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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浙江青年支援宁夏
支宁带队干部 汪智泉

（三）

“三西”建设时期的吊庄移民开发

喜欢搞发明的广播人——尹志华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三组

刘天明

吊庄移民开发的基本
类型

按照吊庄移民迁移的地域
来划分，可划分为县内吊庄移
民开发、县外吊庄移民开发
两种。

首先来看看县内吊庄移民
开发。在贫困县内的平川上，
兴修水利工程，开垦荒地，用黄
河水资源灌溉农田，从干旱缺
水的困难地区迁移安置移民发
展生产。其优点是隶属关系不
变，易于组织协调。迁居距离
近，是乡与乡之间的迁移，难度
小，建设速度快，费用低，效益
好，移民适应性强，绝大多数的
移民均能当年迁移，当年见效，
两三年解决温饱。缺点是土地
面积小，潜力不大，移民安置容
量小，数量有限。另外，迁移人
口仍以种植业为主，劳务输出、
乡镇企业发展缓慢，使开发地
后劲不足。到 1996年年底，共
有 6 处县内移民开发区：同心
县的河东、河西，海原县的兴
隆、高崖、李旺，固原县的七营，
共搬迁安置移民 6.87 万人，开
发土地万亩，其中 90%的农户
已稳定解决了温饱，40%的农

户人均产粮达到 500 公斤，年
人均纯收入达到500元以上。如
1983年开发建设，1988年建成的
同心县河西、河东移民吊庄基
地，由于科技投入大，起点高，发
挥效益快，粮食亩产由开发之初
的 115公斤，提高到 368.9公斤，
人均占有粮食573公斤。

再来看看县外吊庄移民开
发。利用以工代赈的形式将宁
南山区一些生产、生活条件极
端贫困的农民跨地区的迁往引
黄灌区，进行农业生产开发。
其优点是长远效益好，能够规
划整治国土，安置移民数量多，
并可按照移民开发地所处的周
边环境，因地制宜，进行深度综
合开发。缺点是距离远，搬迁
费用多，难度较大，移民刚到迁
入地时，各方面不习惯，容易产
生动摇情绪。到 1995年，共建
县外移民开发地 15处，它们是
隆德县迁出的隆湖吊庄，泾源
县搬迁的芦草洼吊庄，固原县
搬迁的中宁县大战场、长山头，
吴忠的扁担沟，彭阳县搬迁的
中卫县马家梁，盐池县搬迁的
灵武狼皮子梁、青铜峡市干城
子，海原县搬迁的月牙湖、五堆
子、三棵柳和灵武县的白土岗

子、贺兰县的南梁台子、永宁县
的玉泉营，西吉县搬迁的中卫
南山台子。

按照吊庄移民安置的方式
来划分，可以划分为集中安置
式的移民开发和分散安置式的
移民开发。

集中安置式移民开发是建
立移民开发基地，集中安置移
民，即搬迁时将整个自然村安
置在同一个开发区内，并沿用
迁出地名称，如固原县迁到中
宁县的开发基地，其名称仍为
大战场乡，迁到此处的村子的
名字仍为锅底坑村等。其优
点是，移民大多相识，人际关
系密切，保持原有的社会心
理、文化交流、生活习惯等，移
民容易接受。

缺点是移民都是来自贫困
地方的穷人，资金匮乏，对新的
环境，新的生产技术缺乏了解，
搬迁后第一年的生活、生产困
难大，办法少。采取这种移民
开发方式的有隆德县搬迁的隆
湖吊庄，泾源县搬迁的芦草洼
吊庄，固原县搬迁的中宁县大
战场乡，彭阳县搬迁的中卫马
家梁，盐池县搬迁的灵武狼皮
子梁，海原县搬迁的陶乐县月

牙湖等 9处。吊庄规划总面积
50.4 万亩，计划开发配套面积
28.54 万亩，到 1994 年年底，已
开发配套土地 22.66万亩，搬迁
安置移民 90061人。

分散安置式移民开发，又
称插花式移民开发，由迁出县
和迁入县联办，共同组织移民
进行开发建设，即在灌区已开
发但缺人经营的地方，划出若
干定点村，安置山区移民。投
资由迁入县掌握，负责平田、建
房等，给搬迁户每人两亩耕地，
每户两间房，一口水窖。迁出
县在两年内负责搬迁并安排搬
迁群众当年的生活和种子、肥
料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
年后搬迁群众生产、生活走上
正轨，并能自理和自给，即交由
迁入县管理。这种方式的优点
是可以利用原有的生产生活设
施，投资少，移民可在当地群众
的帮助下，容易克服各种困
难。目前，采取这种移民开发
方式的有，西吉县迁往中卫县
的南山台子，海原县迁往陶乐
镇的五堆子、三棵柳和灵武的
白土岗子，彭阳县迁往中宁县
的长山头，盐池县迁往青铜峡
市的干城子 5处。

到宁夏电台筹备处报到
后，刘亚民给我们大概介绍了
筹建情况，那可真是筹备，几乎
是什么设备也没有，唯一的设
备是一台德国的老 D 型录音
机，是个宝贝，光杆一台录音机
再好也是什么也干不成。

来宁夏前想得最多的是会
遇到什么设备和工作环境，生
活方面几乎没有考虑，那时候
艰苦也光荣。在火车上我们还
说要是先看到全套的技术图纸
就好了，但到了后才知道要白
手起家，很多设备都是靠我们
去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伸手寻
求支援。

我们报到后的第一项工作
是去修解放大街。当时银川连
个县城都不如，城里还有很多
排水沟和大芦苇坑。修马路、
拉土方、填水坑。

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知
道了宁夏的情况后，把一台旧
的发射机送给宁夏，一千瓦的
发射机，拉到银川后没有发射
铁塔，就在公园附近一个空地
上立起一个大木杆调试。尽管
工作条件很差、生活很苦、但工
作热情很高，第一次从立起的
大木杆子上接收到了无线电波
信号时，那个高兴劲儿现在还
记得十分清楚。

自治区成立时我们去火车
站接中央代表团，团长是林伯渠，
中央台希望我们搞个录音报
道，台里派的沙荻、耿长庚和我

3人去。
录音报道只有现场录音

还不行，还必须把现场采录的
声音再编辑成播出带才能播
出。当时台里只有一台录音
机，根本无法编辑，这个还不是
最大的困难，最难办的是怎么
把录音报道素材送到北京。那
时候还没有专业的传输线路，
领导还说：“你们先把现场录下
来，实在不行再把录音带送到
火车上，请中央台的人到北京
站接车，让他们再编辑播出，但
这样的话会耽误很多时间，当
时火车到北京要两天的时间。”

在大家做准备工作时，我
突然想起电话线也可以传送录
音素材，就向刘亚民汇报，他听
后马上与邮电部门联系，一试
真的行，最后就是通过电话线
把录音素材传到北京，他们接
收后再编辑，当天晚上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就播出了宁夏台的
录音报道。这次报道还受到了
新成立的自治区政府领导的表
扬。那也是宁夏人民广播电台
第一次通过电话线传送录音素
材，这个技术通道打通后，后来
很多报道都是这样传送。中央
台采用宁夏台的录音报道也开
始多了起来。

我印象深的还有一次是跟
沙荻去青铜峡水库建设工地采
访。当时水库完成了对黄河的
截流，影响很大。那个冬天，黄
河来水量较少。沙荻是记者，

我给他提供录音技术保障。沙
荻真是个好同志，不怕吃苦、
思维敏捷，那天风特别大，录
音采访时他怕风大对音质有
影响，就用身体挡住上风头，
我怕录音机里进了沙子，还把
大衣脱下来，盖在机器上，那
时候对机器的爱护真的像爱
护自己的眼睛，没人计较得失，
思想都很纯洁。

上世纪 60 年代后电台的
各项工作基本上进入了有序
阶段。但工作中的配合还是
经常出现问题，最早的电台是
直播，全国都一样，后来出了
几件事故，影响很大，你想，播
音员也是人，难免会出错，都
是手写的稿件，字稍微潦草
点，就可能让播音员吃字或打
疙瘩（口吃），中央台也出了很
多这样的笑话，如有个新闻稿
是：“把毛主席著作送下乡”，
可播音员播的时候出错了，把
著作两个字“吃掉”了，说成
是：“把毛主席送下乡”，还有
的新闻稿中写的是：“苦干实
干加巧干，播出时成了苦干实
干加二十五干，把巧字读成了
二十五，这样的事情挺多的。

后来上边出了个规定，新
闻稿件必须录播，先录好音，再
播出。可是一录播，工作量就
增加了一倍还多，技术保障工
作量增加很大，还有播音员与
技术人员的配合问题。播音员
是在播音间工作，密闭的，录音

员是在隔壁的房间操作，是两
个房间，相互之间说话听不见，
全是通过中间的一个玻璃窗打
手势，经常有播音员在里边播
了，外边的录音机没开，或是录
音机开了，里边没准备好，步调
不一致，有时候稿子来的晚，要
赶播出，大家都急，天天吵架，
工作矛盾很大。

后来我想，能不能搞个摇
控操作平台，录音机还在外边，
但摇控开关在播音员手边，播
音员准备好了自己开机，出现
错误或想重录一遍也是播音员
操作。

这样就可以解决两个人
操作不协调的问题。那时候
领导也支持技术革新，我和
周广政等几个技术骨干一商
量，都认为可行，大家先汇总
技术方案，我出图纸，那时候
家里穷，连个桌子也没有，晚
上就趴在缝纫机上画图纸，制
作时只能晚上加班，因为白天
要播出，机房不能动，经过一
个多月的努力，摇控操作平台
成功了，一下子解决了困扰好
几个部门的技术问题，值班编
辑不烦燥了、播音员不烦闷
了、录音员不烦恼了、质量还
提高了，效果特别的好，当时
的领导还跟我们说：“你们这
一项革新提高了质量又解决
了三方面的烦恼和协调。”

（尹志华 口 述 蔺银生
马君武 整理）

先 进

六十年来，在自治区党
委领导关怀下 , 浙江支宁人
员在各条战线上，辛勤工作、
艰苦创业，将青春年华无私
奉献给宁夏地区经济、文化、
社会建设。为增进民族团结
作出了重大贡献，大批支宁
人 员 受 到 自 治 区 党 委 和 政
府、国家部委的表彰奖励，他
们中事迹特别突出的如 :在农
垦战线上 ,连续五年被农场评
为先进生产者、优秀共产党
员、全国劳动模范、荣获农垦
部 劳 模 奖 章 和 证 书 的 江 再
林 ；在 教 育 战 线 上 ，无 私 奉
献 、银 川 市 特 级 教 师 章 健
（女）；在医疗卫生战线上，著

名中医妇科专家、自治区政
协委员张镇；在公交战线上，
屡创优异成绩的高级工程师
郎国庆 ;在文化战线上，作出
重要贡献的书法家陈善德；在
农业战线上，工作事迹突出、
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荣获团
中央“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
积极分子”奖章王月明；在商
业战线上，为宁夏发展经济成
绩显著、荣获自治区、全国“三八
红旗手”称号的程宁；在金融战
线上，积极支持企业发展、银川
市先进工作者李君庆；在扎根固
原山区中，为贫困农民脱贫致富
作出了积极贡献、荣获国家《边
疆优秀儿女》光荣称号的陶国
琪。他们的先进事迹，为国家争
了光、为浙江人民争了光。

回 乡

浙江支宁人员来到宁夏，
正赶上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
全区群众生活实行“低标准，瓜
菜代”，粮食严重减产，职工口
粮从每月 30斤降到 25斤，单身
的支宁青年，没有任何积存，又
无瓜莱可代，粮食不够吃，摘野
菜吃，房子不够住，挖地窖代
替。由于恶劣的气候，缺衣少
食、缺医少药，生活极端困难，大
批支宁人员因营养不良发生了
浮肿病、干瘦病。自治区党委曾
给每人增发了半斤黄豆粉，增加
营养，由于数量太少，浮肿、干瘦
病不断增加，还发生了非正常死
亡现象。加上当时宁夏又开展
了反坏人、反坏事的“双反运

动”，一些支宁人员被错捕、错
判，使他们产生了恐惧心理，从
1960年冬到 1961年底大批支宁
人员纷纷离开宁夏返回浙江。

因自治区刚成立，物质基
础薄弱，粮食住房严重不足，没
有能力接收大批支宁人员，为
了避免发生更多的问题，经研
究，对支宁人员采用放长假、回
乡探亲的法办，由个人申请、单
位批准，补助路费，自带户粮关
系，有组织批准送回原籍，最后
坚持留在宁夏的只有万余人。

支宁人员在宁夏已奋斗了
六十年了，他们将自己的青春
无私奉献给宁夏，我们要告诉
子孙后代，不能忘记这种精
神，为建设美丽的宁夏继续作
出贡献。

提起红军会师，大多数人都知道会宁
会师，却在不经意间遗漏了将台堡会师。
将台堡在固原市西吉县。 1936 年 10 月
22 日，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
这里会师。记者一行到达将台堡时正值
中午，穿过熙熙攘攘的街市，一座气势恢
宏的古堡出现在面前，门楣上镶嵌着“将
台堡”三个大字。在长征路上，曾有一批
名将在这里相聚，然后又从这里出发，最
终夺取了胜利。

千年古堡成了红色遗址

将台堡位于西吉县南部葫芦河与马
莲川河交汇处，距县城 30 公里，两河交汇
形成三角埠坪，地势平坦宽阔。相传为宋
代驻兵的堡垒，更是宋将穆桂英的点将
台。 1920 年海原大地震，将台堡遭到损
毁，现在人们看到的将台堡是在原址上缩
小重建的。

1936年 10月 22日上午，红二方面军总
指挥部和二军团终于到达甘肃静宁县将台
堡（今属宁夏西吉县），与前来迎接的一军
团二师胜利会师。六军团于 23日到达兴隆
镇，与一军团一师胜利会师。时任红二方
面军第四师十二团团长黄新廷记得，那天
下午，他们正在行军，意外地发现了一名红
军骑兵，原来是一方面军的侦察员，就给他
们带路，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与前来迎接
他们的一军团二师五团会合。

当时，黄新廷骑在马上，正思考着问
题，没有注意看前边，忽听卢冬生师长喊
道：“快下马!”他一下子回过神来，赶忙跳
下马和红一方面军的同志相会。战友们久
别重逢，高兴得热泪盈眶，大家情不自禁
地欢呼起来：“我们胜利会师了!”热烈地拥
抱、欢呼，完全沉浸在欢乐之中。那种感
情，真是用语言和文字难以表达的。23日，
红二方面军六军团到达将台堡以南的兴隆
镇，与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胜利会师，
至此，红军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三大主
力红军实现大会师。其后，会师官兵一万
多人在将台堡东侧的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
会师联欢。

将台堡会师在长征史上占有重要地
位，一大批赫赫有名的红军将领在这里相
聚，然后又从这里出发，最终夺取了胜利。

贺龙、聂荣臻、刘伯承、任弼时、肖克、
关向应、左权……正是这些响亮的名字让

“将台堡”得以名副其实。
记者一行到达将台堡时，正是一个中

午，恰逢镇上的集市，街道上熙熙攘攘，人
声鼎沸。

将台堡位于镇子中间，现在是红军
会师纪念馆。这是一座气势恢宏的古
堡，保存的相当完整，堡门在正南面，其
上镶嵌着“将台堡”三个大字。在古堡的
映衬下，前方的红军会师纪念碑庄严非
常。纪念馆内，正好遇到馆长张玉忠，他
说纪念馆在古堡内，还有红军指挥部旧
址。纪念碑坐落在将台堡内东侧，碑高
22.5 米，碑的正面镶刻着江泽民同志题写
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
碑”16 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背面是中共西
吉县委和政府撰写的碑文，碑的顶部雕
有三尊红军头像，象征红军三大主力会

师，碑身下部浮雕 8 组代表中国革命胜利
的图案。

“将台堡会师纪念碑，是最晚落成的长
征纪念碑，但这丝毫不影响它的历史地
位。”张馆长说，纪念碑是 1996年 10月在纪
念长征胜利 60周年之际修建的。

会师之前的激烈战斗

将台堡会师是怎样一个经过？多少年
来由于宣传较少，了解的人并不很多。

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黄新廷当
年参加过会师，他时任红二方面军第四师
十二团团长，解放后曾担任过成都军区司
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他
在回忆文章中说，10 月 20 日傍晚，他们到
达六盘山南山脚下，时值深秋，树木落
叶，花草凋零。他们准备从山脚下绕过
去，正行进间，突然遇上了马鸿宾的骑
兵，敌人从附近的山头上朝他们疯狂地
扑来。前卫营营长蔡久一面派人向团里
报告敌情，一面指挥部队阻击敌人。他
立即命令三营去支援二营，一定要顶住
敌人的进攻，保证军团主力顺利通过六
盘山。经过激烈的战斗，他们打退敌人
的进攻，占领了一个小村庄，控制了山下
的大道。大西北深秋的夜晚，寒气袭人，
那时他们身上还穿着一年前的单衣，冻
得直打颤。黎明前，敌人约两个团的兵
力，在炮火掩护下冲过来，当敌人接近阵
地前沿时，战士们一起开火，再加上一阵
手榴弹，打得敌人倒下一片。随后红军
战士像猛虎似的发起了冲锋，把敌人压
到一条沟边去。正当他们准备把敌人全
部歼灭时，敌人的飞机突然飞临上空，疯
狂地扫射、轰炸，红军只好迅速疏散隐蔽，
逐步撤出战斗。

上午，部队正在转移，却又遇上了东北
军的一个骑兵团。红军迅速抢占有利地
形，集中火力，打得敌人弃尸而逃。之后，
他们接到通知，主力部队已于当天顺利通
过六盘山，向北转移了。

总书记将台堡缅怀先烈

将台堡会师是红军长征中的另一个重
要节点，《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
八十周年》和军事科学院编著的《中国人
民解放军战史》等都将红一、四方面军的
会宁会师和红一、二方面军的将台堡会师
作为三大主力会师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
在党史、军史上给予同等重要的历史地
位，并把这两次会师的实现作为长征胜利
结束的标志。

1996年 10月 22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
长征胜利 6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发表重要
讲话，其中讲到：“六十年前，中国工农红军
第一、二、四方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
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这是对将台堡
会师历史地位的充分肯定。

2016年夏天，习近平总书记还来到将
台堡，他说，长征永远在路上。这次专程
来这里，就是缅怀先烈、不忘初心，走新的
长征路。我们这一代人要走好我们这一
代人的长征路。两个月后，记者在将台堡
采访时，很多当地人津津乐道习近平总书
记来时的情况。 （据《兰州晚报》）

将台堡：长征路上的“聚将台”

将台堡三军会师纪念馆。

宁夏在古代地居边陲，地广人稀，虽
有秦汉、北魏、唐和西夏几个时期的移民
开发，但是也历尽各朝代的治乱兴衰，因
而直到元初，仍然有许多荒地没有得到
利用。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不久，便于公元
1264 年派中书左丞张文谦行省中兴、西
夏等路，同行的还有著名的水利专家郭
守敬。他们到宁夏以后，公布告示安定
人心，发动军民疏通了唐徕、汉延、秦家
等几条大渠和 70 余条灌溉支渠，使 9 万
多顷土地得到了灌溉。郭守敬还对今银
川至内蒙古东胜一段的黄河进行了勘
察，向忽必烈提出：从中兴（宁夏银川）至
东胜（今内蒙古）可通漕运的建议。当时
忽必烈对宁夏地区的军事屯田也十分重
视，曾下令迁来大批军队在此垦荒。原
西夏国相斡道冲的孙子朵儿赤看到中

兴、西夏等地“土瘠野旷，十不耕一”，就
建议忽必烈屯垦，他毛遂自荐担任南军
总管，负责筹划这一地区的屯田事宜。
忽必烈答应了他的请求。朵儿赤任职
后，将南军中身强力壮的人挑选出来进
行垦田，堵塞修整了许多影响屯耕的黄
河岔流沟渠。三年之后，收成大增。忽
必烈在位时多次把湖北等地的居民和俘
虏 的 南 宋 军 人 迁 往 中 兴、开 城 一 带 屯
田。据史料记载，前后地区仅政府各类
屯田便有五千四百多顷。

也就是在元代，“宁夏”这一名称见于
世。蒙古灭亡西夏以后，在较长一段时
期，今宁夏平原地区仍沿用旧称西夏、中
兴、直到至元二十二年（即公元 1285 年），
才设立“宁夏行中书省”。宁夏作为省级
的建制始于元代，至今已有七百多年的
历史。 （据新华网）

土瘠野旷好屯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