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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 6 月 21 日，西征红
军解放了盐池县城，随即建立
了苏维埃政权，自此，盐池成
为陕甘宁边区的西北门户和
前哨阵地。盐池人民在党中
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反侵略、
反压迫、打土豪、分田地，发展
党、团组织，出人捐物，支援抗
日。组织成立地方武装、游击
队，打击还乡团，痛击马鸿逵
部的侵扰，支援解放宁夏。10多
年的峥嵘岁月，盐池人民为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许多人为保卫祖
国、保卫家乡，解放全中国献出
了年轻的生命，英雄事业可歌
可泣，百世留芳。

为纪念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中死难的烈土，铭记革命先
烈 的 英 雄 业 迹 ，教 育 子 孙 后
代。全国解放后，中共盐池县
委、县人民政府决定修建革命
烈士纪念塔。

纪念塔位于盐池县城内东
南角。始建于 1952 年 4 月，当年
竣工。塔身用青砖砌成，塔形
呈八棱锥状，高 18米，塔北面正
上方镌刻着宁夏省人民政府主
席 邢 肇 棠 的 题 字“ 烈 士 纪 念
塔”。塔底壁四周镌刻着中共
宁夏省委、省人民政府、省军
区、中共盐池县委、县政府的题
词和部分烈士名单。

宁夏省委题词是：创造与保
卫陕甘宁边区的烈士们是劳动人
民和共产党的优秀儿女。我们要
继承先烈遗志，建设好盐池县老
根据地，建设好可爱的祖国。

宁夏省人民政府题词是：驰
骋疆场争解放，保卫锦锈山河，
抗强敌，反内战，英雄事业可泣可
歌。功在国家名垂千古，勒石纪念，

永世不灭。
宁夏省军区题词是：英雄

们的鲜血灌溉了中国人民自由
之花。

中共盐池县委题词是：烈
士们斗争的精神永远和中国人
民共存。

盐池县人民政府题词是：革
命先烈的伟大功绩永远铭记在中
国人民心中。

纪念塔底座四周建有砖砌
围栏，栏高 1米左右，塔北侧建有
烈士纪念馆一座。1977年 10月
将烈士纪念塔重修一新，塔身增
高到 19米，用白色水泥粉饰，塔碑
正上方镌刻着仿毛体“革命烈士
永垂不朽”八个大字。正下方刻
有“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保
卫陕甘宁边区的战斗中，在保卫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英勇献身的
烈士；功与日月争辉，德同天地共
存；言炳丹青留芳，行作后人楷
模。英名垂青，浩气长存，虽死犹
生，永垂不朽。”塔的周围除保留
原有题词外，又补刻了中共银南
地委的题词：“高举毛主席的旗
帜，继承先烈遗志，把无产阶级革
命事业进行到底！”以及银南军分
区的题词：继承先烈遗志，为全人
类彻底解放而奋斗。”

塔北侧又重新修建烈士纪
念馆一座，馆内陈列着 70多名烈
士的遗像和生平事迹。

1986年纪念馆东移 200米重
建，为重檐歇山顶楼阁式结构。

1995 年 4 月烈士纪念塔被
自治区命名为“宁夏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经常有自治区内
外，国内外人士到此瞻仰，追念
烈士功勋。

（摘 自《宁 夏 文 史 资 料》
第二十三辑）

在北京市昌平的回民公墓，有
一块不同寻常的墓碑，说它不寻常，
是因为它是一块双面刻字的墓碑。
碑的正面是儿女的名字，背面密密
麻麻刻着墓碑主人 30 多位学生的
名字。闪一昌老师的这些学生如今
已双鬓斑白，但他们对自己的老师
依然一往情深。

支教宁夏 无怨无悔

闪一昌是北京回民学院的教
师。1958年 9月，闪老师和她 100多
名毕业班的学生一起登上了开往银
川的列车。闪老师这次西行，还带
着三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最小的女
儿才刚过周岁，还不会走路。闪老
师是一个单身母亲，由于特殊年代
的政治运动，丈夫受到不公正的对
待，被迫离开北京劳动改造，抚养孩
子的责任全部落到闪老师身上。她
没有被生活的困苦击垮，心态依然
积极乐观。选择到宁夏支教，开拓
新的事业空间，这让闪老师得到极
大的安慰。到银川后，闪老师分到
宁夏师范学院（宁夏大学的前身），
她的 100多名学生被分配到宁夏各
市县的中小学。

捧心为灯 播洒阳光

1958年的银川，生活条件非常
艰苦。凭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闪老
师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开
始在宁夏的新生活。闪老师住在学

院后面的平房里，她休息时经常有学
生到家里请教：“闪老师，我怎样确
定论文的主题？”“闪老师，这篇古文
里的几个字我翻译的不准确，请您再
给我讲一遍。”每当这个时候，她都
会放下手边的事热情接待学生，哪怕
她正在吃饭，也会放下手中的碗筷给
学生讲解。

上世纪 60年代，白天学校的活
动多，晚上会议多，为了不影响教
学质量，闪老师只能在夜间备课和
批改作业。据当时学校的校工说，
闪老师是学校里最勤奋的老师，她
家的灯亮得最早，熄灯最晚。她把
全部心血都放在学生身上。除了
学院的教学任务，闪老师还经常到
宁夏各区县去讲学，宁夏各地到处
都留下了她辛勤的足迹，她教过的
学生已遍布全国各地。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从北京、上海、江苏、陕
西、甘肃、新疆等地学生经常给闪
老师写信:“闪老师，我时常想念您，
想念您为我们上课的美好时光……”
闪老师生前一直珍藏着学生从祖
国各地寄给她的信件。 1994 年，
闪老师去世后，大女儿高虹一直
保存着这些信，“这是对妈妈最好
的纪念。”

当时与闪老师一起来宁支教的
回民学院的同学只有少部分留在了
银川市，大部分同学被分配到了其他
市县，其中有些学生还被分配到艰苦
的南部山区。当时，这些学生也只有

20岁，闪老师非常关心在宁夏各地
教书的学生。她在银川的家就成了
学生们共同的家。每当休息日，总有
学生到闪老师家过周末，来看望闪老
师，并请教教学方面的问题。她鼓励
学生安心教学，毫无保留地把教学和
带班的经验传授给她的学生。

闪老师的学生以好为榜样，短
短几年就成为所在学校的教学骨
干，后来有的当了校长，有的担任教
导主任，有的还走上了更高层次的领
导岗位，他们用青春为宁夏教育事业
撑起了一片湛蓝的天空。他们没有
辜负闪老师的殷切希望和教导。

春风化雨 桃李天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春
回大地，宁夏的教育系统逐渐恢复
了正常的教学秩序。闪一昌老师被
任命为宁夏教育学院的院长。走上
了领导岗位，但她还是离不开热爱
的三尺讲台。在庞杂的行政事务
中，闪老师尽量抽出时间，给学生上
课。钻研教学业务是她的最爱，也
是闪老师最感兴趣的事情。在师生
的心中，走上领导岗位的她依然是
学生心中那位可爱可敬的闪老师。

闪老师独自抚养大了三个孩子，
尽管生活充满了坎坷和艰辛，但她依
然坚毅、阳光充满慈爱。她把“小我”
变成“大我”，把小爱升华为大爱。把
毕生的爱奉献给她挚爱的教育事业
和她的学生，让自己的人生价值在奉

献中得到最大的体现和释放。
闪老师的墓碑上雕刻着这样一

行字：悼恩师闪一昌：“以青春献教
育，以教育奉终身，做民众之公仆，
乃公仆之楷模。”这是学生们对闪老
师发自肺腑的真诚评价。

60年来，闪一昌老师的学生将
根脉深深扎入宁夏这片黄土地，他们
被分配到宁夏的固原、西吉、海原、泾
源等十几个县的中小学。这些受过新
式教育、从首都北京来支教的年轻老
师，融入当地的乡村，有些学生在当时
落后、艰苦的西海固地区的农村小学
一干就是二三十年，青丝变白发。他
们用生命培育的一茬又一茬的青苗茁
壮成长，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宁夏新
一代有文化的人。跟随闪老师从北京
来的学生都已退休，但他们培育的第二
代教师活跃在宁夏的教育岗位上，他们
延续着老师的梦想，成为建设宁夏的中
坚力量。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
始干。闪老师把她的一生的爱都交
给宁夏，交给了她的学生，燃烧了自
己，照亮了他人。她种下的慈善的
种子转化为爱的力量，她的学生又
以感恩的方式传递，让教育这棵大
树生生不息，绵延不断。

闪一昌老师平凡而又充满激情
和奉献的一生，为后人带来了太多
的感动和启迪，让我们感受到了生
命的意义和价值的永恒。
（作者单位：宁夏广播电视台）

1959年 1月 12日，自治区党委
和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动员青年
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
主义建设的决定》，派政府副主席马
玉槐赴浙协商接受安置浙江支边人
员之事，经宁夏、浙江两省区商定，
从 1959年开始，5年内从浙江省动员
30万名青年支援宁夏建设。随后宁
夏回族自治区安置来宁建设人员委
员会成立，马玉槐任主任，民政厅厅
长刘震寰任副主任。安置委员会办
公室设在民政厅，川区的中卫、中
宁、吴忠、金积、宁朔（青铜峡）、灵
武、永宁、银川、贺兰、平罗、惠农 11
县市建立了安置委员会及办公室，
有一名副县（市）长主管接收安置工
作。根据中央决定和两省区协议，
浙江省陆续动员了一批思想进步、
有文化、有技术的男女青年来宁参
加建设。5月 4日，首批浙江支边人
员（俗称浙江青年）乘专列来到宁
夏。之后陆续分批来宁，1959年来
宁 50000余人，1960年来宁 40000余

人，两年共接收安置浙江支边人员
96793人（内含家属 17126人），男女
比例大致相等，平均年岭不足 21岁，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有 21000余人，
占总人数 22%。

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十分重视安
置工作，事前多次开会研究，各市、
县都认真进行准备。自治区各级政
府根据“以农为主”“分别归口”和

“大分散、小集中”的安置原则进行
安置。浙江支边人员中安置到 11
个县市农村建立 873 个安置点（即
浙江青年队）。实行在人民公社领
导下“独立核算单位”，从事农业生
产的 50175 人；安置到 10 个自治区
国营农牧场当职工的 35118人；原系
国家干部和职工的对口安排在国家
机关、工业、交通、教育、卫生、水利、
文化等部门的 11500人。据统计，各
县市从当地公社划拨出 12 万亩基
本农田，使安置农村的浙江支宁人
员均有 2.7亩农田耕种，并调拨出生
畜 4900 多头，各种农具 600 件及一

批生产中所需的种子和化肥。从东
北、上海等地调运了 8000多立方米
木材，17000多平方米玻璃，新建了
一批房屋，各安置地区又动员农民
腾出了 2 万余间房屋，以供支边人
员居住。各安置地社队还将划拨给
安置点的土地进行了翻耕，并代种
了小麦。自治区拨出专款，作为支
边人员的定期生活补助，每人每月
15元，家属每月 10 元，以解决浙江
支边人员刚来时的生活困难。自
治区财政拨出安置经费，按每人平
均 400 元开支，用于安置当年浙江
支边人员生产补助（农具、耕畜）、生
活补助和维修房屋。这些准备工作
为浙江支边人员在宁夏安家落户，迅
速投入生产建设，创造了一些必要的
物质条件。

1960 年，宁夏连年受灾，经济
困难，城乡群众皆进入“低标准，瓜
菜代”生活阶段，这对刚刚来宁毫无
积累的支边人员来说，生活更加困
难。一些支边人员曾发生了浮肿、

干瘦病。许多浙江支边人员变卖了
衣物，作为路费返回浙江或外流新
疆、青海等地。尤其宁夏错误开展
了“反坏人坏事”“反地方民族主义”
运动，运动中，错捕、错判一些浙江
支边人员，加上生活困难等因素，曾
发生非正常死亡 1300余人。“双反”
事件在这些支边人员中产生了恐惧
心理，思想更加波动不安，促使浙江
支边人员大批返籍外流，截至1961年
6月，浙江支边人返籍外流达 8万余
人，占浙江支边人数的 84%，其中安
置在农村人民公社的返籍外流
48000 余 人 ，占 安 置 农 村 人 数 的
96%；安置国营农牧场的返籍外流
28000多人，占 60%；安置工矿企业
单 位 的 返 籍 外 流 5000 多 人 ，占
49%。其中包括经单位批准资助路
费,返籍探亲未归的 3万余人。截至
1963年，浙江支边人员留在宁夏的
不足 1万人。宁夏难以留住移民,浙
江、宁夏两省区中止了从浙江迁移
青年的计划。

2020年 9月 8日，我们在西夏区
某小区采访了长城机床铸造厂蔡文礼
老人。蔡老祖籍吉林通化，1960年考
入吉林工业大学（现合并于吉林大学）
铸造专业。夫人张问秋，吉林辉南人，
他们俩是同班同学。1965年大学毕
业，分配到沈阳中捷友谊厂，在那实习
了一年，1966年 12月到银川。蔡老
说：“这个日子忘不了。”

蔡老回忆了他们从东北来到宁
夏的经历。1966年，他们从沈阳直接
来宁夏。当时文革正搞大串联，没有
直通车，就从沈阳到北京，再由北京
到呼和浩特。红卫兵大串联，火车上
人太多下不来，是从窗户爬下来的。
之后，也不知道上哪辆车，就在呼和
浩特等着，三四个小时之后，再坐上
车继续走。当时来的时候有好多职
工带着家属，一过包头，荒芜人烟的
景象，一些家属在车上就掉眼泪了。

到银川，感觉也很荒凉。他们
被接到银川老火车站旁边一个小旅
馆，条件很差。第二天去新市区，路
面是石子铺路；厂里没有车，就用
大卡车把他们拉到老城，让他们看
看银川市啥模样。他们感受最深的
就是玉皇阁和鼓楼建筑，到玉皇阁
顶上看银川市，整个是一片黄土。
那时候的银川还是泥房，当时银川
市只有 5 万人。饮食方面，他们俩
不吃羊肉，但天天都是羊肉臊子面，
没办法就弄点饼子吃。

当时长城机床铸造厂，利用了宁
夏老党校的旧房子。听说还要建一
个西北拖拉机厂，但最终没有建成，
他们就住在这个房子里。那些房子
建筑，全是干打垒。建长城机床铸造
厂，是机械工业部的规划布局。他们
来宁夏前，说是厂子马上要进行试生
产。来银川后，厂房才盖半截，房顶
还没封顶呢。他们参加建厂的劳动，
什么都干，埋电线杆子、拉电线、扛水
泥、挖地沟等。“来以前就知道条件
艰苦，但年轻人有那么一股子热
情。”蔡老说，“我们的经历就跟电视
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故事差不
多，只不过人家是搞原子弹，我们是
搞三线建设。”

1970年，长城机床铸造厂开始
试生产。当时，调配过来的技术人
员、工人，包括他们这些大学生，还
不到 100人。其余都是在宁夏招工，
到外边去委培。除了他们 1966年来
的这批人，1970年又调来了一批，各
个部门都有，各类人员大致配全了。
长城机床厂建设初衷，是要按照西方
的建造模式，建成托拉斯式 11个厂，
就是各种厂子都有。实际上建造了
3个厂，文化大革命开始都停了，就
建了大河机床厂、长城机床厂和他们
这个厂，本来筹建的时候叫长城机床
铸锻件厂，结果锻造就没有了。分别
在长城机床厂、大河机床厂搞个小锻
造，生产的部件供他们自己用。1980年

之前，他们做的铸件就提供给大河机
床厂、长城机床厂。计划经济时代，
一年的铸件也就四五千吨。价格由
重工业厅定，没有钱了，重工业厅出
面要两个厂给他们补助一点，亏损了
十几年。要追究亏损原因，价格是政
府定的，1吨铸件才 800块钱。那时
候铁也便宜，一吨二三百元。上世纪
80年代之后，他们感觉到这种体制
不行了，就得上市场上找活去，不能
长城机床厂和大河机床厂两家说多
少就多少。于是，他们就开发了国内
市场，包括到浙江、云南、陕西、辽
宁，辽宁就是沈阳和大连。当时就杭
州机床厂、宝鸡机床厂、云南机床厂
等 7 家，他们与这些厂家建立了联
系。原来只供两家，现在是 7家。机
械部设计的产量，就是年产 1万吨。
蔡老说：“到 1985年，我们设计产量
不断提升，日子就好过了。当时市场
经济，给外边的价格我们可以商量，
不是政府说了算。这是我们从宁夏
单独的市场走向国内市场，实现我们
铸造厂跳跃性发展的时期，就是说挣
上钱了。”

1984年，长城机床铸造厂换了
新一届领导班子，蔡老进入班子。
1984年厂长是陈中秋，调到湖南，回
老家了。1985年，副厂长孙文靖正
式担任长城铸造厂的厂长，蔡老出
任总工程师，一直到 2004年。后来
又有几个年轻人进入班子。这一个

过程，就是长城机床铸造厂按照三
线建设发展要求，想生存就得更新
理念。更新理念，就得真正换成市场
经济，这是走第一步，开发国内市
场。1986年，第一次实现长城铸造
厂扭亏为盈。蔡老说：“那一年挣了
300多万元，腰杆也硬了一点，盖了
个小办公楼，原来我们在小平房
里办公。”1986年，他们这个厂就改
名为长城机械铸造厂，长城机械铸造
厂和宁夏柴油机厂实际是兼并，但为
了好听叫重整组合。蔡老干了 9年
柴油机，一直到 1994 年，他既干铸
造，也干柴油机。他认为这届领导班
子，特别是孙文靖在企业管理上比较
有气魄，发展思路比较新颖，这届领导
班子先实现了扭亏为盈。然后联合宁
夏柴油机厂，最后组成了长城机械铸
造厂，这是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想做得
更好一点，尽管 1979年以后已经是
改革开放了，但他们新盖一个厂房
没有钱，要考虑发展。他们找到国
家计划部机械司，希望能给长城机
床厂贷款。当时部里的产品有一些
已经出口了，但长城机床厂不行。
在部里看来，你连厂房都没有，怎么
能签合同呢？实际上，当时有一部
分新产品已经向日本出口，他们这届
班子一个是要适应市场经济，再一个
是必须提高技术水平。

（薛正昌 杜恩东 整理）

浙江青年来支宁
刘天明

总工程师的人生经（一）

一块意义特殊的墓碑
——记宁夏大学支宁教师闪一昌

周瑞娟

盐池革命烈士纪念塔
李林伯 张泽锋 整理

雄伟的将台堡红军长征会
师纪念碑，矗立在宁夏固原市西
吉县东南 30 公里处的葫芦河东
岸。纪念碑顶端，象征红军三大
主力部队的 3位红军战士，目光
坚毅地眺望远方。

在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
念碑前，讲解员唐睿楠向记者
讲述了红军三大主力部队胜利
会师的故事。1936年 7月，为了
打破国民党阻止红军会合的阴
谋，中央军委决定：红一方面军
以一部分兵力保卫苏区，主力
挺进西兰公路，占领海原、靖
远、固原及其以南地区，策应红
二、四方面军作战；红二、四方
面军兵分两路，红四方面军为
左路，占领岷州、武山等地，继
续向东向北进军；红二方面军
为右路，东出甘南和陕西南部，
建立苏区，以实现红军 3个方面
军的会师。在左路军进军固原
的同时，西征红军右路军（红 15
军团）沿同心、兴仁堡方向西
出，以保证三大主力会师右翼
的安全。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
委正确领导下，红一、四方面军
于 1936 年 10 月 9 日在甘肃会宁
实现胜利会师。

1936 年 10 月 17 日，红二方
面军从甘南北移顺利抵达静
（宁）会（宁）地区。21日，红二方
面军长征进入今宁夏西吉县。
当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
政委任弼时、副政委关向应和随
红二方面军行动的原红军总参
谋长刘伯承在平峰镇与红一方
面军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
委聂荣臻、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
等亲切会面。

1936 年 10 月 22 日，红二方
面军总指挥部、红二军团经滥
泥河到达将台堡，同红一方面
军第二师胜利会师。红二方面
军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
应、刘伯承和红一军团领导人
左权、聂荣臻、邓小平以及红二
师领导人杨得志、肖华等参加
了会师。鉴于将台堡会师是红
军长征最后会师地，10 月 22 日
被确定为红一、二、四方面军胜
利会师纪念日。

参加会师的部队有 1.15 万
余人。“在这次会师现场，红一师
三团政委肖锋代表红一方面军把
数万斤粮食、5万块银元、牛羊等

物资赠送给红二方面军。贺龙总
指挥笑着对肖锋说：‘谢谢红一
方面军同志的关怀，多年来盼望
见到中央红军，今天终于实现
了。’”唐睿楠介绍。

据西吉县文化馆馆长刘成才
介绍，1936年 10月 22日 21时，红
一军团领导人左权、聂荣臻、邓
小平给毛泽东发来电报，报告了
与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及红二军
团、红六军团并红三十二军领导
人会面和慰劳部队的情况。随
后，会师部队集合于将台堡东侧
的空地上，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联
欢会，欢庆会师。很多红军战士
相拥而泣，载歌载舞。

如今，在将台堡所在的西吉
县，广为流传着“红军粉”的故
事。原来，北上的红军战士中有
不少擅长制作粉条的南方人，他
们手把手教当地群众将马铃薯搅
碎，用石磨磨面，再经过沉淀、过
勺、水煮、晾晒等 12道工序后，制
作出了透亮筋道的粉条。粉条的
出现，既解决了当地马铃薯不易
保存的问题，还帮助群众实现了
增收，被当地亲切地称为“红军
粉”。记者在西吉县兴隆镇王河
村见到了“红军粉”第四代传人、
今年 44岁的马正龙。“从我太爷爷
时候开始，我家就一直在做粉条。
现在，我们成立了‘正龙三粉’（粉
条、粉丝、粉面）合作社，一年有10多
万元收入。”马正龙笑着说。

在短暂的欢庆活动之后，
红军又开始准备新的征程——
拯 救 处 于 危 难 中 的 中 华 民
族 。 1936 年 10 月 24 日 ，红 一
方面军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
邓小平在将台堡向红二方面
军营以上干部传达了党的瓦
窑堡会议精神和毛主席《论反
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并
做了关于统一战线等问题的
报告。红 二 方 面 军 的 将 士 当
即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
政策！”贺龙听了报告后高兴
地 说 ：“ 这 下 好 了 ，从 此 以 后
我们就可以在毛主席的直接
领导之下了。”三大主力在红
军 将 台 堡 会 师 后 ，实 现 了 北
上 抗 日 的 战 略 方 针 ，团 结 和
巩固了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
量 ，促 成 了 中 国 革 命 从 转 折
走向胜利。

（据《经济日报》）

胜利会师将台堡
三军共启新征程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