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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海扬水工程纪念碑，
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
康滩乡泉眼山脚下、北黄河
右岸、固海扬水工程首级泵
站机房门外左前方。是为纪
念党和政府为干旱的少数民
族聚居地区早日摆脱贫困缺
水生活和恶劣生存环境而办
的一件大事——固海扬水工
程竣工五周年而建。1991年
11月落成。宁夏回族自治区
人民政府主席黑伯理题词“千
年黄河上高原”。

固海扬水工程位于宁夏
南部清水河中下游地区，是
集农业灌溉、人畜饮水和改
善生态环境为一体的大型
电力扬水工程，直接自黄河
提水。灌区范围包括固原、
海原、同心、中宁等县的部
分地区和国营长山头农场，
是回族主要聚居区，也是当
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
的地方，这里土地肥沃，但
干旱少雨，蒸发强烈，属于
没有灌溉就没有农业的干
旱荒漠区。清水河虽然流
经本区，但水量少，水质苦
咸；地下水埋藏深，矿化度
高，含氟量高，难以利用。
农业生产条件极差，人畜饮
水十分困难，群众生活艰苦
贫困，为了尽快改变这一地
区的干旱贫困面貌，在党中
央、国务院的深切关怀下，
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及时作
出兴建固海扬水工程的战
略 决 策 ，原 国 家 水 电 部 于
1977 年以水电规字（77）6 号
文批准初步设计，1978 年 6
月 1 日正式开工，1983 年部
分 通 水 灌 溉 ，骨 干 工 程 于
1986 年 9 月竣工，历时 8 年 3
个月。工程设计流量每秒
20 立方米，设计灌溉面积 40
万亩，装机容量 7.8万千瓦，总
扬程 382.7米，11级场水，流程
152.97 公 里 至 固 原 县 七 营
乡。该工程是自治区“六五”
期间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骨
干工程总投资 1.73亿元。

固海扬水工程建成后交
付自治区水利厅固海扬水管
理处负责管理。为铭记党和
政府出资修建的这项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的大型水利工
程；缅怀前者，永志后人，固
海扬水管理处领导和工程技
术人员集体创意、设计并组
织施工，建树了这座纪念碑。

固海扬水工程纪念碑是

一个由三块下端流线、上端
直斜线的长方体，以 120度夹
角构成的几何钢筋混凝土整
体建筑，碑全高 18 米。碑体
为白色，是由底部长 1.5 米、
宽 0.8米，顶部由长 0.5米、宽
0.4 米的三块长方体呈“爪”
形的碑墙实心相连，顶斜不
等高，高度 14 米。三块碑墙
寓意工程以农业灌溉、人畜饮
水和改善生态环境为主要功
能。碑体三分之一处置——直
径 6 米、高 1.5 米、厚 0.3 米的
装饰圈，周围有反映工程测
量、设计、施工、竣工剪彩、运
行、灌区丰收景象的浮雕六
组，浓缩了工程从勘测到运
行的宏大生动场景，人景相
融，栩栩如生。在碑体三分
之二处置两块刻有叶轮形
状、前后有水波浪纹的长方
形装饰件，叶轮为蓝色，象征
着巨大的水泵叶轮将滚滚黄
河水从母亲河提上千年荒
漠。碑体一面，嵌着自治区
人民政府主席黑伯理“千年
黄 河 上 高 原 ”七 个 金 色 大
字。一侧有立碑单位水利厅
撰写的碑文，铭记了工程基
本概况。碑体顶部镂刻不等
高麦穗状花纹，象征灌区粮
食上台阶。碑座是两层圆形
平台组成，下层平台与上层
平台中间设有种植花草的花
池，碑座开有三个等距离五
步踏台将上下平台连接，供
游 人 上 下 ，平 台 上 置 有 栏
杆。纪念碑投资 8.3万元，修
建历时 1 月余，1991 年 10 月
开工，11月竣工。

固海扬水工程纪念碑，
反映了广大回汉各族人民在
党和人民政府的亲切关怀
下，团结一心，负重拼搏，务
实苦干，开拓创新，用自己的
勤劳和汗水，将滔滔北去的
黄河水，引上南部的千年荒
原，刻画了广大水利建设者
改造山河，改造大自然，造福
西海固人民，创建美好家园
的雄心壮志。

固海扬水工程纪念碑及
固海扬水工程建筑，已成为
黄河两岸的游览景点之一，
也是我国西部干旱沙漠地
区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成
就考察点之一，同时，也是
进行革命与建设传统教育
的重要场所。

（摘自自治区政协《宁夏
文史资料》第二十三辑）

固海扬水工程纪念碑
张 恭 整理

保安处沿革

宁夏省保安处，是马鸿逵编外兵
力的储存库。不论蒋介石采取什么样
的缩编手段来削弱杂牌部队，马鸿逵
都能相应地把编余部队全部编入保安
处，使马家军的实力不但完整无损，而
且逐渐扩大。

随着保安部队的实力不断扩大，
马鸿逵的儿孙们便借此为阶梯青云直
上。他的儿子马敦静和马敦厚先后踏
着这个阶梯当上了中将处长，并在此基
础上相继被任命为师长、军长、兵团司
令等要职。马鸿逵的孙子马家骅刚放
下书包，走出校门，即被任命为保安处
所属的上校团长。1948年，蒋王朝临近
覆灭时，马鸿逵把这支保安部队自编为
相当于师的三个纵队，亮出了实力底
牌，向国民党中央争要西北统治权。

保安处始建于 1933年冬，当时以
抵抗孙殿英为名，勒令各县紧急征兵
3000人，编成相当于团的两个警备大队，
由马全良任处长，韩进禄任副处长。在
抗击孙殿英战役中，马全良负重伤；韩进
禄阵亡，部队几乎伤亡殆尽。

1940年秋，调当时在一六八师任
少将旅长的马敦静为中将保安处长，
马全良任副处长。马敦静任处长后，
将自己曾在第六团当团长时带过的官
兵全部带进了保安处，此时，保安部队
增编为三个团。

1943年冬，马敦静调任十一军军长
后，马鸿逵把其长子马敦厚，由当时的特
务团上校团长一下子越级提升为中将保
安处长。马敦厚又把他原带的特务团、
步兵大队、骑兵大队都并入保安处，这时
保安部队突增至步兵 5个团、骑兵 1个

团。随后又将三十一师编余的两个团及
贺兰山保安队（土匪郭栓子部）拨归保安
处。这时保安处的兵力已达到步兵七个
团、骑兵一个团和一个保安队，约占当时
马鸿逵部队总兵力的四分之一。

1946年秋，马敦厚调任骑兵整编
第十旅旅长（后改为师），保安处长由
王有禄接任。1948年秋，保安部队被
改编成相当于师的三个纵队），骑兵保
安团编为骑十师的第三十八团，保安
处的编制至此结束。

据内部透露，1943年马敦厚兄弟
的职位变动，实际上是内部实力的一
次重新组合。马鸿逵的用意是：把在
编的正规军统归其次子马敦静指挥，
以便逐步扩大实力，为以后总揽宁夏
军政大权铺平道路；将保安部队交给
长子马敦厚，以平衡权力。

保安处编制概况

处设中将处长1人，少将副处长1人，
少将参谋长 1人。下设参谋、副官、军
需、军械、军医、军法 6个处及政治部，
分管作战、教育、情报、后勤、军需、军
械等事务。

另有一个约 50 多人的秦腔剧
团。所演全系古装旧剧，为马敦静任处
长时创办的，当时在银川颇有名气。

保安部队

有直属特务连和通信排。下属团
队有：

步兵保安团7个，番号为一至七团。
骑兵保安团 1个。贺兰山保安队。

武器装备

步兵团每团配备步枪 1700支，轻

机枪 97挺，重机枪 12挺，八二迫击炮 6
门，六 O小炮 6门。全处武器装备，约
有步枪 1.3万支，轻机枪 710挺，重机枪
84挺，八二迫击炮 42门，六 O小炮 58
门，手枪四五百支。

防务部署及其主要活动：保安处
是马家军看家的后备力量，一般很少动
用。另外的三个据点是：

望洪堡。驻两个团，分布在望远桥
至仁存渡、大坝至通宁堡的纵横线上。望
远桥至望洪堡公路两侧，每隔五华里驻兵
一连，除担任正常警戒外，还承担马鸿逵
在河西寨、望远桥、大观桥、王太堡东寨及
西寨5个别墅的值勤任务。

掌政桥。这里滩道广阔，人烟稀
少，并有通往盐池一带的重要渡口横
城。因此，除派步兵一团驻扎外，骑兵
保安团也经常驻此加强巡逻。

立岗堡。驻步兵一团，担任通昌、
通贵、通义之线的河防警戒。

据点的各保安团、队，每年冬季黄
河结冰后，便以连为单位，分驻沿河和渡
口及其他要点，加强巡逻，至来年解冻各
渠放水后，再以团、营为单位集中训练。

保安团、队与在编的国防军，在装
备、训练、待遇方面完全一样。由于担
任城防及主要交通线上的桥梁、渡口、
关隘的检查、警戒任务，有的要与军警
联合稽查处的下属单位配合，因此，经
常介入检查流动人口身份证、客籍人
口居留证、货物出境证及粮食外运等
工作。此外，还担任缉捕逃兵的任务。

查获的货物、粮食等，均要如数上
交，马鸿逵对此很重视，经常查问。有一
次宁朔县的一个农民赶毛驴驮了一袋大
米要去东山换羊毛擀毡，被仁存渡稽查
所查获后，便以“资敌”上报马鸿逵。马

当即批示：“人送保安处，粮收军粮局，驴
交辎重团。”这人当下成了“三光”。

被查获的货物积少成多，相当可
观。马鸿逵及其权贵们一见此财来得
容易，个个垂涎欲滴，都想从中捞点油
水，于是一再下令加强检查，包括飞机、
汽车均不放过。但检查重点，始终是以
封锁陕甘宁边区为目的。

1940年秋，为了加强河防，保安部队
奉命在黄河西岸沿大坝至通义之线，构筑

“第二碉堡线”。碉堡重点为沿河各主要
渡口和可能渡河的点。要求母碉和子碉
配合，对渡河点构成纵深火力封锁网。

1943年秋，保安处被指定长期担任
轮训永宁、宁朔两县保甲长及国民兵的
任务。各保安团选派年龄较大的营副、
连长、排长、班长等组成大队（相当于
营）、中队（相当于连）、小队（相当于排）
等训练班子，分赴各县分期进行军训。
每期训练结束时，挑选一些年轻力壮的
人编为基干民兵，组成若干队、组，担任
本乡主要渡口、桥梁的检查工作。全省
轮训的保甲人员及民兵总数约 1.6万多
人。这是兵源枯竭后采取“竭泽而渔”
的又一苦害宁夏老百姓的恶毒办法。

1947年，马鸿逵为了配合胡宗南进
攻延安，把两个保安团配属给暂九旅进
犯盐池、三边。当时保二团进驻安边，
保五团进驻盐池。这是第一次动用保
安团队。1947年冬，马部驻盐池、定边
的一六八师、暂九师救援榆林，由马宝林
率保安三、七两团进驻三边，马全良率
保安四、六两团去榆林。1949年宁夏解
放前夕，马鸿逵将所部兵力扩编为三个
军，七个保安纵队分别编入三个军内。

（摘自自治区政协《宁夏文史
资料》第十九辑）

马鸿逵部编外兵员的储存库——宁夏保安处
王有禄 罗新发 约在光绪十几年间，天津洋

行在石嘴山纷纷设点，大量收购
羊毛，其中英商八家，德商两家。
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刺激了石
嘴山地方煤窑的发展，其中杨家
煤窑的规模最大。

杨家原是清朝秀才，有四子，
老大杨发华、次子杨发荣、三子杨
发茂、四子杨发胜。老三杨发茂
经商有方，光绪十一年（公元一八
八五年），他开办大商号发胜兴
行，后来改称仁德堂，外号叫发胜
杨。光绪二十年，杨发茂带着 24
岁的儿子杨作霖，在离新街三四
里路的石喇叭处开煤窑。

当时杨家雇九十几个人，每
天分两班，井上有 6 人摇辘轳提
水。采煤工具全部是铁锤、铁镐、
铁钎子。每班有 2个工头领着干，
工头有一定的技术，有权监督工
人一般每 10分钟从井下提一柳条
筐煤、提两桶水上来。在井下，专
门有从采煤工作面到井口的背煤
工人，叫背手，每筐煤重 200斤，每
班每人一般背 5筐。因巷道狭窄，
背手拄尺把长的山木小拐棍，嘴
叼油灯，缓缓爬行。每班定额约
6000斤煤，全井每月产煤 40余万
斤。杨家煤窑的煤主要供应给当
地的砖瓦窑、瓷窑或洋行。煤窑
工人叫炭沫子。每个工人月薪八
块银元，工头月薪十六块银元。
管账先生是杨作霖的亲外甥，叫
卢炳章。

民国六年（公元一九一七
年），因为巷道打到了河床，大水
冲进煤窑，井下工人全惨死。杨
急忙从天津买来“吸水龙”（即现
在的抽水机），但因机器陈旧，又

不会维修，机器坏了不能抽水，
杨只好在当年底关闭煤窑，历时
23年。

在石嘴山开小煤窑的，还有
一个与杨作霖同时代的头面人物
叫董福生。

董福生原是清末平罗县衙门
里的杂役，负责给县衙门运煤。
同治年间，金积堡马化龙率领回
民武装抗清时，曾一度围困平罗
城，董福生秘密护送知县张某出
城。清朝镇压回民起义后，经知
县张某保举，董福生青云直上，成
为平罗县一霸，被封为石嘴山的
山头（官方的代理人），权力极
大。凡在石嘴山地界开办煤窑
者，他都要抽取二成的出窑煤，由
此发财。一九二 O年董福生去世
后，其子董二虎继承父业，对煤窑
二八抽利。一九三七年，董二虎
病死，董家势力才衰败。

石嘴山小煤窑除中国人开办
外，外国人也插手经营。

解放前，石嘴山的小煤窑除
几家大户外，多数还是几个人临
时合伙采掘几年的浅煤窑。至
今，在石嘴山还残留着许多煤窑
洞口。

昔日石嘴山的煤，除供当地
和平罗、黄渠桥、银川等地作民用
燃料，或烧制砖瓦、陶瓷的燃料
外，还通过黄河水运到内蒙古的
五原、临河等地销售。每当夏秋
时节，黄河之上一片繁忙景象。
运煤的皮筏顺流而下，大木船则
需十余人在岸边赤背拖缆，烈日
之下，汗水如流，十分凄惨。

（摘自自治区政协《宁夏文史
资料》第十七辑）

1958年 5月，我参加筹建宁夏人
民广播电台的工作，分工去北京筹措
机器设备和商调编、采、播、技术和
行政干部。经与中央广播事业局有关
业务部门交涉，很快落实了 IKM中波
发射机，在他们的仓库里，我发现有一
部 12路输入增音机和他们用过的捷
克产收讯机两部，我又买了些话筒、唱
机、唱片等。在中广局和全国妇联还
找到4部旧D型录音机，中广局又给配
了 20盘录音磁带和一大批原器件，装
箱发运后，我即开始商调干部。

由宁夏工委向中央组织部和宣
传部提出申请，请他们确定相关单位
尽快配齐干部。经协商，上海市委接
受了此项任务，并责成上海人民广播
电台来完成人员的配备。宁夏工委
派工作组赴沪联系，经过查阅档案和
反复协商，确定了行政领导、编、采、
播和技术骨干及部分行政干部共 95
名，连同家属子女、保姆共 250 多
人。9月 25日上午 10时我们从上海
抵达银川，我去电台（现文化东街）检
查大家的吃住问题，既没饭吃，更没

有房住。待大批队伍进入市内后，方
知尚勇巷粮库有两栋空库房，既没床
也没炕，为了照顾家人，只好男女混合
住了，一家人一小片，中间挂一块床
单，独身男女只好分开在两头睡了。

虽然生活条件差，次日大家仍然
投入到紧张的筹备工作中去了，先前
到达的安徽台干部已开始了采访、编
辑工作，技术人员也日夜安装调试机器
设备。经过数天的准备，10月1日宁夏
人民广播电台开始试验播出。上午10
时，成功地在南门广场城楼上实况转播
了银川市各界群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9周年的盛况。虽然我们的播
出人员与游行队伍非常陌生，但由于记
者事先深入了解情况，介绍游行队伍的
解说词竟没出一丁点差错。这不单是
宁夏人民广播电台首次大型实况转播，
更是银川各界群众大规模活动首次在
电台亮相，社会反响强烈。

电台试播后不久，临时党支部
成立，摆在党支部面前的首要任务是
安排大家的生活，没子女的夫妻安排
在一间办公室，每户一小片，单身集

中住在院内高台子上的一间大屋。
此时天气突然变冷，安全过冬成了党
支部的燃眉之急。我在银川跑了很
多地方，本想先租点民房，但落空
了。党支部反复研究后决定，动员大
家动手，做土坯、盖房子，安全过
冬。除留少数人维持播出外，多数人
都投入到了建房工作。在西塔西北
角的一片湿地上，我们填土搬土坯，
干一天下来，人成了土人或泥人，晚
上也没法洗澡，次日照常苦干。我记
得于坎同志当时已年过半百，一次能
背 7块土坯（50多公斤）。从上海来
的女同志，也不怕脏、不怕累，干得
很起劲，那种感人场面，我永远也不
会忘。当时大家只有一个心愿，在寒
冬来临之前，都能有个防寒避风的
窝。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个多月
的苦干，80间房建成了，1958年 11月
7日这天，每家每户都分到了自己的
住房，搬进了自己动手建成的新居，
别提多高兴了。乔迁时，不单没有汽
车，连三轮人力车、两轮手推车也没
有，自行车很少。有些人怀中抱着小

孩，手中牵着大点的子女，肩上背着
衣被，一趟又一趟地搬东西。由于房
子建在湿地中，房前有水坑，都要涉
水，这些房子有顶没顶棚，有窗没玻
璃，有门没有锁，屋内土成堆，院子
更不平，白天没水吃，自己办广播，
自己不能听，晚上点油灯，虽说没火
炉，土炕热烘烘。为了解决吃水，在
院子西头挖了一口土井，明知卫生指
标很差，但毕竟能生活下去了，当时
大家还算满意。次年春季，中广局支
援数箱玻璃，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支援
电灯线 600米，家家户户这才在窗上
装上了玻璃，屋内安了电灯，大家更高
兴了，至此，大家成功把家安在了宁
夏，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电台的工作中。

转眼间，建台初期的艰苦日子已
过去 40年，许多共同战斗的同志也先
后作古，尽管现在电台已面貌一新，大
伙的生活也再没有缺这少那的难处，
但当年那种为了人民广播事业，不惜
奉献自己一切的敬业精神，极为可贵，
值得珍惜和发扬。

（摘自《守望新闻的岁月》）

50年前的“大三线建设”，提出了
“靠山、隐蔽、分散”的布局要求，大批
工程技术人员从全国各地不断来到西
部地区。西北轴承厂，是迁建宁夏的
早期三线建设的重要军工厂之一，从
大连的瓦房店迁到宁夏。1965年 10
月，25岁的宋远英同志随第一批工程
技术人员来到宁夏，她是首批次 13名
人员中的女性之一。当时响应“好人
好马上三线”的号召来到了宁夏，他们
离开大连没有怨言，这一切是为了祖
国的建设。

20世纪 60年代，国家实施“大三
线建设”，开始对重要的军事工业重
新战略布局。落户于宁夏的西北轴
承厂，就是这个大背景下的时代产
物。宋远英对宁夏最初的记忆是荒
凉，当时银川城里的二层楼是数得着
的几栋，大都是土房，像农村，不像
城市。银川老城的宗睦巷 13号，一
度成为他们一行办公的地方。西北
轴承厂的选址，颇费些周折，选址本
着“靠山、隐蔽、分散”的原则。最初
选在银川通用机械厂，因离城市太近
不符合隐蔽的建厂要求，第二次选在

青铜峡小坝，公路已经修好了，房子
也盖好，但因风沙太大，第一机械工
业部的领导来小坝视察时，认为轴承
厂房需要极强的密封性，那里的环境
不适宜，会影响轴承质量。宋远英和
同事又回到银川，考虑重新选厂址。

1966年的七八月份回到银川，重
新选择厂址时，目标放在了贺兰山沿
线。三关口那一带，他们也曾经踏勘
过，小水沟、榆树沟都去了，后来就到了
大水沟。大水沟当时没有路，但沟里的
流水量挺大的，水特别清澈。勘察队采
集了水样带回银川化验，化验结果什么
沉淀物都没有，水质很好。为了慎重起
见，弄清地理环境，包括雨水、气候等，
考察队还翻阅了《平罗县志》，获取地方
史料记载，作为判定选址的地理背景。
之后，西北轴承厂址选在大水沟，自治
区同意批复建厂用地。

厂址定下来，就要在这荒凉的
山谷中建厂。开始“搞三通”，通路、
通电、通水，然后开始招工，主要在
平罗县招人修路、架线，从西大滩一
直修到大水沟，架线修路同时并进。
往西大滩通路，主要是利用铁路运

输。同时，在西大滩修建仓库。之
后，从瓦轴调来了几辆汽车，热火朝
天开始建设。

1967 年，开始基建。首先是招
收数百名大中专毕业生，主要是宁夏
当地人，银川、中卫、青铜峡、固原，当
时大概有 1000多人，大连那边技术人
员、职工来了 1000 多人，没有带家
属。西大滩的建设搞好了，路畅通之
后就可以往大水沟运输材料和设备。
轴承厂的规模，有备料车间、干工车
间、热力车间、保持架车间、钢球车间
等七个分厂。1970年，主体建设已经
建成试产。服务设施，商店、学校、医
院、浴池都持续跟进，文化生活丰富，
文艺、体育、京剧、评剧、影院都有，当
时西北轴承厂的电影院比外头电影院
修建得还好。

西北轴承厂在大水沟的时间，从
1965年到1985年，大约20年光景。上
世纪 80年代初期筹划迁厂事宜，实际
上 1981年已经开始在银川招生了，当
时银川新选厂区，就在长城机床铸造
厂附近，地貌全是沙漠，不仅荒凉，还
有一些坟地和沼泽地。1982年春天，

宋远英同志已从山里下来了，那时候
银川厂区已经开始陆续建设新厂房，
现在的西轴厂就是 1982年开始建设
的。到了 1985年，大水沟的厂房往下
搬迁的同时，银川的新厂房建成并开
始投产。搬出大山，到了银川平原，那
时候条件已经没有刚开始大水沟选址
那么艰苦了。这时候厂子规模大，效
益好，全厂有 60多个中层部门。最辉
煌的时代应该是上世纪 90年代后期，
1996年，西北轴承厂上市，叫“西北轴
承股份有限公司”。西轴以前可是香
饽饽，大伙都想进来，因为经济效益
好，除非对调，不然根本进不来。那
时，一听谁在西轴工作，那就羡慕的不
得了。现在，已是时过境迁。

现在，与宋远英当年同一批来宁
的 13个人，只剩下 5个人了。宋远英
回想起 50年前第一次去大水沟勘察
时的情景，很感慨，因为与她一起奋斗
过的人，很多都埋在了贺兰山下。但
她无怨无悔，他们把一生献给了西北
轴承厂，献给了宁夏的建设事业。他
们的根，永远扎在宁夏这片沃土上！

（薛正昌 刘 斌 整理）

创业者口中的西北轴承厂
——宋远英的记忆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宁夏电台初建的日子
蔺法先

石嘴山小煤窑的兴起
杨凤董 福 云 口述 徐伯寿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