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文良（1912-1941年），原名尹九官，回族，
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市海城镇一个职员家庭。

马文良 4岁丧母，他自幼沉默寡言，性格倔
强。上中学时，马文良亲眼目睹了日本帝国主
义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掠夺、横行霸道，幼小
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老百姓让他们害
苦了！不把鬼子赶出中国去，老百姓就没有安
宁日子过！”他在家里经常表现出极大的不满
和愤恨。对此，家里人很担心，多次告诫他：

“小孩子不敢胡言乱语！”他却说：“中国人受欺
辱就在于胆小怕事，不敢反抗。只要大家团结
起来，就能取得胜利。”他还经常对同学们说：

“中国人只要抱成一团，就什么都不怕！”随着
年龄和知识的增长，马文良反日情绪逐渐高
涨，经常和进步学生奔走于大街小巷，进行游
行、演讲，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蛮
罪行，并在群众中宣传和发动抵制日货运动。

1930年，18岁的马文良考入东北大学法学
系预科班，在校期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马文良和其他
爱国学生一起，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领
导下，参加了抗日民族先锋队和反对东北大学
迁西安等斗争。1936年，马文良东渡日本留学，
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拓殖大学。在那里，他积极
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群众组织“解放社”
的工作，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坚定了跟着共
产党走的信心和决心。他在学校的活动引起了
日本当局的注意，被列入“特嫌分子”黑名单而
受到监视和追捕。这次回国，就是在中国共产
党地下党组织和郭沫若等人的帮助下，经过化
装逃出日本的。回国后的马文良重返东北大
学。卢沟桥事变以后，东北大学被迫迁往西安
济公山，马文良和一部分爱国青年辗转来到延
安，在延安，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 年，马文良到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学
习。1940年 1月，马文良和八路军政治部的金浪
白、中央党校的马青年等人，共同组织发起了延
安救国协会，这是陕甘宁边区少数民族的第一
个抗日救亡团体。10月 7日，在延安党中央大礼
堂举行“边区文化促进会”成立大会，马文良参

加了两个协会的领导和组织工作，并担任了三
边巡视团中央特支书记兼团长，主要负责对定
边、盐池地区回汉各族人民宣传党的民族政策
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号召回汉各民族
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941年 2月，马文良在陕甘宁边区盐池县
回六庄开展工作时，被马鸿逵的骑兵便衣队逮
捕。党中央积极设法营救，但未能成功。在狱
中，马文良受尽敌人的百般折磨和严刑拷打，
但他始终坚贞不屈，顽强斗争。在法庭上，他
义正词严地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日、反共
反人民的罪行，宣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和抗战必胜的政治主张。敌人恼羞成
怒，气势汹汹地问道：“难道你就不怕死?”马文
良斩钉截铁地回答：“怕死就不抗日！怕死就
不当共产党员！”“我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你们要杀要砍，随便！”经过一个多月的审讯，
敌人一无所获。4月 17日深夜，马文良被刽子
手押到了银川城隍庙事先挖好的大坑边。年仅
29岁的马文良临危不惧，大义凛然，高呼：“毛主
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丧尽天良的刽子
手们竟然用镐把猛砸马文良的头骨，并将他的
右臂打折为四节，然后推入大坑活埋……1977年
1月 10日，在银川市八里桥公墓隆重举行了马文
良烈士遗体重新安葬仪式。烈士的家乡——辽
宁省海城市建立了马文良烈士纪念馆，并为烈
士塑了像。马文良烈士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他的光辉业绩将流芳千古，永昭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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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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西北局回族干部培训班的举办

西北干部大队的 1800名学员于 1949年 9月
5 日到达西安后，中共中央西北局对这批西进
的干部非常重视，尤其对回民分队中的 98 名回
族干部格外重视，把他们视为在西北回族地区
开展民族工作的宝贵财富，安排他们到西安市
的大中学校和回族集中的街巷进行政策宣传
和情况调查，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活动的准备
工作。这期间，同来的西北干部大队的学员因
下雨在西安滞留了一个月后，先后分配到陕
西、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工作。分配到宁夏的
200 多名学员组成宁夏干部大队，于 1949 年 10
月 7 日搭乘火车，次日下午到达铜川，后步行
于 10 月 17 日到达延安，在延安党校举办的联
欢会上，李景林作报告说，延安是革命圣地，不
仅培养出无数的革命战士，更锻炼出无数的国
内和海外的革命者。还说他将迟几天到宁夏
工作，愿彼此在银川相会。学员们参观了延安
中央领导曾办公、住宿的地方。学员们经志丹
县、顺宁镇、吴起镇到达定边县，11 月 5 日到达
吴忠堡，学员们每天行程几十里，经过艰苦的
行军于 11 月 22 日到达银川，住宁夏干部学
校。 11 月 24 日下午，在宁夏省府大礼堂召开
欢迎会，欢迎学员们和前来迎接的各县领导。
时任宁夏省委副书记朱敏介绍了宁夏省概况，
后利用两天进行了行军评议并公布了分配方
案，学员有留在省直部门的，有分配到各市、县
区的，学员们互道珍重，走向各自的岗位。有 6
人分配到了金积县，有 12 人分配到宁夏日报社
工作。

在西安的 98 名回族学员在等待着分配。
中共中央西北局习仲勋、马文瑞等同志从西北
局工作的大局和长远考虑，根据西北民族工作
的实际，决定西北干部大队回民分队的学员暂
缓分配，由西北局城工部（统战部）牵头举办一
期回民干部培训班，重点为学员们培训民族宗

教政策等。西北局之所以专门为西北干部大队
回民分队的全体学员举办培训班，是借鉴延安
中央党校在抗战初期举办的“延安三十七班”的
经验。抗战初期，延安中央党校按照有关领导
同志的指示，针对一些同志文化程度较低的实
际，把经过长征后比较年轻的回族同志集中办
了一期培训班，时称“延安三十七班”。以学文
化和政治为主，回民骑兵师师长马青年任班主
任，校址在延安东郊桥儿沟天主教堂旧址内。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这些同志知晓了党的历
史、革命理论和革命的任务、目前时局形势等，
提高了思想认识和理论知识素养，在各自的工
作岗位上发挥了骨干作用。后来，有的同志成
长为领导干部。西北局借鉴延安中央党校举办

“延安三十七班”培养回族干部的经验，继承我
党重视民族工作的传统，紧密联系实际，结合西
北地区形势发展需要，做出了举办回族干部培
训班的决定，时称“回干班”。

培训班由时任西北局城工部（统战部）民族
处处长宗群任班主任，当时在西北区统战部工
作的苏冰和彭华庵同志协助负责培训班的组织
学习、生活等具体工作。学员大部分是中学程
度，大学和小学程度的各占 3%；北京籍的学员
占 66%，天津籍的占 26.6%，还有少数原北平经
学院毕业的学生。培训班设在西安东南城角建
国路金秀巷一座废弃的厂房里，十几名女学员
住 2间小房，男学员分住 3间通铺大房。培训内
容主要有马列主义民族观、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西北民族地区的基本情况、回族历史、民族关
系、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党在新解放区的任务
方针政策、党的群众路线及工作方法等。以讲
课为主，辅以作报告、发放学习材料、讲义、自学
讨论、开展党团和妇女活动等灵活多样的形
式。设有学员组成的学习委员会，贾春光任学
委会主席，由学委会组织学习和安排各项活动
的开展，学委会下分设若干小组，进行分组讨
论，学员们畅所欲言，互相启发借鉴，气氛活

跃。培训班设有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支部，常桂
村任团支部书记，丁荔等任委员，组织开展文娱
活动。培训临近结束时，按照西北局领导同志的
指示，在学员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回干班共发展
了贾春光、杨旭章、李大耀、张利 4名党员。

西北局对这次回干班非常重视，西北局书
记习仲勋、副书记马明方在开班和毕业时两次
到培训班讲话作报告，宗群同志为培训班讲民
族理论与政策课。回干班 10 月 25 日开班，12
月 30 日毕业，时间虽短，学员们普遍认为收获
多，意义大。学员们对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有了
初步的了解与认识，学习理解了马克思主义民
族理论，了解掌握了西北地区民族和宗教的基
本情况；学员们树立起了正确的民族观、宗教
观，巩固了革命的人生观；学习传承了我党做好
民族宗教工作的优良传统，坚定了在西北地区
做好民族工作的信心和决心；回干班的成功举
办为我党做好西北民族地区的接管工作培养了
新生力量；为我党今后培养民族干部积累和提
供了经验；充分证明了中央对派遣到西北的这
批干部进行民族宗教政策的教育是十分正确
的；也证明了青年知识分子只有到实践中去，到
群众中去，才能充分发挥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回干班培训结束后，学员们分赴陕甘宁青
各省工作，将班里年龄较小的 16 名同志暂缓分
配，留在西安参加中共西北党校培训部举办的
培训班，继续进行为期半年的培训。这 16 名学
员是：赵之班、赵之洵、冯丽生、吴学友、马征
林、马国栋、尹景伦、尹振铎、王志毅、王尔康、
张道远、周美玲、杨文禄、田振宗、买殿英、张乃
锷。男学员编在青干班，女学员编在妇干班。
培训的主要内容是联共党史、苏联革命的历史
和经验过程，学习赵一曼、赵尚志等抗日战争
中、解放战争中为革命牺牲的先烈们的事迹
等。培训班结束后，吴学友、赵之洵、马征林、马
国栋、焦兰等人分配到西北民族学院工作；赵之
班、冯丽生、尹景伦等人被分配到宁夏工作。

中共党员张子华受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派遣，到天津布置纪念五卅运动９周年活动时被特务逮捕，后经组织营救，
保释出狱。

中共绥远特委组织部负责人刘仁请示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王森到宁夏省城工作，并决定先成立一个特别支部，待有发展
后，根据具体情况，再考虑其组织形式。

王森由北平到包头，又调在河套暴动失败后转移到山西的中共党员李德铭和在北平被国民党宪兵三团追捕的中共党员、北
平燕京大学学生李清华（原名李云清）及团员张春生一同前往宁夏省城工作。

中共宁夏特别支部成立，王森任书记，赵子明任组织委员，李德铭任宣传委员，雷鼎三任兵运委员，李清华任秘书。因王森
与李清华有多年的恋爱关系，便组成家庭，住在城内西府井（今新华西街展览馆处），作为特别支部机关。赵子明又通过关系介绍
李清华给省盐务局局长马继德当家庭教师；他自己在城郊租地弃医务农，以便开展农民工作；雷鼎三在马英才部从事兵运工作。

中共宁夏特别支部派李德明、张春生到甘肃武威，协助尹有年办《大公报》分销店，以解决特支的活动经费问题。

魏润和，男，汉族，山西省襄垣
县人，生于 1918 年 2 月。 1937 年 10
月参加八路军，1941 年 12 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1964 年转业至宁夏国营
连湖农场任场长，在农场防护林建
设上多有建树。1984年 12月正式办
理离职休养手续，享受副厅待遇。
1997 年 4 月因病在秦皇岛市山海关
区逝世，享年 79 岁。其骨灰一半撒
在大海里，一半带回宁夏撒在连湖
农场的土地里。

在翻阅接触到的地方志书中，
由正、副主编执笔为同一位人物撰
写生平事 迹 文 稿 的 ，我 们 仅 见 一
例。如此浓墨重彩书写的人物就
是曾任宁夏国营连湖农场场长的
魏润和。

抗战爆发后，战火烧到了魏润
和的家门口。 1937 年 10 月，年仅
17 岁的魏润和毅然离家参加了八
路军。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和连
长，期间出生入死，参加过几十次
战斗；解放战争中，他随军出关，
先后任东北军区司令部警卫团连
长、合江军区侦缉队队长、东北军
区干训队队长等职；1949 年 9 月部
队 南 下 后 ，他 又 调 任 中 南 军 政 大
学 直 属 参 训 大 队 副 大 队 长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历 任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65 军司令部作 训 处 副 处 长 ，步 兵
200 团及 590 团第一副团长兼参谋
长等职。 1955 年 9 月授予少校军
衔 ，1962 年 晋 升 中 校 军 衔 。 他 半
生 为 革 命 南 征 北 战 ，立 下 不 少 战
功，受到党和军队褒奖，并荣获国
家“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
勋章”。

1964 年，在河北秦皇岛市转业
的魏润和，毅然报名支援大西北建
设。他带着妻子儿女，风尘仆仆来
到宁夏，被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门分
配在国营连湖农场任场长。当时，
他以正团级职务转任一个偏僻农场
的场长，没有一句怨言。到了新的
生活环境，新的工作单位，新的领导
岗位，从不摆老革命的架子。对他

而言一切都很陌生，他以一名老党
员干部的高度责任感和老八路雷厉
风行的工作作风，很快投入到了工
作中。为了尽快熟悉情况，走群众
路线，是这位老八路善于运用的工
作法宝。他到处走一走，看一看，与
农场的干部、科技人员、老职工进行
交谈，并召开座谈会。经过一个阶
段深入调查研究，他基本摸清了农
场的大体情况，也形成了自己的工
作思路。

连湖农场成立于 1954 年。建场
前，这里曾是黄河古河道形成的牛
轭湖，也就是当地人说的宁夏“七十
二连湖”之一的连湖。农场起名也
就缘于此。由于农场建在盐碱湖坑
上。建场初期，动用了宁朔、永宁两
县的劳动力，挖了一条排水大沟叫
11 支沟，从南到北穿过农场的中心
地带。往北经过李俊，再往东北穿
过望洪直入黄河。通过 11支沟基本
排干积水后，农场从 1954 年夏秋开
垦了部分土地。1955 年种植了几千
亩水稻，然而秋收后产出的粮食大
多却是稗子，只有少量稻谷且产量
很低，亩产才几十斤。这之后，虽然
经过近 10 年的改造，连湖农场仍然
是“三多一高一低”，即土地积水多、
水里的野鱼多、芦苇野草多，土壤盐
碱含量高，粮食产量低。

魏润和过去长期在部队工作，
对农业生产并不熟悉，但凭着他深
入调查和科学的态度，他深深意识
到：如果不解决土壤盐碱含量高，
这个影响农作物生长的关键问题，
就无法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也就
无法实现国家建立国营机械化农
场多产粮食的战略目的。于是他
带领农场的科技人员以及当地的
老农、老职工深入农场每个角落、
每个地条进行摸底，采集各方面的
数据。然后进行对比、论证制定出
了一套规划改制的方案。最后提
交场务会议决策，一致通过后大力
组织实施。

（吴金遨 马晓虎 整理）

“ 宁 夏 人 民 广 播 电 台 ，波 长
265.5 米，周率 1130 千周。”这句话
是宁夏人民广播电台初期对外播
出的呼号，每天开始播音时都会最
先出现。

年龄在 40岁以上的宁夏人可能
还记得，当年宁夏人民广播电台有一
位叫肖鸣的播音员。2020年 9月中旬
我们采访了她。她在自治区成立时移
民宁夏，在宁夏扎根了 62年，是宁夏
人民广播电台成立之初移民宁夏的播
音员，也是唯一还生活在银川的老播
音人。

肖鸣是她播报新闻节目时用的
名字，好听、容易记。其实她的本名
叫肖国佑。她在电台工作了整整 40
年，听众记住了肖鸣，电台的同事也
习惯叫她肖鸣，倒是很少有人知道她
的真实名字。

肖鸣，女，回族，1940年出生，祖
籍江苏高邮市，从小随父母生活在
南京。1956 年 8 月从江苏省晓庄师
范速成班结业，分配到徐州市一个
小乡村当小学教师。在当小学老师
的两年中，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
是她的追求。让人没想到的是，一
个广播小喇叭让她有了做播音员的
梦想，在不懈的努力下，这个梦想成
真了。

1958年 5月，肖鸣所在的乡村小
学里安装了有线广播，每天下午放
学后，小喇叭里都会播放国家发展
的消息，播音员纯正的普通话、悦耳
的声音让这个小姑娘听也听不够，
在羡慕之余，她有了想做播音员的
梦想，尚处天真年龄的她把这个想

法告诉了学校的同事，很多人笑她
是痴人说梦。

也许是老天眷顾，4个月后，她想
做播音员的梦想竟然实现了。

1958 年秋天，宁夏回族自治区
筹 备 成 立 。 南 京、上 海 等 大 中 城
市都设立了招募支宁人员的工作
组 ，后 来 任 自 治 区 副 主 席 的 丁 毅
民 同 志 是 宁 夏 驻 南 京 筹 备 组 组
长。有才干的、会手艺的、能吃苦
的、愿创业的都会成为动员和招募
的对象。肖鸣的父亲有很深的京
剧艺术功底，丁毅民十分看好他的
才干，动员他到宁夏。由于父亲报
名参加了支宁的队伍。年纪尚小
的 肖 鸣 也 随 家 人 一 起 来 到 宁 夏 。
到银川后的一个星期，民政局的同
志征求南京支宁人员工作分配意
向时，肖鸣脱口说出：我要做播音
员！工作人员对这位有些闯劲的
小姑娘有些喜欢，两天后，一纸介
绍信递到她手中，让她到宁夏人民
广播电台报到。

肖鸣：1958 年 9 月 24 日，是我终
生难忘的日子，我到宁夏人民广播
电台上班了，报到时见到了电台的
负责人刘亚民，他告诉我，明天上海
台支援宁夏的大队人马就要来，正
式广播的日子在 10 月，现在展览馆
要从电台抽调一名讲解员，这对做
好播音员工作也是个学习的机会，
就这样，我报到后先去展览馆当起
了解说员。

这个展览主要是介绍宁夏的人
文、地理和发展优势，当解说员时，肖
鸣对宁夏开始有了些了解。展览结束
后，肖鸣再次回到电台，这已经是第
二年的春天了。

宁夏人民广播电台成立之初，
很多岗位上的工作人员都是上海人
民广播电台整建制支宁团队的同
志，这批同志技术过硬、才华出众、
工作认真负责，而且能吃苦。他们
到银川后不到一周，就成功地转播
了国庆九周年的大会盛况，能加入
到这样优秀的团队对肖鸣来讲也是
很幸运的。
（马君武 王旭阳 蔺银生 整理）

回族英雄——马文良

从江苏到宁夏的肖鸣——我要当播音员

肖鸣在读稿。

把忠诚镌刻在连湖大地上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追记复转军人连湖农场老场长魏润和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