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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元 1038 年 ，宋 仁 宗 接 到 一
封表章，是党项族首领元昊请求
封 疆 裂 土 建 邦 立 国 ，表 章 上 书 ：

“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宽慈
及物，许以西部之地，册为南面之
君。”表章不长，文辞很美，所示态
度却极为强硬。宋王朝对于元昊
公然问鼎的举动，大为恼怒，宋仁
宗立即下诏削夺元昊官爵及撤销
所赐皇姓（即赵姓），停止边境贸
易，并张贴布告，悬赏重金高官捕
杀元昊。

然而，宋朝的恐吓和封锁，丝毫
没有改变元昊称雄建国的决心，于是
年十月在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筑
坛受册，登上皇帝宝座，正式建国号
为大夏，史称西夏。

西夏是以我国西部党项民族为
主体建立起来的国家。党项是我国
古代羌族的一支，最早生活在今天甘
南的辽阔草原。他们过着逐水草而
居的游牧生活，用“善马劲羊”换取汉
族地区的粮食、食盐等生活用品。

唐代，吐蕃民族崛起于青藏高原
的一个强盛民族，党项部落受其侵扰
被迫内迁。唐政府便把他们安置在
今甘肃庆阳一带，后又为吐蕃所迫
一部分迁往今陕西米脂、横山地
区。因而人们将甘陇一带党项部落
称为东山部，居于陕北地区的称为
平夏部，元昊所属的拓跋氏就是平
夏部里一支望族。党项族贵胄拓跋
氏曾先后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和
镇压黄巢起义，因功授封定难军节
度史，占据了夏、绥、宥、银四州之

地。在五代时期，实际上成为这一
地区的割据势力。

宋初，太宗赵光义想趁党项上层
贵族不和之机，削平其在夏州的割据
势力。当即激起党项族的强烈不满
和反抗，贵族青年首领李继迁，对北
宋边将对党项族的残酷虐待和剥削
十分不满，号召并领导党项族起来
反抗北宋统治。经过反复争夺，李
继迁攻占了宋朝在塞上的军事经济
重镇灵州（今宁夏灵武县），改建西
平府，奠定了大夏国开疆拓地的基
础。李继迁在进攻西凉吐蕃政权
时，受伤而殁。其子李德明继承父
业，他改变了与宋朝对立的策略，而
是既结好辽朝，也密切同宋朝的贸
易往来，并注重发展农业，兴修水
利，使境内经济日益繁荣。他把军
事目标指向河西地区的吐蕃、回鹘
政权，以扫清向霸业的障碍。 1028
年，其子李元昊率兵突袭甘州回鹘，
并在凯旋途中消灭了西凉吐蕃 。
1036 年，李德明死，元昊加紧了称帝
的步伐，设立百官，制定礼乐。创制
西夏文字、建军等。在李德明在位
的 30年间，李氏父子先后弭平了瓜、
沙、甘、凉、肃各州的地方割据政
权。至此，西夏完全控制了河西走
廊，占据了丝绸之路。其地域：东据
黄河，西至玉门，南临萧关，北抵大
漠，境土 2 万余里，已足以和宋辽抗
衡。于是在我国的历史上进入了第
二个三国时期。即宋、辽（金）、夏长
达近两个世纪的三足鼎立的局面。

（据新华网）

我于1940年元月到宁夏从事国民
党党务工作，直至解放。历任国民党宁
夏省党部党团指导科科长，宁朔县、同心
县、银川市党部书记长。

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一贯是
以党执政，以政统军。而在宁夏搞
的是党、政、军一元化，马鸿逵一手
握着宁夏的 3 个印把子。按正常情
况马鸿逵应以省党部主任委员头衔
执掌党务工作，相反他搞的是“军、
政、党”而不是“党、政、军”。马鸿逵
统治宁夏 17 年，口口声声称：“军事
拥兵自卫，政治征兵征粮，党务貌合
神离。”如 1940 年 2 月，省党部举办
第一期党务人员训练班（我是学
员），开学典礼上，马鸿逵就公开说：

“以我看来，国民党有啥用呢？”他自
恃边疆大吏，搞军阀割据，把国民党
党部看作是政治累赘。特别是在抗
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提出了“攘外必
先安内”的反共口号，给马鸿逵搞军
事独裁以可乘之机，他在会议上公
开说：“宁夏 10 万大军不调出去抗
日，就是作为安定后方的力量。”因
此他放手搞独立王国。在1945年11月
省府科以上工作人员会议上他讲：

“有人说我是土皇帝，我就是土皇
帝！看谁能把我咋样！”

1942年 3月，我被委派为国民党
同心县党部书记长，每次下乡工作，
农民都称我为“党长”，说明国民党党
部在宁夏只是一块空牌，民众普遍把
国民党党务人员叫作“卖狗皮膏药
的”。1945年 6月，省党部召集各县市
书记长工作会议，会上讨论如何吸收
党员、发展组织的问题，有人主张大
量吸收，有人主张重质不重量。会议
开了两天，互相争吵一场，没有作出
决议。省党部书记长周百锽、军法处
长程福刚将会议勾画为“会而不议，
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冒然而来，肃然
而坐，哄然而散。”这是宁夏国民党负
责人的自供。

根据我在宁夏三任县、市党部书
记长的经历，银川市党部还比较像个
样子，其他各县党部除吸收了一些党
员之外，实际上是空架子。

银川市党部的前身为宁夏省党
部直属区党部。1945年 1月正式改贺
兰市党部为银川市党部。

市党部活动情况：
党务组织：大量发展新党员，特

别是全市保甲长差不多都是党员，市
党部共有 12个区党部，72个区分部，
党员约 1600余人。

社会福利活动：1945 年 7 月，市
党部奉上级指示，以党员集股（每股
10元，多认不限）筹集资金，在银川市
西大街山河湾口，设立一所“社会服
务处”，开办图书阅览、函授、夜校、咨
询介绍、邮政代办等业务，并兼营旅
社、餐厅，代办运输。社会服务处开
业以来，既优待了党员（党员住宿八
折收费），也方便了群众，得到群众的
好评。可是不到半年，服务处就变成
了私人发财场所，本利全光，也不知
道钱都到哪里去了。

体育活动：市党部在全市机关单
位组织篮球队，定期举行比赛，对银川
市的体育活动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日子不长就烟消云散了。
宣传活动：市党部成立了一个

“新闻报道站”，利用茶馆，指定说评
书者每天先来一段读报、说报活动，
宣传抗战形势和国内外简要新闻。同
时，市党部还指定专人，每天把中央通
讯社发出的通讯，用大字摘要抄写 30
张，分贴于街道口供人阅览，这种工作
做的时间比较长。

区分部的颁布：将全市 46个区分
部划分为 7个区党部。即以省党部本
身 4个区分部划为第一区党部；以市
党部为中心的 7个区分部组成第二区
党部；以实验小学为中心的 8个区分
部组成第三区党部；以盐务局为中心
的 6个区分部组成第四区党部；以《民
国日报》社为中心的 7个区分部组成
第五区党部；以省回协为中心的 5个
区分部组成第六区党部；原省银行下
属 3个区分部划为第七区党部。1946
年前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指示各
省、市、县党部要大量发展工农党员，
因为银川市区没有农民，仅有机械修
配厂、光宁火柴公司、兰鑫机器厂等
几家企业，规模不大，职工不多，市党
部共吸收 89名新党员。

1947年，国民党中央党部通令各
省、市进行党、团合并，即三青团并入
国民党内，撤销三青团。各级党团部
的领导以党干为正，团干为副，原团
部的书记、股长、干事与党部秘书、干
事同等工作，团员即转为正式党员。
银川市党团合并工作如期完成。

党团员总登记：国民党中央党
部在党团合并之前已有指示，党团
合并期间不发展新党员，并要求
1947 年 12 月底以前，以县、市党部
为单位办理一次党、团员总登记。
由区分部、团分队向县、市党部领取
登记表，表格分前后两面，是党员又
是团员的两面都填，只属一种的只
填一面，均由本人自填，签名盖章，
贴半身相片 3 张，交登记费 2 角，由
区委会收齐后上报，并由县、市党部
审验后一一加盖“已参加总登记”戳
印。县、市党部党、团员总登记工作
办完后，呈报国民党中央总部核发
党证，但一直未发下来。

建立情报组织——“党员通讯”：
该组织设在国民党的区分部内，但又
不同于“调统室”（中统）专搞情报。

“党员通讯”只是指定党员为通讯员
以收集各种情报，向区党部或市党部
口头或书面汇报。

党团员总登记完结，国民党中
央党部指示：各省、直辖市党部经费
由中央继续照发，各县、市党部经费
改由各省市政府筹发。据知其他各
省、市都照指示自筹经费，惟宁夏马
鸿逵说：“省政府拿不出这笔钱，各
县、市党部只留一名录事看管档案，
其余人员一律转业从政。”因此，我
在 1948 年 2 月 1 日到省回协工作。
我虽离开市党部，但我是最后一任
银川市国民党市党部书记长，所以在
1949年 9月宁夏和平解放后，我按照
人民政府指示，把银川市党部手续向
人民政府交代清楚，人民政府给我安
置了工作。
（摘自《宁夏文史资料》第二十六辑）

元昊问鼎中原

国民党在宁夏的党务活动
马万钧

从 20世纪 60年代中期开始，
为“三线”建设而迁移到宁夏的大
批工厂及其人员，使宁夏工业得
到飞跃性的发展。1965年7月1日，
由石家庄拖拉机配件厂迁建的吴
忠配件厂建成投产，批量生产东
方红-54型和 4146型活塞。这是

“三线”建设中在宁夏建成投产的
首家企业。1965 年，由沈阳市第
三橡胶厂和青岛橡胶二厂部分迁
建，并于 1965 年 12 月 31 日基本
建成新的银川橡胶厂；1965年2月，
由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 435
室、436 室、215 室合并迁建的宁
夏有色金属冶炼厂在石嘴山大武
口开工建设，年底建成；1965 年
10 月 1 日，由北京仪器厂迁建的
青山试验机厂在青铜峡县建成投
产；1965 年 10 月 25 日，由大连机
床厂迁建的长城机床厂在银川建
成投产；1965 年 11 月 15 日，由大
连起重机器厂迁建的银川起重机
器厂在银川建成投产；1965 年 12
月 1 日，由辽宁沈阳中捷人民友
谊厂迁建的大河机床厂在中卫县

建成投产，随迁职工 663 名（《宁
夏通志·工业卷》纪事中记述此事
的 时 间 为 1966 年 3 月 10 日）；
1965年，青铜峡铝厂在山东铝厂、
郑州铝厂、抚顺铝厂、兰州冶炼厂
等厂家的设备、技术和人员支持
下，再度上马。石嘴山钢铁厂于
同年改建和扩建，鞍山钢铁公司、
天津市冶金局、本溪钢铁厂支援
了大批干部、技术人员和机器设
备；1966年 2月，由大连仪表厂迁
建的宁夏银河仪表厂在银川建成
投产；1966年 3月 30日，由上海自
动化仪表七厂迁建的吴忠仪表厂
在吴忠县建成投产。1966年 7月
18日，在中央“三线建设”方针指
导下，煤炭工业部决定，按照国家
关于“靠山、分散、隐蔽”以及“工
农结合、厂社结合”的建设方针，
在宁夏大武口兴建西北煤矿机械
厂，生产煤矿井下回采工作面运
输设备、金属结构产品和防爆电
动机，企业主要干部、工程技术人
员和部分工人分别从张家口、淮
南、抚顺等煤矿机械制造厂抽调，

到 1970 年年底，共调入 1400 多
人，其中张家口 600 人、淮南 500
人、抚顺 300 人；1969 年 9 月 12
日，由沈阳市中捷人民友谊厂迁
建的长城机床铸造厂在银川建成
投产；1969年 10月 1日，由辽宁省
瓦房店轴承厂迁建的西北轴承厂
在平罗县建成投产；由天津市红
旗仪器厂迁建的吴忠微型试验仪
器厂在吴忠县建成投产；1970 年
4月 10日，由山东省 732厂迁建的
胜利阀门厂（代号 9922 厂）在银
川建成投产，并于 1984 年 3 月更
名为兴庆机器厂；1970 年 9 月 15
日，由张家口煤矿机械厂、淮南煤
矿机械厂、抚顺煤矿机械厂分别
迁建的西北煤矿机械一厂、二厂、
三厂在石嘴山市大武口附近建成
投产。1973 年，成立西北煤矿机
械总厂，统一领导。1976年 10月
1日，由吉林省 524厂迁建的红卫
机械厂（代号 5233 厂）在固原县
建成投产，于 1980 年 8 月改名宁
夏清河机械厂。这是“三线”建设
中从外省最后迁移到宁夏的工

厂。至此，浩大的“三线”建设工
厂迁移结束。“三线”建设中有多
少人员随迁不详，但是所有工厂
的搬迁都是包括人员随迁的，其
数量十分庞大。

“三线”建设中迁移大量的
工厂及工业队伍，对我区工业发
展意义重大。第一，使我区工业
门类增多，规模扩大。1978 年与
1964 年相比，工业企业单位数增
加 1.4 倍，达到 1072 个。其中大
中型企业发展到 27个。第二，工
业经济获得高速发展。1978年与
1964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 9.5
倍，达到 14.4亿元，平均每年递增
18.3%，固定资产（原值）增长 8.7
倍，达到 20.2亿元。第三，工业职
工队伍得到迅速扩大。1978年与
1964 年相比，所有职工人数增长
3.8 倍，达到 14.3 万人。第四，工
业成为宁夏的主导产业。1978年
我区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
比重已由 1964 年的 24.8%上升到
68.9%。工业已发展成为宁夏的
主导产业。

征集宁夏移民史料的过程，
其实就是挖掘一段艰难创业的
历史过程，就是挖掘一部奋斗和
光荣的历史过程。 2020 年的一
天，当我们走进固原市西吉县
时，一位支宁人的后代，西吉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王吉安，给我们
讲述了他的父亲和曾经中央警
卫部队的 50多名战友，因为一声
命令永远扎根宁南山区西吉县
的故事。

王吉安回忆说：听他父亲讲
述，自治区成立以后，1965 年，自
治区党委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提及
宁夏缺少干部，希望中央能够予
以解决。中央有关部门经过协
调，把即将要复员转业的中央警
卫部队 50多名官兵分配给宁夏，
支援宁夏建设。50多名官兵中没
有一个人了解宁夏的情况，只知
道宁夏是边疆，是黄土高原，条件
艰苦。他们老首长的一席话，让
他们铭记心中：“这就像是战场，
让你们支援边疆，建设宁夏，这就
是命令，你们是保卫党中央的部
队，命令，就是党中央的命令！”50
多名复转官兵热血沸腾，把老首
长的一席话，铭记心中，而且一记
就是一辈子。

就这样，这批 1958 年入伍

的，以河北和湖南籍为主的官
兵，离开了北京城，离开了他们
服役了整整七个年头的军营，奔
赴宁夏的大山深处。临行前组
织要求他们，没成家的在一个月
内抓紧成家，成家了的收拾东
西，准备举家迁移，支援宁夏建
设。 1965 年 5 月，50 多名官兵，
拖家带口，全部抵达宁夏，辗转
来到了西吉县。

当时的西吉县城没有像样的
公路，没有拔地而起的高楼，也没
有青砖瓦房，摆在他们面前的只
有四面的高山和一些土坯房子。

50多名官兵被分配到西吉县
的各行各业，有的分到银行，有的
分到供销系统，还有的分到粮食
系统，而更多的则分到了兴隆、将
台、马莲等乡镇从事基层工作，一
家分配一间土坯房子，虽然条件
比较艰苦，可对他们而言，组织上
分配到哪，哪就是战场，就是他们
战斗的地方。

在西吉县安家落户以后，
这 50 多 人 每 人 每 月 可 以 领 到
27 斤粮票，有一部分家属也分
到了工作。像王吉安母亲之前
是火车司机，调过来后在西吉
县农机修造厂上班。西吉县的
农机修造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逐渐兴隆起来的。还有一部分
复 转 官 兵 的 家 属 没 有 分 配 工
作 ，尽 管 她 们 有 文 化 基 础 ，甚
至学历不低，但因没有安排工
作便做了家庭主妇。这么多年
来 ，每 当 心 里 委 屈 的 时 候 ，他
们就想起老首长的话，把西吉
当 作 第 二 故 乡 ，无 怨 无 悔 ，在
艰苦的山区默默奉献着自己的
青春年华。

上世纪 80年代初期，有一名
复转军人瞒着战友，借回河北老
家探亲之际，办理了调动工作，
并给王吉安的父亲写信叫他们
赶快回河北老家。按照当时的
情况，部队转业的干部，在外地
待了这么多年，只要想回到原籍
县城，县里就能给安排好的工
作。王吉安很清楚的记得，他的
父亲不仅拒绝了，还一直说这个
叔叔是“逃兵”，给我们保卫党中
央的部队丢人。

在与这些复转军人的后人们
交流的时候，早已看不出他们是
外乡人，一口纯正的西吉话，比当
地人说的还地道。作为这批复转
老兵的第二代，王吉安深有感触
地说：“看到我的父辈当时过的那
样清贫，心里真的不是滋味，但他
们从来都没有怨言，也没有要求

进城，许多父辈直到退休才从乡
镇搬到县城。他们那辈人从来没
要求过啥，但是让我一辈子忘不
了的就是，他们对党的忠诚和对
工作的执着与坚守。我工作以
后，从来没有刻意为自己的升职
或前途奔波，只有努力的工作，这
也算是一种传承吧。”

这 50多名老兵，很多人都已
经去世，在世的也因年纪较大无
法诉说他们的故事。从第二代
王吉安等人口中听到的故事虽
然很平凡，这个群体也没有做出
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但他们身
上那种忠诚、执着和奉献一生的
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光大，他们的人格是伟大的，精
神是闪耀的。

走出大山，感悟良多，因一
声命令，就舍弃繁华与荣耀，扎
根西吉，甘愿艰苦和奉献。坚
守一月、一年也许容易做到，但
是一生坚守却弥足珍贵。或许
像他们这样的支宁人，在宁夏
还有很多，他们所在的岗位平
凡而又普通，他们的故事平淡
又朴素，但他们每一个人，都闪
耀着时代的光辉，闪耀着精神
的力量。

（祖宁平 杜恩东 整理）

号 召

支宁工作是在全国人民轰轰
烈烈开展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
人民公社的形势下，为了使边远
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内地一样
齐头并进加快发展，国家从内地
动员大批青年劳动力和科技人
才，到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
社会主义建设。

支援宁夏建设是根据 1958年
7月 30日中共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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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从河
北、河南、上海、广东、湖南、湖北、
浙江、江苏、安徽、山东、四川各省
动员 570 万青年、对口支援内蒙
古、新疆、青海、甘肃、宁夏、辽宁、
吉林、黑龙江、海南。支援工作由
国家农垦部、各省党委负责动员
组织。

动 员

浙江从省到各市县、乡镇，
都 成 立 了 支 宁 委 员 会 和 办 公
室。各市县用广播电台开展宣
传动员工作。各级领导召开支
宁工作会议，各乡、村部召开党
员会、团员会和社员大会，宣传
党中央的决定和支援宁夏、建

设边疆、保卫祖国的重要意义，
介绍天下黄河富宁夏，是塞上
江南和鱼米之乡。宣传富饶的
宁 夏“ 处 处 有 宝 藏、遍 地 是 牛
羊”。号召共产党员和共青团
员带头，复员军人和有文化的
优秀青年带头，“一人支宁、全
家光荣”。宣传中各乡镇还规
定，思想落后的、身体有病的、
家庭有拖累的、地富分子四不
要、四不批。宣传工作做到家
喻户晓人人皆知。经过大张旗
鼓的宣传动员，广大青年热烈
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怀着到大
西北去、到宁夏去、建设祖国、
保卫边疆的雄心壮志，积极报
名，纷纷写申请书、决心书，表
达 支 宁 的 决 心 。 然 后 由 乡 镇
（公社）党委研究批准 ,召开村
民（社 员）大 会 ，公 布 批 准 名
单。同时，将批准名单又用大
红纸张榜公布。由乡镇干部将
《支宁光荣证》敲锣打鼓送到各
家，各乡村召开群众大会给每
个 支 宁 青 年 披 红 戴 花 照 相 留
念。给每人发了一件棉大衣、
一顶棉帽、一双棉鞋，将支宁青
年送到县、市集中按军事化编
制 ，县 、市 为 团 ，区 、乡 、村 为
营、连、排。最后将他们送到火

车站，由地区和有关市县党政
领导主持召开欢送大会，由带
队干部、护送干部负责护送专
列火车跨过长江、飞越黄河，经
过七天七夜，将支宁青年安全
送到了宁夏。

在支宁十周年、二十周年，浙
江省曾发来慰问信。在支宁三十
周年，浙江省委和政府以及义乌
市、余姚市等县市三级组织了慰
问团，来宁慰问支宁人员，大家深
受教育和鼓舞。

支 宁

根据党中央的决定，1959 年
1 月 12 日。宁夏党委派政府副
主席马玉槐到浙江，和浙江省政
府副省长李丰平举行会议。两
省区商定，从 1959 年开始，五年
内从浙江省动员 30 万青年支援
宁夏建设。浙江省成立了支宁
委员会，负责动员工作。宁夏成
立了自治区安置来宁人员委员
会 ，马 玉 槐 任 主 任 ，民 政 厅 长
刘 震寰任副主任，在民政厅设
立安置办公室，负责支宁人员接
收安置工作。

从 1959 年开始到 1960 年两
年，浙江省动员了 103000 名优秀
青年支援宁夏。支宁人员男女各

半，平均年龄 21岁。其中共产党
员、共青团员 21000 名，还有一批
复员退伍军人，科技人员。安置
到宁夏川区 11 个县（市）农村的
50175人，安置到国营农、林、牧场
的 41325人；安置到自治区各市县
机关、工业、交通、文化、卫生、水
利、电力部门的 11500人。

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十分重视
支宁人员的安置工作，各市县、农
场、单位都成立了安置委员会和
安置办公室，从各地采购了 8000
多立方米木材，17000 立方米玻
璃，在各市县农村新建一批砖瓦
房，供农村支宁人员居住。自治
区从财政拨出一批安置经费，按
每人 400元开支。安置到农村的，
每人每月 15 元、家属 10 元，定期
发给生活补助费。

1959 年 6 月，第一批浙江杭
州等市县支宁人员专列到达银
川火车站 ,自治区、银川市党政
领导和银川各界群众在火车站
广场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自
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王金璋致
欢迎讲话，会场张贴欢迎大标
语，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气氛十
分热烈，支宁青年也十分激动。
之后的支宁青年也分批到达各
市县。

一声命令 一生坚守
——记原中央警卫部队50多名复转军人扎根西吉的故事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一组

十万浙江青年支援宁夏
支宁带队干部 汪智泉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