁夏临
近解放时，共有各级小学 639所，学生
4.5 万人；共有普通中学 7 所，学生
1006人；共有普通初中及中等职业学
校 15所，在校学生 1700余人。没有一
所高等学校。总体上看，宁夏解放初
期，教育基础十分薄弱，人才十分匮
乏。解放后，党和政府大力发展教育
事业，宁夏教育得到迅速发展。到
1952 年年底，全省小学有 787 所，在
校学生 69498 人；中等学校 15 所（其
中中专 7所），在校学生 3689人（其中
中专 2287人）；1958年宁夏成立 3所
高等院校。 1958 年小学数量增至
2349所，在校生达到 284970人；中学
增至 60所，在校生达到 2930人。宁夏
教育发展极为迅猛，20世纪 60年代调
整时期，有大幅下调，但与解放初相
比，发展也是十分快的。教育规模的
扩大不仅意味着校舍的增加，更重要
的是需要增加大量的教师，而宁夏教
师人才缺乏，只能从全国引进。在国
家的倡导下，大量的知识分子，从全国
各地迁移到宁夏，充实到宁夏高等、中
等、小学教育的队伍中。1956年 3月，
为解决小学教师短缺问题，甘肃省从

上海、天津等地招收 4000余名初高中
毕业生和社会青年，分别安排这批青
年在银川师范等 11所师范学校培训，
培训期半年，银川师范培训的学生，结
业后分配在银川地区各县小学任教。
1958年 4月 5日，《银川日报》报道，北
京 330名男女知识青年到宁夏支教，4
月2日前，他们已分批去固原、吴忠、银
川 3个专区所属的各个市县充任小学
教师；1958年 8月 21日，首批支援宁夏
高教事业的教师 100余人到达银川。
这些教师大部分是北京师范大学、华
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的应届毕
业生，还有北京回民学院调来的教师。

以贺兰县为例，也可见支援宁夏
的外省籍贯教师对宁夏教育贡献之
一斑。1956年，贺兰全县学校由 1949
年的 43所增加到 81所，教师数额严
重不足；从 20世纪 50年代中期到 60
年代，贺兰县的中小学教师，除来自
大学本科、专科和中师的毕业生外，
尚有天津支宁初中毕业生、浙江支宁
知识青年、北京支宁初中毕业生、河
南支宁高中毕业生以及上海支宁的
文教大队。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知
识分子扎根贺兰，和本县教师融为一

体成为贺兰县教师队伍中的骨干。
宁夏高等教育基本上是从外省

迁移到宁夏的知识精英所开创的。
以宁夏大学为例，20 世纪 80 年代以
前，宁夏大学的教师基本上都是外地
人。1980年宁夏大学历史系成立时,
最初的 12位老师全部是外地人。

文艺工作者支宁。解放之初，宁
夏文艺领域除一些秦腔等方面的戏
班子、杂耍班子之外，没有高档次、上
规模的文艺团体。随着宁夏解放后建
设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宁夏回族自治
区的成立，应宁夏文化艺术发展的需
要，中央政府抽调一批批文化艺术人
才支援宁夏，他们为宁夏文化艺术的
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1958
年 6月 4日，中共宁夏工委举行联欢
会，欢迎从北京到宁夏工作的 50多位
文艺工作者，他们充实到宁夏文化艺
术界，成为骨干力量；1958年 9月 22
日，遵照国家文化部指示，中国京剧
院四团全团迁到银川，组建宁夏京剧
团。1958年 9月 27日宁夏回族自治
区京剧院成立；1958年 10月 1日，宁
夏回族自治区越剧团成立，当晚在银
光剧院以名剧《刘海戏金蝉》与观众

见面。宁夏越剧团由上海华艺、红花、
光艺等剧团选拔部分演员组成。

医务人员支宁。支宁医务人员
成为宁夏医药卫生系统的主要力
量。一是从全国各医学院、护校分配
来的医务人员。二是 20世纪 60年代
中后期，从天津来宁夏的大批医务人
员，成为宁夏医药卫生系统的骨干力
量，有些甚至成为权威性专家。1969
年 10月，天津 21名医务人员下放永
宁县工作。其中有的分到乡医院工
作，如 5位天津医务人员被安排到望
洪卫生院安家落户和工作；1969年 11
月天津市 700多名医务工作者及上千
名家属相继到达银川，赴山区农村安
家落户；1961年 11月，天津市 947名
医务人员及家属迁入石嘴山市（有医
务人员 248人），其中天津市第四医院
整体迁入大武口，建立石炭井矿务局
大武口煤炭职工医院（俗称“天津医
院”）；随迁职工及家属 906 人，占当
时天津支宁人员总数的 44.99%。

20世纪 70年代末期至 80年代初
期，大多数的天津医务人员返迁天
津。改革开放后，一些文教人才也返
回了原籍，但仍然有许多人留在宁夏。

将艺术青春献边疆的宁夏京剧团

各条战线支宁忙
刘天明

1936 年，我在延长县任县
苏维埃土地部长时，6月初，接
到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通
知，让我到省府所在地瓦窑堡
开会（当时党中央也在这里）。
会开了几天就停止了。一天下
午，领导找我说：“现在时局突
变，我们都要撤出瓦窑堡，有 60
多人要你带领去中央党校报
到。”当时中央党校也随中央机
关住在瓦窑堡，我很快带领这
批新学员到党校报到后，就立
即进行撤退准备工作。第二天
凌晨，中央党校首先撤出瓦窑
堡，转移到安塞县的杨家园。
几天后，又转移到志丹县。高
级班住在任家坪，我们普通班
住在刘家坪。

那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老 百 姓 的 生 活 也 同 样 很 困
难。地主老财都把粮食埋在
山野地窖里，我们吃的粮食，
大部分要自己设法解决，烧柴
也要到二三十里以外的山上
去背。根本没有菜吃，有时供
给一点胡麻和盐面，就很不错
了。能挖回一点野菜来，大家
都很稀罕。吃饭用具也很缺，
如果谁有一个碗或缸子，那就
很不错了。有些同志没有吃饭
碗，经常等别人吃过后借用。
有的同志，只好在河里找一块
石板或到村子里找一些破盆烂
罐来代用。

党校的生活条件虽然如此
艰苦，但学员们的精神都很饱
满，学习热情很高。我们除学
习党的历史、党的建设、苏维埃
政权的建立、时事和政治常识
外，还要学习军事课程。白天
听课和进行军事训练，晚上小
组讨论。因为连吃的油都没
有，所以晚上不点灯。小组讨
论都在窑洞中摸黑进行，虽然
互相看不见，却讨论得很热烈，
逢有月亮的晚上，大家就坐在
月光下开会。每周只给各队部
发蜡烛两支，供晚间有重要事
或看文件和哨所用，用后立即
熄灭。

学校为了改善生活，特地
办了一个合作社，动员学员入
股 ，每 人 多 者 几 角 ，少 者 五
分。当时每人每月只发苏维

埃币两角，大家手中都很紧，
仍能踊跃入股，积少成多，办起
了合作社。

有一次，合作社买来一批
鞋，要求分配时，首先照顾没鞋
的同志。我们从瓦窑堡撤退
时，非常紧急，大多数人只有脚
上穿的一双鞋。到了这里，每
天都要参加军事训练，经常外
出背柴、背粮，走的全是山间石
子小路，很多人的鞋，早就烂得
不能穿了，我们这个队，40多个
人中，就有 20 多个经常赤着
脚。这次分给我们队的鞋只有
3 双，僧多粥少，怎么解决呢？
最后大家决定采用抓阄的办
法。我碰巧抓了一双。后来解
放了定边县城，党校准备搬到
定边去，合作社也要结束了。
学校用合作社的一点盈利会了
一次餐，每人分到一小碗有肉
的烩菜，4个黑面小馍馍。这在
当时算是一次最丰盛的会餐。

1936 年 9 月，党校搬到定
边县城后，生活有所改善，没有
碗筷的同志领到了碗筷，每个
小组还领到两个搪瓷脸盆，供
集体打饭、打菜用。还能经常
吃到黄米干饭和羊肉。这时最
大的困难是天气渐冷，到十月
间还没有棉衣。定边的天气冷
得较早，早上出操时，有的同志
只好披着被子上操场。直到后
来发了棉衣，才度过了冬天。

我在中央党校只学习了 6
个月，虽然生活很艰苦，但和大
家一样，始终情绪很高。，尤其
我们这些工农出身的党员，参
加革命只知道是为穷人打天下
的，具体工作就是斗地主，分田
地，打敌人，革命道理知道得很
少。经过半年学习，使我懂得
了许多革命道理，从此心胸开
阔了，眼睛也更亮了，对革命事
业充满了信心。

西安事变发生后，党中央
决定从党校抽调 90 多人，由李
维汉（罗迈）同志率领，返回志
丹县到中央局工作。我们第
一批干部，于 1936 年 12 月中
旬离开党校，走上了新的工作
岗位。

（摘自自治区政协《宁夏文史
资料》第二册）

如今廉价的食盐在古代是名副其
实的“奢侈品”。有着 2000多年产盐史
的吴忠市盐池县因盐而兴、因盐得名，
因军事防御和盐池之利，隋、明两代更
是在盐池县境内修筑 4道长城，盐池县
因此被称为“露天长城博物馆”。

在陕甘宁边区，盐池县所产池盐作
为边区的经济支柱，曾为边区经济作出
了重大贡献，毛泽东曾指出：“盐是边区
的很大富源，是平衡出入口，稳定金融、
调节物价的骨干。”

随着时代变迁，池盐已不复当年辉
煌，盐池县从2000年起几乎不再产盐。尽
管没有了池盐之利，盐池县依托滩羊产业
等，成为宁夏首个脱贫摘帽贫困县。为发
掘池盐的历史文化内涵，盐池县正在着手
复原打盐工序、开展打盐体验游，“复活”
池盐文化，提升盐池县文化软实力。

长城与池盐的故事

从银川市出发向东行驶，进入吴忠
市盐池县境内，高速公路两侧的长城、
烽火台、城堡便明显增多。地处偏远、
地广人稀的盐池县为何有如此多的长
城遗址？答案是池盐。

在古代，因盛产池盐，偏居西北的
盐池县不仅因盐兴旺，甚至成为兵家必
争之地，进而有了长城与池盐的故事。

盐池县先秦时为“戎狄居地”，所产
池盐被称为“戎盐”。汉代，盐池境内设昫
衍县，并在此设置盐官。《汉书·地理志》记
载：“三水，属国都尉治，有盐官。”《水经
注》曰：“（高平）川水又北，迳三水县西，肥
水注之……（肥）水东有山，山东有三水县
故城……西南去安定郡三百四十里。”又
说：“县东有温泉，泉东有盐池。”据宁夏社
科院研究员薛正昌等人考证，书中“盐池”
便是盐池县南部的惠安堡盐池。除了历
史记载，盐池县境内的张家场汉墓群还出
土了盛有食盐的陶器。

盐池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
党英才说，历史上，盐池县有大小盐湖
20多处，比较有名的有惠安堡盐池、滥
泥池、苟池、北大池等七八处。

明代花马池城今为盐池县花马池镇，
是盐池县政府所在地，周边有大小盐池数
个，此地因用池盐换马最早被称为“换马

池”，后改为花马池。明代历任三边总督，
都在花马池一线加大兵力，修筑长城。明
朝正德（1506-1521年）初年，总制陕西军
务的杨一清曾驻守花马池城，当时仅花马
池城就有戍防军队1万余人。

嘉靖十九年（1540 年）后，西北防
御压力加大，花马池城在秋防中的重要
性更加凸显。兵部要求驻节今固原市
的陕西三边总督（辖甘肃、宁夏、延绥三
镇）每年秋天亲往花马池城调度指挥，
并秋驻于此。这说明除了防御，“防护
盐池，以通盐利”显得更为重要。

明代崔允曾作《花马池咏》，写道：
“秋风揽辔下边城，万里河流绕骑清。樽
俎试看酬壮节，壶觞到处迓行旌。寒骄
强弩云传箭，飚转轻车火作营。慷慨十
年长剑在，登楼一笑暮山横。”可见当时
花马池沿线浓重的军事氛围。

现在唾手可得的盐在古代价比黄
金，明朝周澄写有五言诗《盐池》赞美惠
安堡盐池，其中两句写道：“调和偏有
味，生产自无穷。若使移南国，黄金价
可同。”池盐因此在明代成为重要的军
费来源。长城沿线驻守大量官兵，对粮
草、军马等的需求较大，明代便通过“纳
粟中盐”“纳马中盐”“纳茶中盐”等方
式，用盐为军队换来各类物资和银两。
据薛正昌考证，正德年间，灵州池盐年
销量已接近 18万引，约 1800万公斤。

“大家到盐池驮盐去”

当记者来到距离盐池县城十多公
里的八路军三五九旅打盐处，久经风雨
的明长城遗址在开阔的平原上显得有
些低矮，2000多名八路军指战员打出的
窑洞已不复当年模样。汽车在长城脚
下往来，不远处的盐池在夕阳照耀下光
洁如镜，颇有壮美荒凉之感。

80多年前，这里打盐的热闹景象曾
让埃德加·斯诺心向往之，他在《西行漫
记》中写道：“苏区国营企业中最大最重要
的是宁夏边境长城上的盐池的制盐工业
和永平、延长的油井……盐池的盐是中国
最好的，所产的盐色白如晶，产量很大。”

在革命时期，对于苏区而言，盐是
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盛产盐的盐池县
则为边区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1936

年 6月解放后，盐池县因产盐成为边区
“聚宝盆”，盐业发展迅猛。1936 年 10
月，毛泽民在盐池县成立了盐池税务
局。1937 年，陕甘宁边区更是发出了

“大家到盐池驮盐去”的通知。
尤其是 1941 年开展大生产运动

后，盐池掀起打盐高潮。除了当地民
众，八路军三五九旅四支队 2000多名指
战员来到盐池集体打盐，修筑盐田 1094
亩，一年打盐 62万驮左右。1941年 5月
18日，中共西北局《关于运销食盐的决
定》指出“组织边区人民驮盐运动成为我
们党和边区人民当前迫切的中心任务”。

因池盐产量大增，以至于盐池县驮
盐的毛驴、骡子不够用，盐池群众还创
造性地发明了用牛驮盐，用牛驮盐速度
虽不及骡马，但胜在驮盐量大，这在当时
还作为重大新闻被《解放日报》配图刊
发。1943年，陕甘宁边区三边专员罗成德
还因打盐被评为“劳动英雄”。

据不完全统计，从 1938 年到 1943
年，从盐池运出的食盐约有 1236.3 万
驮，合 12.5亿公斤左右。盐池所产池盐
除了满足边区需求，还为边区换来了急
需的各类物资。

“复活”池盐文化

半个多世纪以来，盐池县的池盐产
出逐渐下滑，以至在 2000年后几无池盐
产出。而这背后除了行政区划因素外，
耗费大量人工、效率相对较低也使得池
盐逐渐没落。

当记者驱车在惠安堡盐池边缘行
驶时，70岁的老盐工茹汉民颇为紧张，
水量较少的盐池更像沼泽，汽车很容易
陷进去。盐池里过去“田”字形的盐田、
水渠、盐坝等依然清晰可辨，并分布着很
多形如火山口的盐井。茹汉民说，这些古
人传下来的盐井直径 10米左右，深十多
米，传说有七八百年的历史。

茹汉民家世代以打盐为生，他说：
“原来惠安堡盐池大概有 400 块盐田，
后来逐渐减少到 100多块。每年的 5月
1日到 9月 1日气温升高后便到了打盐
时节，村民将盐井水引到一格格的盐田
中，并调和以雨水等加速池盐结晶。经
过自然蒸发、捞盐、挑盐、晾盐等工序

后，池盐便生产出来了。”
打盐十分辛苦，今年 63岁、曾打盐

近 30年的张孝对此记忆深刻。“我十七
八岁开始打盐，刚开始没有抽水机，每
天都要用轱辘从盐井提水，经常从凌晨
4点一直干到中午 12点，累得不行。惠
安堡盐池因盐层薄无法使用机械，打盐
全靠人工，盐田夏天水温非常高，盐工
都是赤脚下田，被盐层扎破的脚泡在盐
水里刺得生疼。”张孝说，通常两三天打
一次盐，用工具把盐刮下来在盐田聚成
小堆后，还要人工挑盐，一担盐将近 200
斤，压得盐工肩膀上都有一层厚茧。

虽然打盐很辛苦，但在当时却“吃
香得很”。张孝刚开始在盐场打盐一天
记 10个工分，还额外给 3毛钱工资，而
这 3 毛钱可以极大改善一家人的生
活。1981年包产到户后，张孝、茹汉民
等 7人承包了 6块盐田，每年人均打盐收
入超过 1000元，张孝在承包盐田第二年
就购买了“两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和
收音机），过上了当时的富裕生活。然
而，随着精制碘盐的普及，池盐逐渐没
落，自1981年至2000年的近20年间，张孝
的打盐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

随着池盐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盐池
县不仅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还在 2018年
成为宁夏首个脱贫“摘帽”贫困县。而
盐池县的脱贫“法宝”滩羊也与盐池有
着紧密的联系。

因境内分布大量盐池（当地群众习
惯称之为碱滩），盐池县的地下水大多
为苦咸水，草原生长的草营养价值也较
高，在碱滩“喝矿泉水、吃中药材”的盐
池滩羊品质上乘。加上滩羊身体是白
色，自然放牧时远看像一片片碱滩，故
称为“滩羊”。盐池县也因盛产滩羊而
被称为“中国滩羊之乡”。

尽管不再产盐，这并不意味着池盐
历史在盐池县的退出。近两年，盐池县
试图依托全域旅游发掘池盐的文化价
值。党英才说，池盐曾为陕甘宁边区作
出过重大贡献，如果将盐文化丢掉了十
分可惜，盐池县的称谓也将名不副实。
盐池县正在规划恢复两个盐池，再现打
盐工序，开展体验游，借助盐文化提升盐
池县的文化软实力。（据《新华每日电讯》）

长城边的盐池县：盐尽仍留“盐文化” 同心陵园革命烈士纪念碑
苏绍平 整理

回忆我在中央党校的生活片断
路思温

为褒扬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地移民
对宁夏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的巨
大贡献，完整记录和展现宁夏移民历
史，讲好宁夏故事，进一步凝聚全区各
族人民建设美丽新宁夏的信心和力
量，目前，宁夏政协正在开展新中国成
立后宁夏移民史料征集工作。广大读
者如有线索和资料，请踊跃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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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0951-60190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