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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富硒枸杞第一人
——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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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四） 解放前，我自幼随父学贺兰石砚
雕刻艺术。解放后，仍从事这门手艺，
所以，对贺兰石砚的历史也知道一些。

宁夏贺兰石砚，因其石料产于贺
兰山而得名。贺兰山在银川西三十公
里处，群峰迭翠，南北绵延数百里。贺
兰石产在贺兰山小口子，又名小滚钟
口，分前山石、后山石两种。乾隆四十
五年（公元 1780 年）撰写的《宁夏府
志》卷三，有这样的记载：“笔架山，在
贺兰山小滚钟口，三峰矗立，宛如笔
架，下出紫石可为砚，俗呼贺兰端”，此
处是记载前山石。后来，清末湖南人
谢威风当宁夏府台时，他擅长书画，喜
贺兰石砚，便令人开采后山石。后山
石产于大寺沟转角楼的山峰背面，石
质比前山石细润，彩色石也较多，所以
人们一般用后山石制砚。

据地质部门测定，贺兰石在距今
约十三亿年前就形成，属水成岩。它质
地均匀细密，清雅莹润，绿紫两色，天然
交错，刚柔相宜，叩之有声，是一种很好
的工艺品原料。用它制作的砚台，图案
清新，色彩对比强烈，呵之可出水，具有
发墨快，发墨细，不干不臭，不拔笔毫等
特点。1963年，董必武同志视察宁夏
时题诗赞誉曰：“色如端石微深紫，纹似
金星细如肌。配在文房成四宝，磨而不
磷性相宜”，给贺兰石砚以高度评价。

贺兰石砚在艺术风格上主要讲究
“相石”“俏彩’。“相石”就是看石料的
质地是否细润，彩石的走向和纹理，以
及石料的大小、厚薄和自然形状等。
先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根据石料的
不同色彩和形状，决定砚台的尺寸和
形状。一般形状有方、圆、椭圆、长方，
也有荷叶、葫芦、金瓜、钟、琴和其他一
些自然形状。“俏彩”就是根据绿紫两
色石料的不同特点不同层次，可以制
出几层彩色不同的东西，使整个画面

绿紫分明，互相衬托，突出主题。如在
紫底上可利用上面的绿色作出人物，又
用绿色上的紫色作出人物的头发、眉眼
以及衣着首饰等，这样就一层衬托一
层，美观大方。“俏彩”一定要俏得恰到
好处，多一点不要，少一点不行。根据
这个要求，可制作出色彩清雅的山水，
华美的花鸟，形象逼真的动物等图案。

贺兰石除制作砚台外，还可用来
雕刻各种图章、制作笔架，笔筒、印泥
盒、墨水盒等文房用具和鼻烟壶、挂屏、
立体圆雕等。北京人民大会堂宁夏厅
悬挂的《清平乐·六盘山》词的大挂屏和
《红军长征过六盘山》的大插屏，就是用
贺兰石雕成的。另外，还可以制作大型
碑记，如银川市的海宝塔碑记等。

解放前，贺兰石砚的主要顾客是
书法家、画家、文人、买卖人和外地商
人，也有官家买去送礼的。解放后，贺
兰石砚除在国内销售外，还运销到日
本和东南亚各国。

据我所知，在清末时，宁夏制砚只
有三四家，工具也很落后。民国年间，
制砚艺人渐多，工具也有所改进。当
时，我父亲和叔叔阎万庆、阎万年都是
有点名声的制砚手艺人。但到解放前
夕，有些老艺人相继去世，有的改行，这
门手艺几乎没人干了。解放后，合作化
时只有连我在内的三个制砚手艺人，到
1963年成立贺兰石刻厂时，发展到十
四五人。1965年，日本一厂家向我们
提出每年订购一万块贺兰石砚的合同，
但我们实际只能每年生产四五百块。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工厂关门，合同
中断，给国家造成了一定损失。现在
有些老艺人退休了，年轻艺徒又改行，
剩下的新人只有八九个人了。所以，
如何使贺兰石的雕刻艺术发扬光大，
后继有人，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摘自《宁夏文史资料》第十七辑）

据蔡老回忆，时任国务院副总
理的邹家华来宁夏考察企业发展
情况，当时自治区政府将此次考察
安排在长城机械铸造厂，安排考察
时长 30分钟。蔡老说：“邹家华就
是搞工程的，他原来是沈阳哪个厂
的总工程师，后来到机床研究所当
所长，最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他对
这套东西非常清楚。政府安排了
30分钟，实际在我们这里待了两小
时。”最后政府那个人找我说：“老
蔡，怎么搞的，不是说好的 30分钟
吗？”我说你问总理去，他不走我还
能赶他走呀。最后他就问一个问
题：“你们铸造厂在宁夏有什么优
势，是怎么干起来的？”孙总说：“宁
夏没啥优势，除了电比较便宜，原
材料都是全国的，在宁夏没有原材
料。宁夏原材料我们用不了，不能
用，我们所以能干起来就是一种生
存的紧迫感，不干我们这些职工咋
办？也就是说为了生存去开发市
场，去引进技术，去提高管理水
平。”现在的共享集团在宁夏来看
挺好，在全国铸造行业来说也是数
得着的，彭凡他们提出一个温水煮
青蛙的效应，青蛙不跳出来死了，
跳出来活了，他向职工灌输这种思
想，就是现在的企业文化。“至于我
们这一代人，看到企业发展很高
兴，我们为这个厂做的一点贡献，
算是无怨无悔吧。”蔡老说，“我很
佩服孙文靖厂长带领企业发展，当

然我也很赞赏现任总经理彭凡。
那个孙总，什么招都能想出来，我
们怎么激发员工的积极性，最后改
制，员工都有股份了，虽然有股份
的员工现在都退休了，这也是个问
题，就是我们在机制上怎么探讨这
个问题。那时候我们给连续三年
评上劳模的职工奖励一套房子，那
房子有 90 多平方米，我们奖励几
十套房子出去，激发鼓励大家的积
极性。后来他们说你们真敢干，反
正我们没有拿到自己手里，用来调
动员工的积极性。”

蔡老说：“本来我们厂这个工
种，年轻人不愿意干。现在干得好
的工人一年也能拿七八万块钱。
我们那个小区能看到公司的住宅
区，家庭轿车停满了，上班的时候，
从黄河路到厂门口停的满满的，也
就是说企业发展还得让职工兜里
有钱，尽管苦一点，他们也愿意
干。三线建设我们厂就属于那
48%当中的发展比较好的企业，而
且现在还有发展，我们无怨无悔。”

蔡老 50 年前，就读于吉林工
业大学铸造专业。上世纪 80 年
代，他也曾想调离宁夏。这倒不是
他对这个企业不热爱，那时候这个
企业刚刚起步。他的家在吉林，想
回家乡去。他有个同专业的校友，
曾是吉林省经济委员会主任，答应
除了一汽，吉林哪都能安排。他们
夫妇没有走，准备到宁夏工学院教

书去，课程都安排好了。孙总不放
他，说：“你可以不干，可以白拿工
资也不放。”宁夏工学院也没去
成。 1984 年，厂里调整班子的时
候，要蔡老当总工程师，蔡老坚决
不干。组织部的人说：“那么多单
位，还遇到第一个不想当官的人。”
直到 1985年，没有了退路才当。

蔡老的夫人张问秋做工艺。
她说：“铸造厂相对比较累，日本件
来的总是那么急，加班加点的干，
我得回家做饭，还得管孩子。孩子
都睡觉了，我还在家做工艺。他
呢，家里基本上不怎么管，早上 7
点钟就进厂了，看看生产前准备工
作做得怎么样。我睡醒一觉，他还
没回来，等人家浇筑完了，平平安
安的没事了他才回来。他早晨走
时，孩子们还没醒。家里的事情都
由我一人管。”蔡老说：“我 48小时
没回家的时候，就为了一个铸件，
我不能离开现场。”张问秋说：“他
没回家，我赶紧往车间跑，还以为
出啥事了。一进车间他还在那干
呢。”蔡老说：“这个铸件特殊，在北
京铸件展销会上，搞了一个行业评
比，我们获得全国第一名。当时人
家不服气呀，什么上海的、北京的、
沈阳的都参加。当时主管这个评
审的专家说，你们干的都是两个导
轨，人家八个导轨。发奖的时候，
上海松江铸造厂的蓝厂长在旁边，
表示服气。”

蔡老当了总工程师后，首先是
技术人员培养起来了，他也不断接触
新技术。“日本的工艺图和中国的不
一样，中国用的是苏联的画法——六
面画法，日本是三面画法，当时我
们的技术人员就是看不懂图纸，要
把技术人员培养起来，要把工人培
养起来。我为什么要跟着工人
干？你不看着他，他适应不了，他
不知道。我们搞的第一个铸件，就
得了那个奖，发到日本去他们也很
满意。经过三年的努力，我们向日
本山崎马扎克、大卫等七八个厂出
口。那几年我经常到日本去，当年
认为我们只能做下水井盖的日本
协会的那个人得知我们给马扎克
公司提供铸件，很惊奇。后来他带
了一个日本考察团专门考察我们
厂，他很惊讶，然后回去在日本的
一家报纸上发表了长篇文章《中国
铸造企业的见闻》，谈我们的铸件
工艺。原来他们认为长城机床铸
造厂想出口铸件，是不可能的。”蔡
老说，“我们先别说为民族争口气，
我们为先干这个事的争口气。”
1998年，蔡老当书记了，但大部分
时间还是干管理，干技术。

蔡老说：“我们这代人，大部分
时间是铺路了。国家不应该忘记
这些铺路的石头，尽管他们没有多
大贡献，但他们熬过了国家发展过
程中最艰苦的时刻。” （完）

（薛正昌 杜恩东 整理）

屯田垦荒是典型的集体移民
开发活动。历史上的屯田垦荒大
都以跨省集体移民开发为主体。
其中还有军屯和民屯之分。其对
开垦荒漠、发展农业、固疆守边、解
决粮食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宁
夏当代屯垦，总体上看，也具有典
型的集体移民开发活动的特征，但
许多情况又不同于历史上屯垦。
一是宁夏屯垦始于军事部队开荒
屯垦活动，最后部队整体转业，成
为非军事色彩的农垦经济开发活
动，具有集体移民的性质。二是开
荒屯垦、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一度
吸收了大量浙江、北京等地青年加
入农垦经济发展的行列之中，也具
有集体移民的性质。三是新中国成
立之初从陕西、湖南、广东、江苏等
省调来了一批罪犯建立了劳改农
场，也成为宁夏当代移民屯垦的一
部分。四是吸收了许多外省和宁夏
本地的农民进入到农垦大军之中，
吸收的过程呈现分散的、逐渐的特
点，这与集体性的集中移民开发有
所不同。五是在吸收的宁夏本地
农民中大部分是跨区域迁移到农
垦系统的，是具有移民性质的。但
也有部分是吸收的当地农民，不具
有移民性质。但从总体上看，宁夏
当代屯垦仍然属于集体性的移民开

发活动。宁夏当代屯垦移民开发活
动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1950年至1958年

1950年 12月 1日，由西北军政
委员会农林部垦荒先遣队在灵武
县创建了西北地区第一个国营农
场——灵武机械化农场，高宜之任
场长。翌年 4月，改为国营灵武农
场。与此同时，西北军区独立第二
军除一团担任宁夏南部剿匪任务
外，其余在中卫县城北的新滩和龙
宫滩积极耕地开荒、修挖水渠，开
展大生运动。此为宁夏当代屯垦
移民的开始。1955年 5月，农建一
师调来一个连约 130人建立了暖泉
农场,并开始生产；1955年 10月 24
日，甘肃省贯彻国家农业部 6月 24
日通知，农建一师正式转业，取消
军队建制和番号，国营前进机械农
场的 3 个分场改为国营前进第一
农场、国营前进第二农场、国营前
进第三农场。此前，农建一师还抽
调部分人员，先后建成连湖、平吉
堡、暖泉等国营农场。至自治区成
立前，已建立军队所属的国营农场
11 个。到 1958 年底，宁夏农垦所
属的灵武，前进第一、二、三农场，
巴浪潮，连湖，暖泉等 7 个农场共
有职工 3454人，总人口 6812人，开

垦荒地 15.37 万亩，固定资产总值
869.7万元。1958年的工农业总产
值 368.24 万元，生产粮食 1050.12
万公斤，平均亩产 108.3 公斤。宁
夏农垦系统农场的框架基本形
成。随后，不断地从军转人员、知
识青年、随迁家属、招聘农民、外省
移民等渠道扩充人员，形成庞大的
农垦移民队伍。

1958年至1965年

此阶段移民屯垦开发呈现出
四个较大的起伏和变化。

一是移民屯垦规模和队伍得
到扩大。在 1958年“大跃进”的形
势下，自治区政府决定新办 8个农
场。农垦局 1959 年 7 月开始勘测
土地，从各农场抽调干部及从北大
荒来宁的军官，组成建场筹备组。
自治区政府 1959年 12月 24日批准
建立平吉堡农场（银川市）、渠口堡
农场（中宁县）、兴仁堡农场 (海原
县)和王家团庄农场（同心县）。后
又于 1960年 3月批准建立李家大湾
农场（盐池县）、白土岗农场（灵武
县）、二道湾农场（吴忠县）和镇北
堡农场。8 个农场规划耕地面积
70多万亩。这些地区地势平坦、荒
地面积大、土地连片集中、土质较
好，但多数农场近期内无力解决灌

溉水源。所以，这 8个农场中除渠
口堡农场和平吉堡农场在跃进渠
和西干渠开通后水源有保证，能进
行正常生产外，其余 6个农场因不
具备灌溉条件，均于 1961年 11月撤
销。尽管如此，两个新建农场使农
垦规模得到了扩大。

二是大批浙江省青年加入农
垦队伍。1959年宁夏和浙江省商
定 5年内由浙江省动员 30万青年
支援宁夏建设。1959 年 5 月开始
移民，至 1959年底共 5万余浙江青
年到达宁夏。这批支宁人员有 3.1
万多人被安置到银川等 11个市县
328个安置点，有 7000多人安置到
10个国营农林场，有 1.1万多人安
置到工矿、财贸、文教、卫生、青铜
峡电站工地和国家机关。据《宁夏
农垦志》记载，仅 1959 年 5 月，灵
武、连湖、巴浪湖、前进、暖泉 5 个
农场安置第一批浙江支宁青年
5821人。1960年 5月至 6月，上述
5 个农场和平吉堡、渠口堡 2 个农
场又安置第二批浙江支宁人员
21079人。安置人数最多的前进农
场，1960年末职工人数为 2623人，
比 1958年的 1087人增加了 2.4倍；
暖泉农场 1960年末职工工人数为
2430人,比 1958年的 196人增加了
12.4倍。 （未完待续）

徐阿奎：那个时候毛主席说过
一句话，叫做“一张白纸没有负担，
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我们就是
抱着这种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心
情报的名。浙江省支援宁夏也是
很真诚的，报名是有条件的。就是
要选表现优秀的青年、身体好的、
没有家庭拖累的，而且还专门提出
党团员要带头报名，被批准来宁夏
是件很光荣的事，打起背包就出
发。在离开老家时，萧山县政府还
给我们开了个欢送誓师大会，我作
为代表发言。发言中我就表示了
三点：第一，我们到宁夏去一定要
把宁夏建设好；第二，坚决不当逃
兵，不给浙江人丢脸；第三，我们在
报纸上见，意思是要做出成绩上报
纸，向家乡人民报喜。

到宁夏时乘坐的是闷罐专列，
一节车箱有一百多人，睡在车箱的
地板上，连个座椅都没有，稻草铺
在车箱里，大家挤座在一起，累了
找个缝隙躺下睡会。车上没有厕
所，每个车箱里配了两三个马桶，

男的还好些，背过身子用就行了，
女青年就比较麻烦，在那种情况下
大家也没法讲究，女同志用马桶时
几个人围成人墙。每到停车站要
有人下来涮马桶，走走停停，7天 7
夜后到了银川。当时浙江支宁的
都是年青人，身强力壮，光萧山就
来了几百人，有几个带着家属，有
一两个小孩。我算个带队的，路途
上太累了，休息不好、吃不上饭，难
免有人发点牢骚，我在车上还要做
工作，安慰大家。

到银川后开始分配，征求了一
下我的意见，问我希望到什么地方
去，我当时对宁夏是一点也不了
解，也不知道哪里好，但我们南方
人爱吃大米，我就给管分配的人
讲，哪里有大米饭吃就把我分到哪
里，管分配的人笑了笑说，你这个
条件可以满足，就这样，把我们一
起来的 126人编了一个连，分到芦
花台原林试验场，让我当连长。后
来我又被提成芦花台原林试验站
副站长。1966年变成生产建设兵

团，成了军垦，任命我为生产股股
长，可任命的权力一天没用，文革
来了，又被免职，变成了走资派，批
斗了一年多。

徐阿奎从报名支宁的那天
起，就怀抱着建设美丽新宁夏的
决心，满怀希望，但理想与现实总
有距离，难以合拍。到宁后先是
低标准，后是起起落落的运动折
腾，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好在
离家时父亲告戒他：“不管到哪
里，都要老老实实做人，公家的便
宜绝不能沾，欺骗组织上的事绝
不能干。”也就是这两个绝不能的
教诲，让徐阿奎基本上躲过了所
有疾风暴雨般的运动冲击，独善
其身，在文革中还获得了对立的
双方的共同信任。

徐阿奎：刚到宁夏时印象最深
的是低标准，也是最困难的时期，
粮食供应标准每人每月 21 斤，根
本不够吃，我就带着 200多人到贺
兰山抓榆树叶子，回来后打成浆，
和玉米面和在一起，做成糕，每人

切一块，再喝碗糊糊。收获最大的
一次是遇到一群黄羊，被我们围住
了，但跑不过黄羊，追羊时有一只
羊掉到了山下被抓住，大家会了次
餐，吃得特别香，到现在还记得很
清楚。

那时候的宁夏比浙江落后很
多，如果没有当年各地的支援，就
不会有后来的大发展。南方人种
水稻全是插秧，到宁夏后看到全都
是撒播，观察了一年后，我们确定，
撒播肯定不如插秧，于是我们就建
议，推广水稻插秧，开始领导还怕
失败了承担责任，但我们都这样建
议，最后同意先试验几亩地，我向
领导保证：“插秧的产量一定会高
出撒播的产量。”只用了一年时间，
试验的结果就出来了，插秧的水稻
产量一下子要高出撒播的 20%以
上，当时撤播的收获 300多斤不到
400 斤，推广插秧后产量都在 500
斤以上，以后插秧技术全面推广，
增产作用特别明显。（未完待续）

（蔺银生 马君武 整理）

移民垦荒新乐章
刘天明

（一）

贺兰石砚
阎子江

日本入侵中国，宁夏没有沦陷，同
心不是抗战前线，但是抗日救国的热
情却一直高涨，这都缘于红军西征。

1936 年 6 月，彭德怀率红一方面
军主力西出陕北，西征进入宁夏同心
县，西征总指挥部就设在同心县豫旺
堡，红军西征打的旗号就是“中国人
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旗帜。按照中央
的部署，西征红军除了扩大和巩固陕
甘宁革命根据地、迎接二、四方面军，
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任务外，还
有个战略任务就是伺机夺取宁夏，打
通共产国际通道，寻求北上直接对日
作战。

但是，当时的民国政府，置大片国
土沦陷敌手于不顾，漠视共产党和全
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
仍然推行“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蒋介石亲临西
安督战，组织了 260个团 50万的兵力
妄图在甘宁一带集中消灭红军。在此
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取消“宁夏战
役”，三军撤入陕北，再寻求入晋开赴
抗日前线。

红军西征，虽然没能夺取宁夏北
上直接对日作战，但抗战烽火却在同
心乃至宁夏中南部熊熊点燃。在下马
关成立的陕甘宁省豫旺县苏维埃政府
和在同心城成立的陕甘宁省豫海县回
民自治政府两个红色政权中，都成立
了“妇女抗日救国会”“回民抗日救国
会”“江湖抗日游击队”等群众组织，红
军“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主张深入
民心。在下马关红城水的娘娘庙内，
至今还保存着当年红军的真迹。“停止
内战，一致抗日”“打日本、救中国”的
呼声穿越时空，永久回荡。

到西征前线访问的美国记者埃德
加·斯诺，在这里找到了力主抗战的中
国军队，看到了挽救危亡的中国希望，
看到红星必将照耀中国。他想把在陕
甘宁边区看到的一切，特别是红军坚
持抗战的主张，用一张最直观的照片
介绍给全世界，用什么呢？进军的冲
锋号！对，拍一张吹响“抗战之声”的
红军小号手。在豫旺堡，他连着追拍
了两个早上司号员晨练的照片，但都
不太理想，正在苦恼，恰逢刚率部打了
一个胜仗，上级奖励了一身新军装的
营党支部书记谢立全。英武挺拔、英
姿勃发的 19 岁的谢立全让斯诺眼前
一亮，他主即请过来塞给一把军号，又
把印有“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
军旗插到旁边，拍下了那张世界经典
图片“抗战之声”，并印在自己的著作
《红星照耀中国》的封面上广泛流传。
让国际社会第一次了解了中国共产党
和红军抗战的决心。

和斯诺同来的美国医生乔治·海
德姆，被红军和边区人民的抗战热情
深深感动，决定留下来参加中国抗战，
并根据豫旺地区多数民众都姓马的特
点给自己改了中国姓名马海德，表明

了和中国广大民众共同抗日的决心。
1937 年 2 月，在撤离豫旺地区的三个
月后，马海德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
年放弃美国籍加入中国籍，是新中国
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
1988年 10月去世，骨灰永远的留在八
宝山。马海德 1936年在豫旺地区改名
并参加中国革命后，把自己毕生的精
力都奉献给了中国的卫生健康事业
上，特别在消除麻疯病等地方传染病
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2019年被授
予共和国“最美奋斗者”光荣称号。

红军西征在同心地区点燃的抗战
烈火，并没有因为红军的东撤而熄灭，
而是愈燃愈烈。1936年 12月 12日“西
安事变”爆发后，逼蒋抗日，停止内战，
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进入全民
抗日战争时期。受红军西征的影响，
同心籍的大学者、大阿訇虎嵩山，以自
己的影响力，在宁夏区内外组织成立

“回民抗日救国协会”，组织后方全力
支援前线抗日。

抗战期间，宁夏著名三烈士之一
的孟长有烈士，在“延安抗日军政大
学”毕业后，受党组织委派，秘密潜入
同心海如完小以教书为掩护，开展抗
日宣传，组织抗日力量，不幸被敌特告
密，国民党宁夏当局下令抓捕拘押，海
如完小的师生涌进县政府，要求释放
非法拘押的孟长有老师。马鸿逵恐有
事变，下令押送银川秘密处决。孟长
有烈士和皖南新四军一样，没死在抗
日前线，却牺牲在民国政府党派之争
的“闹摩擦”中。

开展红色教育的具体做法：一要
充分发挥红军西征纪念馆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的作用，最大可能的做好接待
服务工作。只要有要求参观学习者，
节假日、周日我们都正常接待。红军
西征纪念馆还是中共宁夏党校、区党
委组织部、六盘山干部学院确定干部
培训教育现场教学基地，我们也充分
利用这些平台的宣传作用。近年来各
类游客年接待量平均达到 15万，累计
受教育人数超过 25 万人次。二要走
出同心，走进社会大讲堂，走进大中小
学。红色教育从娃娃抓起，更广泛的
开展对外宣传。在这方面，县政府返
聘红军西征纪念馆的党史研究员杨文
元教授做的尤为突出，近年来他应邀
在全国各地和各大专院校、部队营地
讲座 100 多场，受众人数近 10 万人。
三要积极参与各级各类红色旅游讲
解大赛。近年来红军西征纪念馆先
后参加各种比赛十余场，并多次获省
部级、区、市级奖。四要积极配合各
级各类媒体的专题拍摄和采编，扩大
对外宣传。

建议：保护和开发豫旺“抗战之
声”拍摄地，在原址塑小号手雕塑并撰
写说明；在县城红军西征纪念馆周围
建“马海德和斯诺纪念馆”。

（作者系红军西征纪念馆馆员）

红军西征
点燃了抗战大后方的熊熊烈火

买晓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