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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知道吉鸿昌将军是
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面对敌人的
枪口留下了“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
羞”的壮言，但知道他 1929 年主政
宁夏时，致力于开发大西北的人就
不多了。

1929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二集
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第
十军军长，驻军兰州。吉鸿昌立即以
军长名义，布告安民。布告中有云：

“本军所到之处，只分良莠，不问回
汉。”布告一出，很快就使原先因战争
而关门的商店重新开业，紊乱的机关
恢复秩序，深得当地的民心。1929年
7月中旬，冯玉祥再次电告吉鸿昌，令
其暂代宁夏省主席，同年 7月 25日，
举行就职典礼，吉鸿昌照例当众宣
誓，发表施政方针。

鉴于宁夏省面临瘫痪的现状，
吉鸿昌提出了“恪安职守，遵纪守
法，摒除暮气，提高效率”的严格要
求。与此同时，为了体现他的新政
思想，特依据其施政方针的精神，归
纳成言简意赅、用以自勉与勉励僚
属的奋斗目标：“公正纯洁，为做事
而做官，训练民众，使知四权运用，
政治注重下层，工作适合一般民众
需要。”旋认真而工整地将此语亲笔
写在自己的照片上，加印百余份，分
赠各厅、局、县长以及所属师旅长
们。当时的西北，虽然资源较为丰
富，但交通闭塞、气候恶劣，人们生
产和生活方式都很落后，再加上连
年的战争以及腐败的政治，严重阻
碍了西北的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吉鸿昌就任省主席，决
心为民兴利除弊。他在自己的备忘
录上写道：一、筹备发行日报，暂定
名为《宁夏醒报》。二、刷新吏治，
直接同百姓见面。三、回汉团结合
作，携手开发宁夏。四、军队助民劳
动，骡马借与民间耕种。五、阿拉善旗
与省府关系中断，应设法恢复。六、藉
武术表演大会，融洽军民关系。七、开
发西北，军队屯田戍边……

这时候，他的僚属中有一部分
人有了想法，认为宁夏不是久居之
地，再加上战火不断，随时都有可能
被上级调拔，开发大西北又不是短
暂时间所能奏效的事，何苦呢。吉
鸿昌也自知主持省政非己之所长，
打仗才是他自己的本行。但他没有
在困难面前踟蹰不前，而是把治理
宁夏、开发大西北视为革命的任务，
决心在这块地方实现自己为民造
福、救国救民的夙愿。

吉鸿昌开始为开发大西北寻
求支持者和合作者。他先是耐心说
服他的僚属中的豫籍老乡。他充满
激情地对他们说：“如果能在外边买
一些新式农器运进来，改变一下原
来落后的生产方式，那可是如虎添
翼呀，到那时这里肯定会变成一个
全国有名的大粮仓，……听说这里
地下矿藏也不少，有待于我们开
采。”为了进一步争取更多的人参加
这一行列，他针对许多家居中原、不
愿扎根西北的官兵，创办了一个“拂
晓读书会”以教育这些人。读书会
先吸收团以上军官参加，以后发展
到营级军官。在一次学习会上，他

说：“你们知道，我经常考虑开发大
西北的问题，甚至新大陆探险，打通
第三国际等，而这是少数人的力量
难以办到的事。因此我希望你们大
家都能成为我志同道合的伙伴，同
我一起来干。”结果，“拂晓读书会”
办得很有成效。他在给冯欣农的一
封信中写道：“西北地域广大，有着极
大的开发潜力，且民风淳朴、百姓勤
劳，宁夏得黄河之利，赛过江南。弟
正在筹划开发大西北事宜，惟缺乏科
学技术人才，诸如农业、水利、交通、
地质等方面之人。这里对于他们是
大有用武之地的。”他还利用恳谈会
等多种形式，说服一些青年军官。

吉鸿昌通过百折不挠的努力，
为开发大西北争取到了多数人的同
情与支持。于是，他自任“开发大西
北总指挥”。他认为这样做，一方面
可以表明自己的决心另一方面，将标
志着开发大西北的议论阶段已结束，
开始了计划与实施阶段。同时，他还
印制了名片，背面印有：一、开发大西
北安定民生。二、实行兵工政策。
三、反对内战，枪口绝不向内。他将
部队临时出工修整被破坏的道路和
桥梁等的作法，改为兵工方式，将筑
路造桥和植树造林的任务，纳入开发
西北诸任务中的一项。另外，他还要
求部队：在收获高潮的半月内，可以停
止训练，全部投入农事活动官兵的生
活，各部队自行解决，不得借故扰民。

吉 鸿 昌 感 到 光 是 这 些 还 不
够。针对当时的因循守旧、苟且偷
安的官僚作风，他在省政府再次提出
了“清除暮气，廉洁清正”的口号，藉
以冲破习惯势力的藩篱，触动改变

“做官当老爷”的腐败现象。他相信
通过自己生气勃勃的领导，至少可以
给这块边陲僻壤注入新的活力。

他定名的《宁夏醒报》，特辟读
者来信一栏，欢迎各界人士对地方
行政加以评论，提出意见。他还直
接以省主席的名义，向全省发出通
告，表明为民作主，直接为民众解决
一些急待解决的实际问题。吉鸿昌
把直接同群众见面发现的问题，作为
整顿吏治的突破口，并结合推行政令
困难的现状，组织吏治考察团，分赴
各县进行考察，力求革除弊端，重开
官场新风，并恢复了定期举行朝会的
制度，听取汇报并指导各项工作。

吉鸿昌除了大刀阔斧地刷新
吏治以外，还组织了一次军民游艺
大会，藉以融洽军民军政关系。与
此同时，吉鸿昌还要求各中小学注
重学生的体育锻炼，并把发展学生
的体育运动看作是建设宁夏、开发
大西北的一项重要工作。

就在吉鸿昌积极为开发大西
北而努力奋斗时，1929年10月，宋哲
元、刘郁芬等 27人，发表讨蒋通电。
11月，蒋介石、冯玉祥两军在河南发
生激战，吉鸿昌奉命率部参战。至
此，他的开发大西北的计划不得不停
止。但他在宁夏励精图治，努力开发
大西北，使得这一地区出现了前所未
有的新气象。他处处为民众着想，替
百姓办事，赢得了“好主席”的美誉，
也在开发大西北的历史上写下了浓
重的一笔。 （据《团结报》）

志在开发大西北的吉鸿昌将军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宁夏回
族自治区成立以来，宁夏成为西北
地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繁荣
的热土，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前
来居住、创业，他们视宁夏为第二故
乡，为宁夏的经济社会作出了巨大
贡献，也给宁夏社会带来了多元文
化和先进理念，使宁夏成为移民云
集的开发热土。

当代宁夏移民概况

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为了恢
复和发展宁夏的各项事业，国家动
员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工矿业职工、
库区移民等来宁夏，和当地人民一起
共同开发建设新宁夏，极大地促进了
宁夏的发展。1950-1957年是宁夏人口
迁移增长最快的时期，根据《中国人口·宁
夏分卷》的统计，8年共迁入62.5092万
人，迁出33.4920万人，净迁入29.0172
万人，平均每年迁入3.6万人。

1958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
立。为改善宁夏各族群众的生活，促
进宁夏经济文化的全面进步，国家先
后动员北京、上海、浙江、山东、河北
等地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
支援宁夏的社会主义建设。先后有
多批次、数以万计的移民充实到了宁
夏的农业、工业、科技、卫生、教育等
各行各业，促进了宁夏的经济发展和

社会进步。1958年 11月 18日《宁夏
日报》报道，从北京、上海、河南、陕
西等地迁入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移民
已有 14万人，这批外来移民加快了
宁夏社会的发展进步，极大地改变了
宁夏的人口素质。

从 20世纪 60年代中期开始到
70 年代末，在中国西南、西北内陆
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
运动，宁夏成为三线建设的重要省
份。自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开始，
从辽宁、北京、河北、安徽、上海、天
津等沿海一些城市向宁夏迁入长城
机床厂、青山试验机厂、西北轴承厂、
银河仪表厂等大中型工矿企业和大
量职工。这些迁建企业的职工及其
家属是这一时期宁夏移民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城市早期移民的
一个重要来源。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曾为宁夏
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
献。宁夏历史上的知青移民若从
1964 年算起，为 27869 人。而如果
上溯至 1959 年的浙江支宁青年则
总数至少超过 9 万人。知青除少
数安置在国营农林牧场，多数都是
在永宁县等地插队落户。据资料
显示，1962-1979 年，仅浙江省到宁
夏的知青就有 1800 余人。其中大
部是杭州知青。

当代宁夏移民的历史特点

一是移民类型的多样性。新中
国成立以来，宁夏移民类型十分丰
富，有干部、技术人员、工矿职工、
随迁家属等，甚至还有许多错划
为“右派分子”的人员“下放”到宁
夏，他们为宁夏的经济发展作出
了重要贡献，也为宁夏注入了新
的精神内涵。浙江人的精明，四
川人的耐劳，河南人的闯劲，上海
人的细腻，这些品质的汇聚给宁
夏带来深刻影响。二是移民文化
的融合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宁夏
不间断的外来移民，为宁夏带来
的是不断融合、不断更新的多元
文化的丰富内涵，对宁夏的历史
文化交融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宁
夏可以说会聚了五湖四海之人。
三是人口迁移受到国家社会经济
发 展 计 划和有关政策的深刻制
约。国家有组织的计划性迁移在
改革开放前的宁夏人口迁移总量
中占了大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人口迁移主要与经济发展相
联系。同时，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
济体制下，人口迁移特别是非农产
业部门的劳动力迁移调配纳入了
国家计划之中，使改革开放以前的
人口迁移带有行政命令式烙印。

当代宁夏移民的历史影响

一是对政权建设的影响。新中
国成立以来，为了配备一支高素质、高
水平的干部队伍，党中央和国务院从
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抽调了
一大批精通业务、党性强、素质高的干
部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各级领导班
子。这样一大批优秀的干部来到宁
夏，无疑对宁夏的政权建设起到了巨
大的推动作用。使得宁夏的政权建设
迅速得到巩固和发展。二是对经济建
设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

“三线建设”时期，伴随着宁夏工业的
发展，从沿海城市一些企业抽调大量
人员和设备来到宁夏，建成了一批具
有一定规模的新企业。这些企业虽然
当时规模还不大，但是生产设备比较
先进，产品水平较高。为宁夏经济发
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三是对科教文化
建设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大批
调入的科技人员及教师、医生、文艺工
作者对于宁夏人口文化素质、传播新
型价值观念、扩大社区文化需求的功
能，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是这
些精英核心不断辐射自身所拥有的知
识能量，从而激发了本地潜在的社会
活力，为宁夏培养了大量的高等学历
人才，有力促使宁夏文化迅速崛起和
发展。 （王晓华 供稿）

1966 年 7 月和 9 月，浙江舟山
800名知青分两批到宁夏青铜峡的
向阳、红旗两个公社（现为邵岗、蒋
顶乡）的 50 多个生产队落户，成为
舟山知青跨省下乡的第一批，同时
也镌刻下舟山知青在这片黄土地上
生活和劳动的难忘印记。

我是第二批来宁夏的舟山知
青，被分到邵岗公社星火四队，这个
知青点共 8个人。刚来的时候，由于
没有生活经验，加上南北习俗不同，
队里专门派了一名沈大爷教我们做
饭及料理生活。每天上工，都留下一
名青年跟沈大爷学习做饭。慢慢地
我们知道了焖米饭得撇米汤，面条得
用擀面杖擀，以及如何炒洋芋丝、黄
萝卜丝等做饭做菜的技巧，也懂得了
一些宁夏的生活习俗。但也出过一
些笑话。记得下乡头一年的初冬，天
气转凉，尤其是晚上更冷。沈大爷开
始给我们烧炕，晚上睡觉有了暖意。
一天气温下降，我们睡了一阵，感觉
炕只是温温的，睡着睡着，感觉到越
来越冷。这时，有个勤快的青年说：

“不行，烧的不够，我再去添烧几个麦
柴！”他就披了衣服，去屋后烧炕去
了。炕也随之热了起来，大家都夸他

能干。睡到了半夜，大家觉得炕越来
越热，有些发烫了。“不好，太烫了！”
有人喊了一声。4个人都从炕上一个
蹦子跳下来，黑暗中，看到炕上有的
地方发红冒烟了。“快！泼水！”大家
七手八脚用脸盆端来水，泼到了炕上
……“轰！”炕面塌了，这下可傻眼了，
因隔壁是女生宿舍，所以 4人只好蜷
缩在墙根到天亮。第二天，队长来
了，问我们烧了几个麦柴，那个青年
说烧了 3个，队长又气又好笑地说：

“咋没有把你们烤熟。”接着队长派人
砌上新炕。这次烧炕差点造成一场
火灾，也让其他青年点引以为戒。

因我在上学时曾在学校出过黑
板报，有点美术基础，就抽我去公社
写语录、画毛主席像。记得有一次，
我和另一位知青被借到永宁县宁化
桥边的唐渠管理所，在高 3米宽 8米
的墙上画一幅大画。当时离我们住
的地方有十几里路，中午没地方吃
饭，啃一些干馍，喝一些水，接着干到
太阳落山。一天，我们在返回路上实
在太饿了，摸摸兜里有几毛钱，就想
去路边的供销社里买些吃的。可是
供销社里能吃的只有放了好长时间
的硬糖块，我们每人买了 10 粒，用

来充饥。大概是时间长了，又跟肥
皂放在一起，吃到嘴里有一股肥皂
味，又没有水喝，越吃越渴，因实在
太饿了，硬是嚼碎咽到了肚子里。
到了年底分红时，我的工分比其他
知青都高。因借出去画画，队里能
向借人单位结算现金，队里就给我
计最高分。年底除扣了口粮、油、
柴、菜等款项后，还分了 60 元现
金。我拿到了这笔“非常可观”的收
入后，就邀请几位知青结伴去了公
社一家烩肉馆，请每人吃了碗烩肉，
解了馋。我又特意买了一包当时公
社供销社里最好的“光荣”牌香烟。
点了一支，抽了几口，感到又苦又
呛。我就掐灭了这支烟，把剩下的那
包烟给会抽烟的知青。这是我平生
第一次抽烟，也是最后一次抽烟！

1969年底，石炭井煤矿到青铜
峡来招工，主要以舟山知青为主。
因为我的父亲有“历史问题”，每次
招工我的政审都通不过，全队只剩
我一个知青了。这次还是因为政审
的原因，招工名单上仍没有我。就
在他们要走的前一天晚上，队长敲
开了我的门，兴冲冲地说：“小钱，快
收拾行李，明天去煤矿！今天刚定

的！”原来，队上社员把我的情况告
诉煤矿招工领导，说我有美术基础，
还领他们看了我画的毛主席像。招
工领导觉得煤矿正需要这样有一技
之长的人，就在当天决定破例招上
我，我就成了这次招工的最后 1
名。第二天早上我去了大队部，我
给大队干部鞠了躬。我感激的是面
朝黄土背朝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淳
厚的乡亲们。他们并不因为我的出
身，而把我定性为“坏人”，而是用他
们自己的好坏标准，认可了我的劳
动，更认可了我的人品。我生平第一
次流出了五味杂陈的泪水。是感
激？是庆幸？是对艰苦生活的回
忆？我想，应该是祖国的新召唤，是
煤矿新的生活和新的征程的开启。

就是 3 年多插队生活的历练，
我没有选择再回故乡，而是留在了
宁夏，且在煤矿一干就是近 40 年。
我知道，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
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我没有懊
悔曾经的插队生活，我甚至庆幸我
曾经拥有的经历，就像一壶酿造许
久的老酒，在我心里历久弥香，不
能忘却！

（摘自《守望新闻的岁月》）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央号召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是城市工商业
及行政事业单位无法完全容纳数量
庞大的初高中毕业生，二是让知识青
年到农村进行锻炼，以期“改造他们
的世界观”。这导致了全国性的大规
模的移民浪潮。宁夏此段时期内，知
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移民浪潮主要有
两大类型：一是从北京、浙江等地迁
移到宁夏农村从事农业劳动的大批
知识青年；二是宁夏内部从城市迁移
到乡村的大量知识青年。他们为宁
夏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作出
了贡献，也使他们自身得到了锻炼。

宁夏银川市等城镇的知识青年
从 1968年开始一批批地奔赴宁夏各
地的农村“上山下乡”。1968 年 10
月 20日，银川市首批 200名初中、高
中毕业生分赴海原、泾源山区插队
落户；同年 12月 25日，自治区革委
会和银川市革委会联合召开动员知
识青年、城市居民上山下乡誓师大
会。会后，各市县知识青年、城市居
民掀起上山下乡热潮。1974 年 12
月 3日至 12日，自治区第一届上山
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
银川召开，全区已有 3 万多名城镇
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

外省到宁夏“上山下乡”的主要
是北京、浙江、天津等地的知识青

年。1965年 6月 7日，北京知识青年
第一批 600多人到国营暖泉、平吉堡
等农场落户，截至当年 11月 10日，北
京知识青年分 7批共有 4300多人到
达宁夏；1965年6月至10月，平吉堡、
暖泉、前进3个农场安置北京、天津知
识青年 4486人；1966年 7月 11日至 9
月 30日到宁夏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
浙江省舟山专区知识青年分两批共
800人，在青铜峡县插队落户；1966年
8月26日参加宁夏社会主义建设的浙
江省杭州市知识青年300多人到永宁
县插队落户；1968年9月10日，浙江省
杭州市知识青年67人到达银川，随后
到达六盘山区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经历了几
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各个历史
阶段的条件不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的安置也不尽相同。1961-1962年,
宁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全部由国
营农、牧场来安置。从 1963年起,宁
夏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安置，主要方
向是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其次才是
插入国营农、林、牧、渔场。1973年
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主要采取以
下四种形式：一是插入人民公社生产
队，在人民公社生产队中建立青年
点；二是以下乡知青为主，由带队干
部和部分贫下中农参加，在人民公社
里建立集体所有制的青年队；三是在

土地比较多的地方，单独建立以下乡
知识青午为主，由带队干部和部分贫
下中农参加的集体所有制农场；四是
到国营农、林、牧、渔场。

从1961年开始，到1978年年底，
宁夏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共达
49100人，加上接收来自北京、天津、杭
州等地的8300名下乡知识青年，实际
安置的共计为57400人。1963年以后，
宁夏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通过升学、招
工、征兵、提干等途径，多数人陆续离开
农村，走上了新的岗位。到1980年9月
底，全区仍留农村的只剩4500余人。

1980年 12月，宁夏回族自治区
人民政府决定：对仍留在农村的上
山下乡知识青年，由公安、粮食、知

青办等部门共同审查，根据不同情
况，分期分批地办理回城手续，并分
别给予安置就业。

1979年 5月 18日至 24日，全区
知识青年工作会议召开。从 1968年
起至 1978年，全区共动员安置 5.6万
多名知识青年下乡。根据中央精神，
不再动员上山下乡，并争取在两三年
内逐步安置好下乡和留城知识青年，
标志着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历史进程的结束。此后的几年时间,
绝大多数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
回城市，被安置到城市的各领域工
作。北京、浙江等地的知识青年有些
返回原地工作，有些被安置到宁夏各
城镇工作。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刘天明

外省、市知识青年来宁夏上山下乡人数统计表
单位:年、人

动员地区

总计

北京

天津

杭州

年限

1965
1965
1966

来宁夏上山下乡人数

插队

2100

300
1800

国营农、林场

6200
4500
1700

合计

8300
4500
2000
1800

当代宁夏移民浅析
（1949-1979 年）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一段不能磨灭的印记
——在青铜峡插队的日子

钱淞舟

六盘山位于宁夏南部隆德与固
原交界处，地跨甘肃、宁夏两省区，因
山体陡峭，攀山大道有六盘而得名。
山势挺拔雄伟，素有“关中项背，河陇
咽喉”之称，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为挽救民
族危亡，北上抗日，举行了震惊中外
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一方面军在
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率领下，
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战胜了千难
万险，于 1935年 10月 5日抵达宁夏
西吉境内，7日经过隆德，翻越六盘
山。时国民党军前堵后追，重兵环
绕，形势险恶，经激战败敌于固原青
石嘴等地，挥师东去。是年 8月 18
日红二十五军由杨家店越六盘山。
次年 10月红二、四方面军亦先后路
经六盘山地区。

六盘山乃红军长征所越最后
一座高山，名彪史册，毛泽东同志曾
赋《清平乐·六盘山》词证之。

为纪念红军三大主力长征胜利
50周年，经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
和自治区政府批准在六盘山上修建
红军长征纪念亭。纪念亭由宁夏建
筑设计院设计，隆德县建筑公司承
建，1986年10月建成。

六盘山主峰海拔 2940米，纪念
亭位于海拔 2900米之处，依山坡而
建，由平台广场、浮雕、亭阁三部分
组成。亭前坡上是 200平方米的平
台，毛泽东书写的“六盘山”三个红字

镌刻在一块长 2米，宽 0.8米，厚 0.2
米的黑色长方体花岗岩碑上。这块
碑是 1995年 8月第二批来固原地区
挂职的 13位浙江干部个人捐资重建
的。碑石料是产于东北的黑色花岗
岩，由浙江省萧山市天然石材有限
公司派人专程购石，并按“六盘山”
原字样，精心刻制成重 1600公斤的
新碑。同年 12月 9日到六盘山上落
户，显得庄严肃穆。沿着梯形台阶
拾级而上，由水泥雕栏围成一个长
约 8米，宽约 5米的椭圆形花圃，花
圃中小松树郁郁葱葱，花圃两侧为
半圆形台阶。沿着台阶继续往上，
迎面是一幅长 8米、宽 3米，描绘当
年毛泽东率领红军翻越六盘山的大
型浮雕。山顶上亭阁为中国传统飞
檐式琉璃瓦结构。亭子由三圈汉白
玉雕栏相围，中间由 12根大理石柱
相撑。正面亭沿下的栏柱中镶嵌着
一块长 1.5米、宽 0.5米的大理石匾，
上面镌刻着由胡耀邦题写的“长征
纪念亭”五个金字。亭子中间立着
一块长 5 米、宽 3 米的黑色大理石
纪念碑，正面雕刻着毛泽东《清平
乐·六盘山》手迹，背面雕刻着宁夏
回族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政府题
写的碑文。

1995 年 10 月，纪念亭被中宣
部、团中央命名为“全国青少年教育
基地”。
（摘自《宁夏文史资料》第二十三辑）

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亭
宁 政 丁金尚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