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全
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业已基
本形成。此时，国共两党携手在
固原东部广大农村热火朝天地开
展起了抗日救亡活动，双方驻军
和睦相处，两党地方政府官员来
往频繁。为了进一步巩固发展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壮大革命
力量，八路军一二九师专门设立
了驻镇原、固原、平凉三县办事
处，回民骑兵师师长马青年兼任
主任。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同国
民党进行谈判，争取其军队和地
方上层官员共同抗日。

1938 年 1 月 10 日，马青年和
八路军西峰办事处工作人员卫
一吾等十来位同志，受中共陇东
特委和固原县委派遣，从镇原县
出发，途经三岔，进抵固原县城
开展统战工作。按照事先约定
的暗号，马青年等同志在固原县
城商店买好灰色布料，拿到南城
门小巷子接头处，以做衣服为
名，对上衣服大小尺寸，双方相
互准确无误地考察、确定身份
后，来迎接的同志便兴奋地将他
们妥善安排在南城门附近一个
避静的小店住宿。很快，已先期
来到固原县城的地下工作者接
内线消息迅速登门拜见马青年
等人，汇报在城区开展地下工作
的情况；介绍国民党固原县政府
政要情形，特别是政府上层官员
人事安排去向。之后，地下工作

者设法打通关节，牵线搭桥，使
马青年和国民党固原县县长丁
振武进行了数次谈判，力争在固
原县城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以加
强党的工作，开展抗日救亡活
动。但由于对方态度顽固，多以

“自己已经卸任，新县长还未到
职”为名，回避谈判主旨，终至谈
判未果。期间，马青年、卫一吾
等同志积极做了“哥老会”部分
成员的工作，走访了一些较有声
望的地方绅士和国民党上层人
士，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日主张，
努力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
业。后因敌情复杂，来固原的同
志历经 10多天艰苦工作，谈判仍
无进展，便悉数撤回了边区。 3
月，马青年与中共固原县委副书
记刘文山、草庙区委书记蓝馨美
带领警卫 20余人，再次来到固原
县城，同新任国民党固原县县长
张桃谈判设立八路军办事机构
问题。前后历时 3 个月，双方虽
经八次谈判，皆因张桃毫无诚
意，以需征询军政各界意见为托
词，回避、拖延、拒绝谈判实质性
问题，致使设立八路军办事机构
事宜未有结果。期间，来固的同
志十分重视白区城市建党工作，
在县城发展孙存弘、柴学侃、赵
义执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
将被俘红军张立雄等人解救回
边区。

为了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

亡活动，马青年带领随行人员四
处活动，积极筹备成立抗敌后援
会组织。在他们的宣传影响下，
青年张建生利用在山货市场修
理农具的职业便利条件，联络聚
集了一批青年学生和群众。他
经常用一部手摇发电的电影放
映机，吸引青年学生和群众观看
《冯玉祥五原誓师》等进步纪录
片，并借机宣传全国的抗战形势
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启发、感
化和教育有进步意愿的人们。
不久，张建生周围的人迅速增多
起来，他看时机成熟了，便大胆
倡议由地方青年学生出面，筹建

“固原县民众抗敌后援会”。倡
议受到了青年学生和群众的热
烈响应。在向国民党固原县政
府有关部门报告备案后，筹备成
立大会的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
起来。明确了抗敌后援会的组
织领导，篆刻好抗敌后援会的印
章，安排好大会议程，一切准备
工作皆井然有序。特别令大家
兴奋的是：借鉴《东望》杂志中的
有关文章，撰写好宣传抗日的传
单，通过交往甚密的朋友开办的
石印馆免费印刷了数百份，撒散
到县城各街道、集市和其他人群
聚集的地方，引起了较大地反
响。在征求各界的意见、获得普
遍的支持后，成立大会在南门外
财神楼戏台顺利召开。国民党
固原县政府教育局长和商会主

席到会进行了讲演，大会组织者
又一次向到会群众散发了传单，
青年学生上演了自排的独幕话
剧——《不做亡国奴》。话剧较
详细地反映了日本侵略者在沦
陷区对工人兄弟残酷剥削和压
迫的悲惨遭遇，台下观众怒目日
寇的野蛮行经，同情工人兄弟非
人的处境，场内到处群情激奋，
抗日爱国气氛高涨。大会取得
了圆满成功。“固原县民众抗敌
后援会”正式成立后，张建生等
人便积极开展组织机构建设和
发展群众工作。随着抗敌后援
会人员的增加和影响的扩大，敌
人从起初的静观默许转变为恐
慌不安，敌视态度日益明显。时
间不长，国民党固原县党部突然
委派一个委员前来宣称：固原县
抗敌后援会要由县党部筹办，群
众不能随便成立；否则即属非法
组织。如此，抗敌后援会的印章
遂被敌人没收，群众的活动也被
禁止。很快，敌人便开始图谋抓
捕张建生，幸有群众冒险报信，
张建生才得以脱险离开固原来
到边区。至此，“固原县民众抗
敌后援会”被迫解散。其存在的
时间虽短，却在黑暗统治深重的
固原县城广泛宣传了全民族抗
战的爱国主义思想，开展了较有
声势的抗日救亡活动，给广大民
众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据固原党史网）

王庆同，祖籍浙江省嵊县，1936
年出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1958
年志愿报名支援宁夏，在宁夏日报社
做记者、编辑工作。文革期间，在农
场劳动改造，后被迁到盐池县当农
民。平反后任公社副主任、县委宣传
部副部长。1983年调入宁夏大学，是
宁夏大学新闻专业的创建人之一，任
新闻教研室主任 10多年、系党总支书
记一届。参与培养数百名新闻专业
毕业生。

1936 年 10 月，王庆同出生在南
京，次年秋，父亲在国民党政府广东
省财政厅任科长，母亲为了躲避战
乱，带着襁褓中的他和其他 3个儿女
回到浙江嵊县，躲过了南京大屠
杀。不久浙江也沦陷于日寇的铁蹄
之下，1941 年，日寇在嵊县扫荡时，
一家 5 口的居住地甘霖镇被大火焚
烧。母亲带着 4 个孩子躲入深山逃
过一劫，幸得不相识的人家相救，有
了落脚之地。这年冬，5岁多的王庆
同遭遇人生更大的打击：母亲病
故。姐姐只有 18岁，正在读高中，母
亲离世让他们姐弟 4 人生活陷入困
境，姐姐求助于她的老师（当时称为
先生），无亲无故的先生帮了姐姐的
忙，筹措到一些钱，他们离开家乡
（沦陷区），踏上寻找父亲之路，历经
磨难，终于在国统区（国民党统治
区）贵阳与父亲会合，后又辗转逃
难，熬到抗战胜利。

1945年日本投降，父亲带着 4个
孩子从重庆回南京。王庆同在评事
街小学又遇到一位很好的先生钟德
鹤，是一位带有浓重湖南口音的老

师。南京解放前夕，钟先生自费邀请
王庆同和七八个学生一起游玄武湖，
请他们吃鸡丝面，离别时从口袋里掏
出一叠亲笔写的小纸条，分送给每个
学生，给王庆同的纸条上写着“勤奋
学习，诚实做人”。

王庆同：那次钟先生邀请我们游
玩后不久，学校说这位老师请假了，
也找不到他了，有人说他失踪了，学
校给我们换了新老师。那时候已经
是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前夜，大
家对失踪的老师无暇谈论，而我总是
想着这位给我知识、教我做人的钟先
生。1951年，我又在南京与钟先生巧
遇，他已经穿上解放军的军服，对我
们还是十分亲切，他告诉我们，当时
他已经是中共的地下党员，接到新的
任务，只能不辞而别，给同学们写下
纸条的用意是希望我们继续勤奋学
习，掌握建设国家的本领。钟先生是
塑造我童年灵魂的工程师，对我的影
响很大。高中时（南京市六中）还遇
到一位特别好的老师王闻幻，对培养
我的读书兴趣、认知能力和做人也有
很大影响。

王庆同的幼年虽然不幸，但值得
庆幸的是在重要时间段都遇到了很
好的老师。这对他后来从事新闻教
育更好地为人师表起到了铺垫和潜
移默化的作用。

在老师的引导下，高中时期他就
偏爱读书，《红楼梦》《子夜》《暴风骤
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把一切献
给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
卫军》等文学作品他都爱不释手，还
养成了博览群书的喜好，这个喜好
带给他最直接的益处就是学习成绩
在同学中拔尖。 1954 年，他高考成
绩优秀，被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
业录取。被北大录取在当时是件大
事，离别时老师谆谆叮嘱，同学们希
望他学业有成，而家人更盼望他多
给家里写信。

王庆同：北京大学真的是知识的
海洋，当时国家进入了热火朝天的建
设高潮，振奋人心的消息天天冲击着
我们的视野，青年学生在这种热火朝
天的建设高潮中热血沸腾。从那个
时候起，我立志要把自己的所有智慧
和能力贡献给国家、贡献给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

（蔺银生 马君武 整理）

1936年
10月28日

1936年
10月30日

1936年
10月30日

1936年
10月31日

宁夏党史大事记（十六）

邢万莹

宁夏革命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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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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1936年
10月31日

1936年
11月1日

（二）转战农垦四十余年的老军工
柳登旺 口述

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提出海（原）、打（拉池）战役计划，中央军委复电同意。要求全军深入动员，坚决消灭南敌，并任命彭德怀为
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为参谋长，统一指挥海打战役。

南敌中路追击部队关麟征二十五师突进靖远，控制了黄河东岸，隔断了河东红军增援宁夏的道路以及与河西部队的联系。

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部署海打战役，决定以西方野战军六个师协同红四方面军第四、五、三十一军于靖远、打拉池、古西安州一
线歼灭胡宗南第二、三师。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到达干盐池休息，三十一军由红井子向关桥堡转移。红二方面军六军团到达吴家
庄。总指挥部和二军团六师到达小河子、陈家湾一带。三十二军九十六师到达吴家原、马家店庄。

张国焘将第四、第三十一军调离前敌指挥部指定作战地域，致使西方野战军、红二方面军右翼暴露，被迫向东转移，海打战役
计划未能实现。

蒋介石发布总攻命令，胡宗南、王均、毛炳文等部加紧进攻红军，胡宗南第一军孤军深入豫旺地区，分三路追击红军。

1936年
11月7日

1936年
11月8日

1937年
3月

邢万莹

开头那三年，确实很艰苦，修渠
挖沟的那些战士，背土把肩膀和脊
背磨得红红的。一锹土重达 28 斤，
整天累月干下去，满手都是水泡。
前进农场那些渠就是一夯一夯打下
的，那沟是一背篓一背篓背出来的，
那地是一锹一锹平整出来的。因为
是军人，人人争先，跑前跑后，还怕
落后。出大力，流大汗，干劲真没得
说！可是环境艰苦，尽是一望无边
的白僵地、盐碱滩、芨芨草。“夏天
水汪汪，冬天白茫茫。走了一滩只
见六个黄羊，没有一个大姑娘。”就
是在这样的荒滩上建起了前进国
营农场。

破解白僵土

西大滩上的白僵土，那可是个
世界性的难题。没有科学精神，没
有艰苦奋斗，你想改良是不可能
的。1955年 6月，请来了苏联专家巴
宁和巴古诺夫二人。他们来了就站
在渠坝上，拿望远镜照了照，接着说
了两句话：“奇怪的中国人，把国营
农场建在世界最坏的土壤上。”我们
准备的饭他们都没吃，扭头就走
了。那时我们正在实践中找治理办
法，不相信白僵地长不出庄稼，种不
出粮食。

白僵地主要原因是盐碱多，排
盐碱通过灌溉渗透，要土壤熟透，
阳光照进去，就必须大搞农田基本
建设，平田整地，挖沟排水；增加土
壤有机质，就给它运草施肥，深翻
土地，然后种植水稻，用水泡化，使
土壤一年一年肥起来；麦草、稻草
翻进土里，可以改良土壤，是因为
秸秆里含有一定的氮磷钾，这些残
留可以增加土壤肥力；在这种土地
里种庄稼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
施用化肥。

上世纪 60 年代初，农田基本建
设重点抓“五改”。长改短，就是把
以前 1300 多米长的地条改为 650
米。地条短了，易于土地平整和灌
溉。大改小，就是把以前 3亩的田块
改为 1.5 亩。田块小了，便于耕作精
细。宽改窄，就是把以前 108 米宽
的地条改为 54 米宽，地条窄了易
于农田排灌。浅改深，就是把以
前 1 米深的农沟改为 1.8 米，沟深
了 能 有 效 把 盐 碱 压 下 去 。 单 改
双，就是把原来的单排单灌改为
双排双灌。农田排灌畅通了，能
大大改善土壤盐碱化程度，同时
提高了农田灌溉和节水效能。另
外，在耕作方式上，根据前进农场
草害严重的实际情况，将农田春
翻改为秋翻，经过一冬的冻晒，草
害明显降低。

光有科学精神还不够，还需要
吃大苦耐大劳。挖沟排水，平田整
地，该排就排，该灌就灌，精耕细
作，下力吃苦，才能有收获。我们过
去一年四季在农场，冬天备耕，春天
平田，夏天管理，秋天挖沟。四季忙
碌，不得停息。后来当了农垦局领
导，人家说我当官不像官，朴实的像
个农民。常年在田间地头，见沟过
沟，见坎登坎，土里来，泥里去，很少
穿料子衣服，更没有穿过一双像样
的皮鞋。老伴笑话我：“人家当官的
头光鞋亮，你是一身泥土粗布装。”
我本来就是一名军工，一个搞农业
的大兵！

经过摸索，我们硬是采取挖沟排
水、埋草运肥、秸秆还田，把土壤的有
机质逐渐增加，从零增到十点几，把
这道白僵土难题给解决了。我们种
粮，小麦亩产过了 400斤，水稻亩产过
了 1000斤。

（吴金遨 马晓虎 整理）

立志支边半生坎坷 重新起步桃李满天下

王庆同近照。（图片由本人提供）

李双双（1909-1947年），又名
李发祥，出生于宁夏陶乐县五堆
子乡沟湾村（今宁夏平罗县高仁
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跟父
亲务农。

1940年，为谋求生路，李双双
逃往内蒙古伊克昭盟三段地，靠
做小买卖为生，经常跟党的地下
组织接触。在党对宁夏逃蒙难民
政策的感召下，他提高了对党的
认识，从 1944年春开始，为党做情
报工作，并于 1945 年春加入中国

共产党。入党后，李双双以经商
贩碱为掩护，经常赶着小毛驴往
返于三段地、察汗淖尔、盐池、陶
乐，打探有关国民党宁夏当局的
政治、军事情报。他不畏艰难险
阻，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为
党工作，勇敢、机智地穿过道道关
卡，一次又一次及时把情报送到
三段地工委。他还在三段地和石
嘴山市原陶乐县境内发展了几名
党员，并建立了陶乐县党支部，任
支部书记。

1947 年 3 月，国民党侵占三
边、盐池后，抓捕共产党员，三段
地党组织遭到破坏。5月，李双双
因在三段地身份暴露而返回陶
乐。6月 7日，国民党宁夏当局根
据国民军伊南边防司令部提供的
情报，得知李双双是共产党员的
信息，下达通缉令。6月 19日，陶
乐县县长娄渊亭按省府密令派县
警察局巡官马兴邦，伙同乡长李
生俊、保长陈光先，乘李双双探家
之际以抓兵为名将他逮捕。当

晚，敌人将李双双吊在房梁上严
刑拷打，想从他口中得到党在三
段地的情况。李双双坚贞不屈，
英勇斗争，始终没有暴露党的组
织和同志。天亮后，李双双被敌
人残酷迫害致死，时年 38岁。

李双双是中华民族无数革命
先烈中普通的一员，革命信仰坚
定，斗志顽强，为党做工作不求回
报、无怨无悔，面对诱惑坚贞不
屈，他是宁夏人民的自豪和骄傲，
将永远活在宁夏人民的心中！

宁为玉碎至死不屈——李双双

——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志愿支援宁夏的王庆同

彭德怀同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在海原县关桥堡会商，决定在海原、打拉池大道以北寻找战机，消灭胡宗南三个师，以停
止其追击，继续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红军主力撤至同心城、王家团庄、李旺堡一线及其以西的山地。胡宗南部先头于 5日进占脱场堡，后续部队到达海原地区；第
三军由打拉池以东，经兴仁堡向同心城、中宁前进，第二十五师进到中卫城附近的黄河南岸；第三十七军进到靖远以北沿黄河东岸
推进；王以哲指挥东北军４个师，拟由七营地区北进，分别向李旺堡、豫旺堡推进。这样，国民党军已经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道路，隔
断了河东红军与河西部队的联系，宁夏战役计划被迫终止。

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

在狱中的中共党员雷鼎三、李清华及进步青年邵惠群，被宁夏当局武装押送到包头后释放。

1937年
8月下旬

中共中央派统战部联络局副局长张子华赴宁夏省城，以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代表身份，做马鸿逵的统战工作，谋求合作抗日，并
交涉在宁夏省城设立八路军办事处、释放红军被俘人员以及边界等有关问题。由于马鸿逵采取敷衍应付的态度，谈判未获成功。

抗战初期党在固原城市的革命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