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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党史大事记（十）

邢万莹

宁夏革命英烈

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寻找红色记忆寻找红色记忆

（四）

（作者系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共党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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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万莹

从松花江畔到黄河岸边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绘制宁夏发展蓝图的高级建筑师——张 亮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崔景岳从一些在艰苦环境中脱党叛党的
行为中，看到了党的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以及
对党员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他
除了重视和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从思想
上、生活上关心每一个难友外，还注意以身作
则，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影响和带动他人。为
了保存体力，坚持到斗争胜利，他带头吃霉味
熏人、有老鼠粪和沙粒的饭食。为了改善大家
的伙食，促使同志们尽快恢复体力，他托人变
卖了自己的自行车，用这笔钱在外面买些馍
馍、饼子，让大伙充饥。

冬季，阴湿的牢房寒气逼人，崔景岳主持
召开狱中党支部会议，研究如何帮助衣着单薄
的难友过冬。会议确定捻毛线织毛衣，自己又
东拼西凑，共凑了 20几块钱，托人从外面买回
了 10余斤羊毛。难友们齐心动手，很快大家都
穿上了毛袜。随后，衣服单薄的同志又穿上了
毛衣、毛裤。多余出来的毛衣，他们还托人捎
出去变卖。这样，生活也开始有了改善。

“监狱热”开始流行，有些同志先后染上了
这种疾病，整天昏昏迷迷，生活不能自理。崔
景岳和马云泽日夜轮流守护，精心照料病友，
并与大伙合计，全力挽救奄奄一息的战友。

为了锻炼身体，崔景岳在刑伤严重、步履
艰难的情况下，带领难友们做“狱中早操”。早
操完毕，组织大家学习狱中仅有的书刊。崔景岳
自觉文化程度低，还主动请孟长有给自己教数
学。尽管狱中不止一次地传出崔景岳将被判
处死刑的消息，他却漠然置之，仍然团结全体
难友与敌人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同志
们都亲切地赞誉他为“狱中的阳光”。

马鸿逵为了争取宁夏地下党负责人自首
叛变，授意特务高中第、马孝贤，最后一次找

崔景岳“谈话”。特务头子马孝贤，对崔景岳
说：“我们马主席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劝你不要
那么死心眼，在哪里不是做官呢？你只要认
错，马主席让你当大官！”“我要当人民的干部，
你们国民党的官再大，我也不想当。死可以，
我们共产党人不怕死！”崔景岳用铿锵有力的
话语回答对方。“这是给你最后一次认错的机
会，现在认错还不晚。崔景岳，你心里要放明
白些！”两个特务自以为这句话一定能唬住崔
景岳。“我没错，向你们认什么错？！”崔景岳大
义凛然，坚定地说。

特务马孝贤、高中第将谈话情况向马鸿逵
作了汇报。马鸿逵立即密令：“将崔景岳活埋！”

1941年 4月 17日深夜，突然监狱门上的铁
锁被打开了，特务头子高中第走进关押崔景岳
的号子，尾随进牢房的狱卒高喊：“提崔景岳、
孟长有！”难友们预感到将要发生的事情。他
们不约而同紧紧地围住将要遇难的战友，急切
地问：“还有什么话要说！”崔景岳知道生命的
最后时刻来到了，从容镇定，一字一板地说：

“话我都说过了。以后就剩你们了，要按我们
过去说的坚持下去。”

刚出牢门，崔景岳停下来，解开棉袍扣子，
脱下了棉袍。高中第走上前来，假惺惺地说：

“天气冷，穿上吧！”“我只冷这一回，他们更需
要！”崔景岳转回身，抱着棉袍走向牢房。狱中
的同志们伸出双手接过棉袍，含泪目送亲爱的
战友。

崔景岳身上仅穿着一件单褂，一阵寒风扑
来，袭击着他单薄的身体。然而，他挺着胸，
昂着头，和孟长有一起大踏步地向门外走去。
刚走不远，敌人又从另一间牢房押来一个人。
崔景岳看出是自己的同志，便快步迎了上去，

主动介绍了自己和孟长有的姓名、身份。那人
看出崔景岳是一个面对死亡毫不畏缩的钢铁
汉子，也自我介绍说他叫马文良，中共党员，任
三边回民工作团团长，在盐池开展抗日救国宣传
活动时被捕。于是，3位战友，肩并肩地迎着凄厉
的寒风，踏着沉睡的大地，昂首阔步走向刑场。

那天晚上，省城全城戒备森严，敌人在自
新门外（原城隍庙后面）布置了刑场。当崔景岳、
孟长有、马文良走到离土坑四五米的地方时，
高中第杀气腾腾地又问：“崔景岳，你还有什么
话要说？”崔景岳沉思片刻，从容自若地说：“我
本没有什么话要说，既然你们问，我就说上几
句。”停了一下，他接着说道：“人活百岁，总有
一死。我今天的死，虽不得其时、其地、其所，
但却死得其值。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一辈子
感到无上光荣。我今天所遗憾的是，祖国的半
壁河山正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之下，你们不
为民族着想，不为抗日着想，却要积极反共，屠
杀共产党人。你们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扪心自
问……”

“住口！”敌人恼羞成怒地吼叫着。
“你们杀不完共产党人！也杀不完中国的

老百姓！他们总有一天会给我们报仇的！”崔
景岳的声音气壮山河。

凶恶的敌人挥起大棒，使劲朝崔景岳猛击
过去……

“把他推进坑！”高中第气急败坏地厉声吼道。
“中国共产党万岁！”
“同志们坚持下去，天就要亮了！”
在一阵慷慨激昂的怒吼声中，党的优秀儿

子崔景岳英勇牺牲，时年 30岁。
1991年，银川市政府将城区十三小学（三

烈士就义地址），命名为“景岳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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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宁夏工委书记——崔景岳（下）

1933年
12月

中共绥远特委组织部负责人刘仁到河套视察工作，原中共临河县委书记王森（原名谷景邨）向特委请求到宁夏开辟工作。刘仁
表示向中共中央北方局汇报请示后再作决定。

学校重视建团工作，于 4月中旬召开了第一
次团员代表大会，蒋南翔作了关于团章的报告，
并通过了团章，冯文彬作大会总结，毛主席还为
大会题词“同各界青年一起，领导他们，加强学
习，发展生产”。

学校共招收了四期学员，1949年 8月 8日第
一期培训班 1.2万余学员毕业，1950年 3月 11日
第二期毕业。1949年 11月 16日，中央人民政府
政务院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建议，通过了《关于成
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1950年 10月，以华北
人民革命大学为基础，合并组建了中国人民大
学，成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第一期培训班历时6个月，
1949年8月8日举行了毕业典礼，副校长刘澜涛讲
话，对华大性质作了概括：“天下的大事莫过于革
命工作，而华大毕业生却个个都做革命工作，华
北大学之所以谓之大，就是这个缘故。”在毕业典
礼上，朱德总司令要求大家：“西北、西南解放神
速，那里需要干部去接管。同学们毕业后多数要
分配到南方和西北去，这是最光荣的任务，你们
随军前进，到新解放区去工作，解放军打到哪里，
你们就工作到哪里，在哪里生根。”

西北干部大队的组建及奔赴西北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华北大学、军政大学、
南下工作团等在京的学校，按照中央和华北局的
总体部署，对各自招收的青年学员经过 3个月至
半年不等的培训，使学员们武装了头脑，提高了
觉悟，增长了知识，加深了友谊，树立了为人民服
务的思想，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深了认识和理

解，对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充满信心，对新中
国的前途充满希望，滋润了学员们的心灵，开阔
了学员们的眼界，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得以初步
树立。正如校刊《熔炉》刊名一样，学校是一座学
习马列主义，改造旧思想的革命熔炉，每个人都
得到了锻炼和提高。有的学员在培训期间加入
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有的还加入了党组织，思
想觉悟和理论素养均得以提高，成为维护新政权
的新生力量。学员们充满了革命激情，“到革命
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了学员们发自内心的真诚愿
望和抉择。

按照中央和华北局的考虑，华北人民革命
大学、华北大学经过短期培训毕业的青年学员将
组成南下工作团和西北干部大队，学员根据自己
的愿望和情况自愿选择。于是，1800人组成西北
干部大队选择西进，而更多的学员随工作团南下
到南方新解放区开展工作。在各学校参加培训
的 98名回族青年选择少数民族较多的大西北，
随西北干部大队西进。西北干部大队编为 3个
队，在等待西北局接的几天里，又集中在一起，学
习毛主席“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军约法八
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文件。西北局对西北干
部大队西进非常重视，派西北局组织部干部何载
前来北京迎接这批干部，并举行了西北干部大队
成立授旗仪式。

1949年 8月 10日，由 1800人组成的充满着
革命激情的队伍——西北干部大队从刚解放
不久的古都北平出发，奔赴大西北，大家同声
唱着“去，去，去，到西北去，到西北去，到西北
去！我们是新中国的优秀儿女，哪管它山高路

远，黄河水又深，大踏步向前进，西北的人民期待
我们……”西北干部大队的学员集聚在北京前门
西车站，依次登上铁皮货车，整装待发。“到大西
北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口号在车站及站台
上响彻，学员们脸上脸上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和活
力。学员们有毕业学校领导欢送的，也有父母亲
到车站送别的。

西北干部大队的学员们穿着灰色军装，背
着军用水壶，坐上了离京的火车，经天津、沧县、
德州、石家庄，到山西榆次后，又乘窄轨火车到灵
石后步行，途经介休、平遥、霍县、解县，到风陵渡
改乘船过黄河，抵达潼关后再乘火车到西安。

在 1800余人组成的西北干部大队里，有 98
名回族学员从北京出发时，分别编在 3个大队里
行军。为方便行军途中吃饭，西北干部大队到山
西榆次短暂休整时，将 98名回族学员编成一支
分队，贾春光任分队长。这些回族学员们深知大
西北是回族比较集中的地方，饱经苦难的回族人
民期盼着翻身解放，学员们对“打到西北去，解放
全中国”的口号更多了几份情感。

中共中央西北局于 1949年 9月 18日在西安
新城广场召开大会，热烈欢迎西北干部大队的到
来，时任西北局书记习仲勋说，你们来到西北，今
后西北就是你们的家，你们要在这个家庭里过好
光景，首先就要了解这个家庭里的一切实际情
况，并且团结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大家要有广
泛的适应能力，不要好高鹜远，希望大家团结群
众，注重实际，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随后安排学
员们观看了三易社演出的秦腔《红娘子》、歌剧
《刘胡兰》等。

热血青年投革命 干部大队援西北
——西北局举办回族干部培训班始末

拜学英

（二）

孙殿英部攻占石嘴山，与宁夏旅平学生会早有联系的地方人士李冲和、叶松林、贺闻韶等在石嘴山会见了孙殿英部中共党员
南汉辰、刘继曾，商谈动员地方力量，组织地方维持会，筹集粮草，支援孙军问题。孙殿英部给地方武装梁绍武、刘复统部 100余
人配发了枪支。

中共党员赵子明被马鸿逵部强行征兵，给伤员治病，并被委任为上尉医官。赵子明利用给伤员治病机会，进行社会调查，开
展党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介绍马英才旅上尉副官雷鼎三和上尉译电员尹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赵子明在省城站稳脚
后，便设法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要求派人来宁夏省城开展工作。

在“孙马大战”中，由于马鸿逵、马鸿宾与青海马步芳、马步青联合抗孙，孙殿英部大败于宁夏省城。孙殿英通电下野，离开
部队。孙部的中共党员南汉辰、刘继曾等人先后离开宁夏；李冲和、谈尚彦等当地人也潜出宁夏去北平。宁夏旅平学生会利用孙
马之战，建立宁夏地方武装的计划也随之落空。

原中共临河县委书记王森向中共绥远特委组织部负责人刘仁汇报了赵子明在宁夏省城的工作情况，并提出迅速派人到宁夏
省城开展工作。

赵之班：1955年银川并到甘肃，我
调到银川市妇联当干事。肃反结束后，
教育界缺人，我和丈夫调到青铜峡原宁
朔中学教学。我还担任团总支副书记，
丈夫任教育主任，一直教学 18年，带初
中历史、语文。1967年，因我父亲被打
成右派，母亲被怀疑为特嫌，这样的家
庭背景，只好劳动改造。1969年学校批
判旧教育制度，大家解散了。我们曾带
着孩子到北京待了一年，找支左部队。
一位叫史向齐的负责人为我们批了 4
个月工资，在亲戚的帮助下，找到了住
的地方。向别人打听到周总理办公室
的电话，打过去反映我们的情况。办公
室很快派人来了解情况，给了 20 块钱
和 30斤粮票，我没要钱，收下了粮票，
给我一封信，让当地支左部队帮助我解
决问题。

我从北京回来时，北京新华印刷
厂的工人同情我的遭遇，给我印了两
份反映情况的材料，后来分配我到大
坝中学教书，我实在不愿意在这个伤
心的地方待了，就向教育厅申请调
动。支左部队帮我调回银川。1973年
至 1979 年在银川三中教书，教过两
年多高中。 1979 年我被调到宁夏日
报社科技部当了 3 年记者编辑，多次
报 道 高 考 老 师 阅 卷 。 写 报 道 写 得
好，教育厅厅长就动员我回教育上，
我说中学再也不回去了，他说你到
大学去教书。 1981 年，调到了教育
学院带写作课。 1983 年，被评为讲
师。这时文凭风刮起来了，我啥文
凭都没有，小学一年级的我在大学
当老师，被称为世界奇迹。我既不
懂英语，古汉语也只知道皮毛，没文
凭，再也无法上升，但我的讲课效果
好，继承了父亲的口才和清晰的头脑，
反应又快。但解决不了职称，后来患
上了肺气肿、气管炎、喉癌等与职业有
关的疾病。当时我们学校还承担函授
教育，每年寒暑假到各地级市去进行
填鸭式的补课教育。学生都是文革中
失去了上学机会的人，围一圈让我评
讲，我每看完一篇作文，指出不足和注

意事项，肯定好的地方，有时对着范文
讲，如何写出好文章来。每天讲课都
超过 10个小时。部队的官兵都来参加
函授学习，驻宁夏空军的一位师长也
来参加学习，是我的学生。我感到压
力很大，有时连着上 3 天课，喝了 3 瓶
止咳糖浆。1985年，一则有病，二则无
文凭职称，就提前退休了。

退休后也没闲着，办了个公司搞贸
易，把贺兰山造纸厂的纸卖到广州。这
种纸在银川干燥有点脆，到南方因天气
湿润变得柔和，南方人喜欢用这种纸，
我就往南方用火车发货。我的学生帮
忙联系火车，广州有人负责销售。还
做过木材生意，赚了一些钱买了现在
的房子。1995年我儿子成立了装潢公
司，让我主管财务。早在 1979年，在宁
夏日报社时参加过律师业务学习，常
被委托当辩护人。一共打了 108 场官
司没输过，在平罗、左旗、青铜峡、吴
忠、同心都打过官司。人家来找我，没
别的理由，说我是赵铁嘴，就兼职搞了
3年诉讼业务，也赚了一些钱。有钱了
想起小时候卖报时，官太太吐在我脸
上的情景，有时学生来找我，我就 3
块、5 块乃至 10 块的给学生们一些。
我至今记着爷爷说过的话，不能为自己
活着，人是为别人活着的，因此要为别
人做点事。我在红旗下成长，使我一个
没学历的人当过记者、老师，还到上海
华东师大进修，使我开了眼界。一个人
只要有恒心，想学啥没有学不会的。如
今电脑、手机我都很熟练，今年我已 86
岁了，脑子仍然清楚。

我与丈夫是 1953年 8月结婚的，丈
夫叫韩文英，金积当地人，组织上安排
的婚姻。我出生在东北回族家庭，东北
的回族很简单，没有太多的习俗礼教，
我是回族但不是伊斯兰教徒。我给儿
子做了安顿，我死了你们可以哭，因为
人都是哭着来到世上的，死了后在别人
的哭声中又被送走，这是规律，不必那
么伤心。人都得死，圣贤尚且如此，何
况凡人呢。

（拜学英 李青峰 整理）

张亮：1958 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宁
夏回族自治区，这时国家进入了和平
建设时期。军队开始大量裁军，中央
军委设计院被列入裁军范围，400多人
的军委设计院抽调了 100多人到浙江，
我和 20 多人被调到了宁夏，被调出的
全部是技术骨干和专业能力比较强的
技术干部。到宁夏后先分到了自治区
计委，当时宁夏还没有专门的建筑设
计单位，马玉槐在宁夏当副主席时，又
从北京市和甘肃省设计院调来了几十
个建筑设计技术人员，成立了自治区
计委建筑设计组，我当组长，所有的人
都是外省来的，真的体现了五湖四
海。几十人的队伍里，清华大学毕业
的同学就有 6 位。主要任务是搞城市
建筑设计。到宁夏后，独立搞的第一
个建筑设计项目就是银川浴池。当时
的自治区领导杨静仁、马玉槐都是从
北京来的，他们在给我布置任务时说：
宁夏太落后了，各方面都需要发展，但
首先要把大家的卫生习惯搞好，让大
家有个洗澡的地方，所以银川浴池就
成为一个优先项目。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之初，经济和
社会发展基础都比较落后，城市大型建
筑项目少之又少，工程投资也时常捉襟
见肘，所有的项目都必须精打细算，有
时还必须把省钱排到第一位。外观结
构、建筑风格和建筑材料都要退而求其
次。1959年初，自治区党委书记杨静仁
交给他一项任务，就是要新建一个大型
电影院。

张亮：红旗剧院的设计时间很
紧、任务很重。因为想在第二年 10
月在剧院召开自治区成立一周年庆
祝大会。与普通电影院不同的是，红
旗剧院除了要有放映电影的功能，还
要增加卫生设施、会议休息室，还要
有舞台演出功能。舞台设计还涉及
了灯光、置景、美术、音响等多个专业
技术领域。自治区领导在给我布置
任务时还特别强调，新建的红旗剧院
必须是银川市的一道风景，外观大气
漂亮，内部实用。当时是自治区几个
大型建设工程之一。所以我的印象
特别的深，现在我还能讲出当时的设
计理念、设计结构尺寸和使用的基础
材料。

红旗剧院的设计和建设按期完成，
给自治区领导和银川市民交出了满意
又漂亮的答卷。直至上世纪末，红旗剧
院还是自治区重要党政活动的主要场

所，红旗剧院建成后，时任自治区副主
席的马玉槐夸赞说：红旗剧院的漂亮和
实用可以让设计师自豪一辈子。随后
的自治区人民医院、宁夏军区大院、护
校、宁夏大学、西北煤机三厂等很多项
目都是他主持设计。张亮讲，所有的这
些设计项目都必须围绕省钱的原则，有
些让人放不开手脚。

张亮：当时宁夏太穷，大项目几乎
没有，在设计宁夏人民医院门诊楼时，
设计投资需要 10 万元，但政府只给了
8万元，最后只能在新材料使用上找路
子，后来宁夏在推广新建筑材料应用
上走在了全国前例，这其实也是被穷
给逼出来的。因为我的文笔好，又让
我参加社教，还把我调到了中卫镇罗
公社搞社教。

文革后，宁夏迎来了建设的春天，
工业项目和城市建设项目接踵而至，进
入了发展的快车道。这个时期的张亮
挑起了宁夏建筑设计界的大梁，担任宁
夏建筑设计院常务副院长。引进了设
计项目责任制、大量培养年青人，为城
市建设的发展奠定了科学基础。改革
开放后，他又主持了人民银行宁夏分
行、吴忠、石嘴山市人行、工商银行、吴
忠、固原邮电局等项目设计，其中自治
区人民银行项目还获得自治区建设设
计一等奖。1975年，张亮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

退休后张亮又被聘为自治区政
府建设顾问，因为在建筑领域享有很
高的知名度，还受邀参加自治区计
委、银川市计委、银川市审批服务局
等单位建设项目的审查。还曾担任
过自治区新建项目专家组成员和专
家组组长。

我们采访他时，已经 90 岁高龄的
张老先生还在审查建筑图纸，对项目所
涉及的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等方面的
问题给予技术指导，签署专家意见。退
休后审图总量达到几百份，建筑项目估
值在上千亿元，提出过的修改意见上千
条，大部分被采纳。堵住了一些设计项
目中的技术偏差和浪费。

张亮说：我很喜欢建筑设计这个
行业，喜欢建筑设计中无穷的变化与
精巧构思及彰显出的性格特征，喜欢
向前沿专业技术挑战，喜欢不断创新
的设计理念。对从北京来宁夏从不后
悔，能为宁夏的建设倾心全力让我深
感欣慰。

（拜学英 蔺银生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