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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一吾同志的回忆

1941 年六七月间，西、
海、固回民第三次反抗国民
党压迫的起义失败后，部分
起义群众在马思义率领下，
投奔共产党，参加了革命。
当时，我正在庆阳专区统战
部工作。因为我曾在西吉单
家集住过，对回民的风俗习
惯比较熟悉，组织上就派我
到回民骑兵团工作。当时，
回民骑兵团住在合水县蒿蓿
铺。我负责办理供给和登记
人员、枪支、马匹等。记得骑
兵团共有 220多人，编为 3个
连。团长马思义的枪法很
好，一挥枪就能打下庙檐上
的花瓦边。那时生活条件很
差，我给战士们发夏衣时，衣
服上没纽扣，只好发给每人
一块灰布，让自己找几个铜
钱包了做纽扣，后来又用桃
核做。我在回民骑兵团工作
了一个多月后，延安派来杨
仁（杨静仁）和鲜维俊（都是
回族）到骑兵团接替我的工
作。我又回到陇东地委统战
部。以后，党又派马克和何仲发
到回民骑兵团。

到了冬初，回民骑兵团
的战士，要求回西海固看望
家属。当时，正是全国抗日
艰难时期，也是国民党一再
借端发起反共高潮时期，组
织上考虑到回民骑兵团一出
边区，就会给国民党造成借
口，攻击共产党、八路军扰乱
抗日后方，破坏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为了劝说回民骑
兵团不出边区，组织上派我
和段德章又到骑兵团工作
（这时我已调到延安经济工
作组工作），骑兵团驻庆阳三十
里铺。当时，我还给回民骑兵
团的干部和战士讲过话，指出
离开边区对自己不利，但他们
还是执意要走。最后，我便向
马思义提出，一出边区，就要
打仗死人，如果一定要回去
看看，要把老汉、娃娃留下。
马思义同意后，我们便将老小
转移到曲子，成立了留守处。
马呜贵因病未走，让他负责留
守处工作。我到回民骑兵团
的第三天，杨仁（杨静仁）从延
安带来了路费，将马思义一行
送出了边区。

回民骑兵团出边区后，
果然遭到了国民党的重兵

“围剿”，官兵虽然英勇奋战，
但终因敌众我寡，受到很大
损失，最后只剩下五六十人
重返边区。

回民骑兵团重返边区
后，组织上抽调马思义去抗
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加强了
对回民骑兵团的领导。为了
尊重回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
风俗习惯，我向陇东专区专
员马锡武建议，在陇东为回
民修建一座清真寺，马锡武
同意了我的建议，后来在曲
子老城建成一座清真寺。

在党的不断教育下，回
民骑兵团逐渐成长壮大起
来，培养了一批像马希杰等
那样的年轻指挥员。在党组
织的帮助下，许多同志把家
属接到了边区。1946 年，我
由延安回到庆阳时，见到了
在陇东军分区教导队干训班
学习的骑兵团子弟马思忠、
马启新、马同近等人。后来
他们也同自己的父兄一样，
成为党的民族干部。

在解放战争期间，回民
骑兵团成为陇东地区抗击国
民党反动派的一支劲旅，为
保卫边区和解放西北作出了
一定的贡献。

马辰同志的回忆

1941 年初冬，马思义率
部分起义军自边区回固原，依
山行军，没有入川，故与国民
党军队没有发生什么战斗。
当时，杨德亮（国民党四十二
军军长）的兄弟杨德祥（连长）
驻西吉沙沟大寨，他仍用诱骗
马国琳的办法，利用当时宗教
上层人士中的一个老者，派人
向马思义劝降说：如马思义率
队投降，可不咎既往，还可带
兵做官。马思义的回答很明
朗：“受骗吃亏，只有再一再
二，决没有再三再四，叫杨德亮
弟兄趁早收起他的用回杀回
的老办法。”可是马思义队伍
中一部分思家恋子、思想动摇
的人听信劝降，投降了国民
党，欲想安居乐业。哪知国民
党政府，以后把这些人都关进
监狱判了刑。

（摘自《宁夏文史资料》
第二册）

复转军人

解放战争结束，大批的军人转业到
地方，有许多回到家乡，没有产生移民
情况。但也有大批的军队干部、战士并
没有回乡，而是随部队在接管地被转业
安排，实现了移民。解放军十九兵团解
放了宁夏，并接管了宁夏政权，所以宁
夏解放之初，大批来自全国其他省区的
十九兵团干部转业到宁夏，成为最早转
业到宁夏的复转军人。和平建设时期，
军队基本实行士兵复员回乡的政策，而
军队干部则纳入国家计划，由政府实行
统一分配。这就出现大批外地干部在
驻地就地转业安排的情况。除文革期
间外，宁夏政府每年都安排大批军队转
业干部到各地方和各部门。

1990年，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
工作小组办公室以国转办字[1990]6号文
件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照顾接收服役
时间长、职务较高、贡献较大的转业干部
作出规定，宁夏据此制定了有关的接受安
置原则：1.原籍宁夏或从宁夏入伍；2.配偶
系宁夏籍或自幼在宁夏成长，现在宁夏
工作；3.服役期间，父母迁移宁夏；4.夫妇
均系外省籍，其中一方在宁工作两年以
上（含在驻宁部队服役）；5.夫妇双方同时
转业，其中一方是宁夏籍，从宁夏入伍或
在驻宁部队服役 20年；6.宁夏急需的中、
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在此原则
下，1990年以来，军转干部主要是充实加
强政法、金融、经济、监督、执法监管等部
门以及其他有增加干部任务的单位。

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 1975
年恢复军队干部转业安置工作，至 1999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接收安置军队转业
干部 9692名。

外省区军队转业干部在宁夏的安
排，还涉及到随调、随迁家属及子女的安
置。一般来说，一位军队转业干部的易地
安置，意味着配偶、子女同时易地安置，平
均迁移三四人。所以，宁夏解放以来易地
安置军转干部，带来了数量可观的移民。
近万人的军队转业干部的安置，至少带来
四五万人的移民。其中有外省籍贯的军
队转业干部，也有宁夏本籍贯的军队转业
干部也大都是农村入伍的，转业至宁夏城
镇工作，也具有移民的性质。

农转非

“农转非”特指从农业人口转变为
城镇人口。由于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实
行严格的二元户籍制度，即城镇户口与
农村户口两种户籍制度。要从农村户
口转为城镇户口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1982年 5月 26日，自治区政府为贯
彻落实 1980年 9月公安部、粮食部、国
家人事局《关于解决部分专业技术干部
的农村家属迁往城镇由国家供应粮食
问题的规定》精神,结合全区实际情况，
对解决宁夏部分专业技术干部的农村
直系亲属迁往城镇，由国家供应粮食问
题发出通知（宁政发 [1982]75号），决定
采取分期分批逐步解决部分专业技术
人员在农村的直系亲属迁往城镇，由国
家供应粮食问题（简称“农转非”），所需
指数不占用公安部门正常审批的控制
比例，由公安、粮食、人事部门逐年下达
专项指标。

实行“农转非”政策后，大批的专业

技术干部的家属从农村迁移到宁夏的
城镇。据统计，从 1981 年至 1985 年有
3850名专业技术干部的家属从农村迁往
城镇落户，入户人数达12300人。1984年
自治区科技干部局成立后，继续落实此项
工作，截至1999年，全区共解决5000多名
专业技术干部和其他知识分子家属“农转
非”，有2万多人迁往城镇落户。

解决部分专业技术干部家属“农转
非”问题，这是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
政策的一项重要措施，对解决专业技术
干部的实际困难起到很好的作用，体现
了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和照
顾。后来随着粮食及副食品供应的放

开和户籍制度的改革，此项工作自然而
然地终止了。“农转非”的政策也涉及到
了一部分干部和工人。如 20世纪 80年
代，宁夏为煤矿职工解决了家属约 5万
人的“农转非”问题。

除了上述介绍的支宁人员的情况
外，在支宁的移民大军中，还有一批十
分特殊的人物，即许多被错划为“右派
分子”的人员被从上海、北京等“下放”
到宁夏，他们往往是科技人才和文教骨
干力量，他们为宁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还有在大灾之年，
因灾逃荒到宁夏的灾民也有部分留在
了宁夏，成为宁夏外来移民的一部分。

日本马扎克公司在全世界都是独
资的，没有合资。这个公司在宁夏提出
要和长城机械铸造厂合资，政府也说
那你们就干，人家不是看上你们了
吗。蔡文礼他们干小巨人公司就这么
干出来了，当时设计规模年产 400台机
床，那时候蔡老他们这帮人较着劲玩
命地干，大冬天还在施工盖小巨人厂
房。他们采用洋法的、土法的手段，硬
是在 2000 年 5 月投产了。400 台铸件
做出来了，效益也挺好的。2004年，他
们公司改制了，由国有的改成全体职
工持股。这时候日本一种惯用的理念
提出来了，“什么全民持股，我搞不懂，
我把我的所有股份都给你们了，我不
干了。”日本人不干了，当时蔡老还是
小巨人的董事，那不干了咋办？向政
府报告，当时产品升级以后，技术不会
再给蔡老他们了，他们面临这个问题，
自治区政府拟决定，由长城机械铸造
厂帮着政府参谋，由政府出面必须扩
大生产，不是日本人卖给长城机械铸
造厂，是长城机械铸造厂卖给了日本
人。“没办法，因为技术、产品设计都在
日本，重要配件也在日本。谈了两年，
政府也同意了，我们厂卖给了日本人，
现在小巨人是日本独资的。我们那个
股份没有了，但也没赔，卖了 8000万，我

们也挣了点钱。”蔡老说。
奥地利方面，通过给欧洲做铸件，

在欧洲还有点小名气，奥地利方面提出
要和长城机床铸造厂合资搞铸钢件，之
前他们是搞铸铁件。小巨人股份卖了，
拿着 8000万实现了与奥地利的合资，长
城机床铸造厂占 51%，奥地利占 49%，实
际就是对半。长城机床铸造厂产品做得
非常好，就是现在的共享铸钢。

2006年，蔡老他们这个班子正式退
出了，接力棒交给了以彭凡为首的领导
班子。“这帮年轻人是通过我们培养起
来的。他们很有创新精神，把这个企业
管理得很好，市场开发得也很好。这期
间经历了 2008年的金融危机，通过彭凡
这个班子，他们把单一的铸钢件技术延
伸到风电、火电、核电领域，他们的品
种随之得到开发，而且是很火的势
头。”蔡老说，“他们年轻人比我们强，
按照现在的水平，我们之前做到世界
有名才开发了市场，他们做到世界有
名，让中国出名。创新产品拿到了国
家科技部创新二等奖，在铸件产品拿这
么高的奖是唯一的。”

蔡老说：要综合起来说三线企业，
不说三线建设是失败还是成功，但当时
国家的处境较为特殊。当时为什么下
决心搞三线建设，有其特殊的背景。当

时三线建设大中型企业有 2000多家，现
在总的情况，48%发展的很好，共享集
团大概在这个 48%之内，有 45%的产品
和市场还可以，但是发展的速度不是很
快，但也算成功，有 7%垮掉了。那么，就
我们宁夏来讲，三线企业还剩多少？不
多了。机械类产业共享集团是一个，再
就是青铜峡铝厂，煤机一、二、三厂，吴忠
仪表厂等，剩下的都垮了。我们机械行
业，原来有个重工业厅，轻工业一毛、二
毛、三毛纺织厂全垮掉了。当时建二毛、
三毛的时候，长城机床铸造厂的人很羡
慕，因为两家厂离得很近，人家有宿舍，
而且盖的房子很多，但没有起来全垮了。
长城机床铸造厂，不能说全跨，它卖了，卖
了还继续生产，这是国家政策上允许的。
原来大河机床厂，蔡老跟他们开玩笑说：
不叫宁夏日报，叫你大河日报算了，天天
都是大河机床厂的消息。之后不行了，如
果卖了能干下去也行，但是卖了还彻底跨
了。因为这个事，宁夏机械协会也跟他们
讨论过，要发展就要找出路。

三线企业，都是一帮年轻人，除了
几位领导超过 40 岁，再都不超过 40
岁，就像蔡老他们才 20 多岁。“我们这
个三线企业能够随着时间的发展，市
场经济的推行，创新科研管理，这是三
线建设发展的一个出路。如果我们不

走这个路，我们最先垮掉。”蔡老从个
人体会深情地说，“整个三线建设，就
像那个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
故事一样，经过艰苦奋斗，最后取得一
点点成就感，应该说是我们这代人的
欣慰吧！”长城机床厂、大河机床厂同
行们讨论说：“老蔡，你们这批人值得
我们赞赏的，你们的企业发展了，我们
比较悲伤，我们企业给黄了。”宁夏 40
周年大庆的时候，宁夏电视台采访，蔡
老不愿意接受他们的采访，最后堵在
办公室，还是接受了采访。以“无怨无
悔人生路”为题播放。电视台的人说：

“采访的内容播了，你看到吗？”蔡老
说：“看到了。我说的好听的你们全
播，我说不好听的全部去掉了。”蔡老
认为从整体来讲，宁夏三线企业无论
今天发展的如何，他确实带动了宁夏
企业的发展布局。50年前，他们来宁夏
的时候有啥？只有机械修备厂，再啥都
没有。所以，三线建设带动了宁夏经济
发展，虽然后来垮了，但是它带动了宁
夏经济的发展。这些国营企业里一部
分人后来都出去办了民营企业，这同样
推动了宁夏经济的发展。所以，三线企
业对宁夏经济的发展、对国家整个工业
的布局产生过很大影响。（未完待续）

（薛正昌 杜恩东 整理）

按照中央部署，1959年，浙江省委
决定动员 30万青年支援宁夏回族自治
区建设；中共浙江省委还发布了《关于
动员青年支援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主
义建设的指示》。在指示中说：为了解
决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在社会主义建
设中劳动力不足的困难，促进这些地
区的经济发展，使之能逐步地同内地
一样获得迅速发展，齐头并进，将从
1959 年到 1963 年的 5 年内，从浙江省
动员 30万青年支援宁夏回族自治区的
社会主义建设，1959 年争取动员 5 万
人。指示中明确：动员支宁的对象应
是本人自愿、政治可靠、身体强健、家
庭拖累不大的青年和一部分有较多生
产经验的壮年，应配备一套包括各行
各业人员的班子，除了大部分是农民
外，还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工人（包括手
工业工作）及商业、教育、卫生和各种
服务性行业人员，同时还应配备一定
数量的干部和党团员，以加强政治思
想领导。浙江省委还专门成立浙江省
动员青年支援宁夏地区社会主义建设
委员会，先期组织 100多人的参观团来

宁夏参观访问，并协商有关送出和接
收事宜。1959 年浙江支宁青年共 5 万
人分两批来宁，第一批 2 万人，第二批
3 万人，于 3 月至 6 月份到达宁夏。为
了做好浙江支援宁夏的青年安置工
作，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了“宁夏回族
自治区安置来宁建设人员委员会”，由
副主席马玉槐任主任，副主席王金璋、
民政厅厅长刘震寰任副主任。委员会
下设办公室，由民政厅副厅长马杰任
办公室主任，在办公室下设接待安置、
交通运输、检查三个小组，负责办理具
体工作。马玉槐要求各市、县积极做好
欢迎及安置工作。并提出：按我区工农
业发展的需要及浙江民情，在统一调
配、就地使用劳动力的原则下，将这批
人员安置在自然条件较好的川区，以参
加农业生产为主，基本上按照地多人少
的地区多分配，地少人多的地区少分
配，大分散，小集中。同时要求各市、县
迅速成立安置机构，由书记或县长牵
头，设立办公室，将任务分配到人民公
社，购置安置点公共食堂的灶具、席子、
盛水缸和煤炭，做好短途运输的准备和

对浙江来宁人员的欢迎工作等。
今年 81岁的徐阿奎出生在浙江富

饶的鱼米之乡萧山，10岁前，家境贫寒
的他始终处在半饥半饱中。新中国成立
后，家里分到了土地和部分农具，全家人
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感情可以用感激不
尽来形容。土改后的徐阿奎跟着扫盲班
读了点书，但也只是达到基本识字水平。

应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句老
话，徐阿奎从小就对干农活比较内行，
1956 年，浙江省萧山县成立了人民公
社，由于干活踏实，能吃苦耐劳，1958年
底，徐阿奎光荣的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
员，还担任了生产大队的队长，在当时
也算不小的官。

1959年春节刚过，公社召开会议，
会上宣读了浙江省委、省政府《关于动员
青年支援宁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运动的
号召》，希望有志青年主动报名，参加宁
夏回族自治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那个
年代，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艰苦的地方
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所有青年
人的理想和追求。已经是公社生产大队
队长的徐阿奎没有任何犹豫，第一个报

了名。并扎根宁夏，一干就是一辈子。
1959年与徐阿奎同时期到达宁夏的

浙江青年共 5 万余人，其中党员 3000 多
人。所有的浙江支宁青年全部安置到10
个国营农场。到1960年底，各国营农场共
接收安置江浙支宁人员96793人，他们在
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关怀领导下，为增强
民族团结，传授文化、技术，为宁夏社会建
设作出了贡献。

徐阿奎：来宁夏是 1959 年 5 月初。
当时浙江省政府发出动员令，希望更多
的青年人报名参加支援边疆建设。我作
为一名党员，党的号召就是我们的行动
命令，我们当时都十分激动，尽管对宁夏
一无所知，但报名还是踊跃得很。

浙江的领导在动员时说：宁夏是个
好地方，有山有水有草原，是鱼米之乡，
人少地多，劳动力不足，有很大的施展
空间。一听到有这样地大物博的地方
可以让青年人去施展，那还不抢着报名
呀，生怕报晚了没有机会了，也没有跟家
里的大人商量，就自己做主报了名。

（未完待续）
（蔺银生 马君武 整理）

新中国成立后宁夏接受军队转业干部人数统计表

宁夏富硒枸杞第一人
——记浙江支宁青年南梁农场场长徐阿奎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总工程师的人生经历
——记长城机床铸造厂蔡文礼老人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各种形式来支宁
刘天明

（一）

年份

1949-1957年
1958-1965年
1975-1979年

1980年
1981年
1982年
1983年
1984年
1985年
1986年
1987年
1988年

军队转业干部

932名
1913名
1439名
924名
587名
136名
239名
161名
372名
664名
361名
307名

年份

1989年
1990年
1991年
1992年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军队转业干部

93名
63名
82名
75名
202名
156名
113名
154名
167名
212名
340名

（三）

关于回民骑兵团的片断回忆

出生于甘肃临夏，年高
68 岁的马鸿宾委员，在西北
回民中享有声望。由于他的
高瞻远嘱，在宁夏解放中，曾
率部光荣起义。

1949年 8月兰州战役，人
民解放军获得决定性的胜利，
此时强大的人民军队以锐不可
挡之势，向宁夏挺进，马鸿逵畏
罪逃逸，守军丧失斗志。那
时闲居银川的马耆老纵观大
势，分析内情，毅然主张接受
毛主席提出的和平条件。他
说：“民国三十七年中国没有实
现民主，但必有一天要真正实
现。解放军胜利成功，就是民
主到来的表现。”九月间，原国
民党八十一军于西北人民获得
空前伟大胜利形势下（以前为马
鸿宾委员统率，现军长为其三
子马惇靖）在中卫起义。原
属马鸿逵之其他三个军亦无力
进行任何抵抗，银川驻军顿成
溃散状态。马鸿宾于 22日派
出和平代表团到中宁商谈，23
日又派汽车到黄河岸边迎接解
放军，至此银川市完整无损地
保存下来。在军管期内，他担
任军管会副主任，协力维持秩序
进行接管，号召流散军官投诚登
记交出武器，收效很大。鉴于中
共土地政策的正确，当时他向军
管会表示赞成实行土地改革，并
提出先把自己的地交出来，足见
趋向民主的至诚。

日前记者访问了马鸿宾，
他穿着黑色棉长袍，头戴皮
帽子，沉静寡言，怡然自适。
几天后，他换了一身灰色棉
制服，这使记者想起问到他
过去情况时的回答：“不说过
去，那是落后的，要说前进的
话。”他对记者说：“我今天看
到了新书籍，要向别人领教，

寻求新道路，多读新书。”刚
到交际处时，他要来许多现代
书刊，那是表示要赶向前去的
意思。当问到西北民族问题
如何解决时，马鸿宾沉静地答
复记者说：“过去造成民族间不
团结全是上边领导不好，遇事
处理不当的缘故。只要领导完
善，民族本来是应该团结的。”

问：“怎样来达到各民族
的团结？”

答：“各民族有共同纲领
作为团结的路线，从中央到
地方，各民族都参加政府委
员会，组织成民族统一战线，
不分彼此，就团结了。”

问：“回民在西北数量不
少，其作用和要求是什么？”

答：“回汉语言文字都相
同，容易团结，回民虽有不同的
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共同纲领
上规定有信教自由，回汉之间
没有矛盾，应团结建设西北。”

谈到马鸿逵统治宁夏情
形时，他摇摇头，两手作推门
状，好象要把过去一切推开不
愿再去回述了。宁夏河渠纵
横，一片沃野，应该是很富
的。马鸿宾问我对宁夏的观
感，我告以那块富庶地方的见
闻，金积、灵武一带，那时正是
稻田初黄，阡陌飘香的时候，
的确给人以美丽的印象。但
还有大片农田荒芜着。他说：

“宁夏过去不按规定办事，造
成这个样子，用不着谈它了。”我
们知道马鸿宾多年来受马鸿逵
的排斥，在回民中虽享有威
望，但却不能发挥个人的力
量，现出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
员，相信他会不负众望的。

（摘自《宁夏文史资料》
第十四辑）原文刊于《群众日
报》1950年1月24日第二版）

回汉团结建设西北
——访马鸿宾委员

张 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