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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登旺 口述

江苏省淮安县新安长途修学旅行团（简称新安旅行团）一行 18人，在校长汪达之、旅行团长刘汝秀（中共党员）、总
务干事徐志贯带领下，经包头来到宁夏。他们在石嘴山、平罗、宁夏省城等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新安旅行团的到来，
使宁夏各界受到新的启发，激发了人们的抗日热情。

日本侵占包头，扶持蒙奸，准备进攻宁夏，占领兰州，威胁西安，包围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日本还派遣特务潜入绥
远、宁夏进行间谍活动，在宁夏管辖的额济纳旗东庙和阿拉善旗定远营，建立驯马场、军用机场，开辟百灵庙-定远营-
东庙之间的不定期航班，组织所谓经济考察团到宁夏，沿途测量地形，拍摄照片，收集资料。

中共中央研究了宁夏工作，决定成立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李仰南任宁夏工委书记，霍士廉（未到职）、苏文（陆平）为
委员。中共宁夏工委的任务是宣传发动群众，组织抗日力量，逼马鸿逵抗日；一旦日军占领宁夏，立即开展游击战争。

日本从山西省运城派 7架飞机，首次空袭宁夏省城。因防空网络和警报系统尚不健全，事先未发警报，加之群众
无防空经验，慌乱不堪，伤亡惨重。

李仰南同新任中共三边特委书记白如冰、中共三边特委回民工作部部长杨一木等人，研究派人赴宁夏开辟工作问
题，经研究决定，李仰南、何广宽、薛天敏、李维钧 4人先赴宁夏，了解情况，站住脚后，再继续派人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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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万莹

立志支边半生坎坷 重新起步桃李满天下
——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志愿支援宁夏的王庆同

李仰南、何广宽分别从定边来到宁夏省城，与袁金章、雷启霖、李冲和、高立天等进步人士建立了关系。袁金章、
高尚信通过关系，将李仰南安排在宁夏省立实验小学任庶务主任；将李维钧安排在马鸿逵部队马英才旅任文书；何广
宽以卖书报为掩护开展工作。

宁夏省立实验小学教导主任杨文海和教师薛云亭、涂春林等人开始在校内酝酿组织“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简称
“少战团”）。少战团以“爱护中华、赶走强盗”为宗旨，提出“火线就是操场，战地就是课堂”“唤起民众，一致抗日”等口号。

1958 年 7 月，王庆同面临着毕业的选
择，听党的话已经是坚定不移的信念。献
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理念牢牢地根植
在他的头脑深处，到西部去、到边远地方
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他的追求。
那时候王庆同喜欢读的一本书是苏联作
品《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讲的是一群苏联
青年在远东创业、为国家作奉献的故事。
在追求为国家贡献一切的年代，他志愿到
宁夏并如愿以偿，和 9名同学一起，告别北
京城，意气风发地向尚处在贫穷落后的宁
夏进发。

王庆同：我们毕业时可以填报三个志
愿，我的第一志愿是宁夏，第二志愿是宁
夏，第三志愿还是宁夏，因为当时全国各地
都去北大招人，宁夏要的人最多，10 个名
额，我当时就想，哪个省要的人多就说明那
里最缺乏大学生，所以没有犹豫就报了宁
夏。我们那届毕业生一共 90多人，听说宁
夏还有个筹备组，是为成立自治区做准备
的，肯定有更多的空间来实现自己报效国
家的愿望。我在宁夏举目无亲，还在地图
上找过宁夏。就这样在自治区成立前的两
个月，迎来了我们这批毛头小子和年轻的
姑娘。来之前对宁夏的落后情况心里是有
准备的，但真的到了宁夏一看还是吓了一
跳，银川还不如南方小县城，没有一条柏油
路，全部是土路，好点的人行道铺了些砖
块，有一句话形容银川时是这样说的：“一
座城市两幢楼，一个警察看两头。”其实我
们刚到银川时连两幢楼都没有，马路上也
没有警察，更没有红绿灯。

从北京出发时充满了激情，火车先到
兰州，再转车到银川。宁夏工委对他们的
到来很重视，派大卡车去接他们，一路颠簸
到了工委招待所。第二天管分配的干部将
8名同学分配到了宁夏日报社，另两名分配
到其他单位。《宁夏日报》是 1958年 8月 1日
复刊的，复刊不到一个月，报社的领导对他
们的到来很是欢迎。

王庆同：说真的，宁夏的荒凉让我们这
些北京来的大学生吃惊。看着眼前的荒
凉，最先想到的是《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那
本小说。小说里一批青年离开莫斯科，到
西伯利亚去开荒去建设的景象给我鼓励。
报到后把我分到工交部当编辑。1958年全
国已经进入了“大跃进”时期，各地都在大
炼钢铁，最先派给一位资深编辑和我的任
务是到大磴沟报道大炼钢铁。当年整个大
磴沟里聚集了几万人，到处是土高炉。我
们也是从这个山沟跑到那个山沟，采访炼

铁的农民、发回报喜的稿件。后来想想，炼
出的是一些含硫量很高的铁疙瘩，当时就
是抬着这些铁疙瘩向上级报喜。

1959 年到 1963 年是王庆同新闻报道
的丰产期，有的稿件还得到部领导的表扬，
采访、报道的方式也为部领导所肯定。尤
其是他的体验式采访和日记式报道当时影
响较大。这期间，王庆同对新闻工作的深
切感受是：争取参与新闻活动之中，透视新
闻事件的本质，抓住新闻过程的细节，才能
使报道引起读者的共鸣。

王庆同：有两个报道让我记得很清。
银川新城的一个劳模，是售货员，派我去采
访（那时报社工交部调整为工商部），这位
售货员不善表达，我就跟她一起站了 7个小
时的柜台，体会她工作中的忙而不乱和热
情耐心，写成了体验式稿件，受到欢迎。我
们当时的部副主任徐世祥 50多年后在写给
我的一首诗中说“识君工商‘站柜台’”，意
思是，在工商部工作时我站柜台那件事使
他真正了解了我。还有一次，是新中国成
立十周年，《宁夏日报》要办一个专栏，《十
年山河巨变多》，部领导指定我去写一篇。
吴忠有个叫沙江滩的地方，原来很荒凉，
1959年通了电，抽水开发了 1万多亩地，改
名为金银滩，我去采访了一整天，临回时有
人告诉我，当地有一个农民婆姨会唱歌，
自己编的歌颂金银滩变化的歌词，我找到
她，她忙着拉风箱做饭，不理我，我就说，
大姐我帮你拉风箱，不误你做饭。她一听
张开口就唱，回来后写了篇通讯《金银
滩》，引了她的歌词。徐世祥后来赠我的
诗中有一句“初露头角《金银滩》”，即指此
而言。在这些采访中，我的体会是，做一个
记者不能拿架子，要千方百计接近采访对
象，深入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稿件丰产，
又常常受到领导的表扬，这对王庆同的工
作是个肯定，也更激发了他勤于思索、多角
度看问题的劲头。

1960年低标准时，有一次他放弃乘班
车，从灵武步行穿过崇兴到吴忠采访，为的
是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问，实地了解支援
农业的工业品在商店、供销社、农贸市场的
供应情况（作为编辑，王庆同分工负责报道
的项目里有一个“工业支援农业”，故需要
了解这些情况）。在这次步行观察中，他还
发现，有的地庄稼长得好，有的地庄稼长得
不好，一问，长得好的都是自留地，长得不
好的是队上的地。他知道，这些不能写成新
闻，于是写在给朋友的信里。

（ 蔺银生 马君武 整理）

搞活农垦经济

1978年秋，我调任农垦局副局长。当
时的国营农场仍然实行的是单一生产粮食
的经营方式，创建 28年的农场 25年处于亏
损状态。既发挥不了土地资源的优势，又
不利于调动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两年多
的时间，跑遍了十几个农场，走访了近千
名基层干部和职工，拜师学艺，终于提出

“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因地制宜，适当集
中”的经营方针。经过局党委的讨论很快
达成共识，于是局领导班子大刀阔斧地组
织实施。第一步把十几个国营农场划分
为粮油、畜牧、林果三个经济区。第二步
经营兼顾各自农场的特点，在全系统建起

“五朵金花”种植场，10 个商品生产基地，
并以这些产品为原料，办起了粮油、制糖、
酿造、食品罐头、蘑菇、皮毛、奶制品等十
大工厂。这五朵金花就是：长山头农场大
面积种植红花，红花既是药材又是油料作
物；灵武农场种植黄花，又名金针菜，是一
种营养丰富的蔬菜；黄羊滩、暖泉农场，种
植葵花 1万多亩，是很好的油料作物；在农
垦科研所种植玫瑰花，一种名贵的天然香
料，是食品工业的添加剂；在黄羊滩农场
种植啤酒花，既是酿啤酒的重要原料，还
是一味中草药。经过实践证明，这些举措
完全切合农垦实际，并且取得了显著的经
济效益。

我从小离家参军，没上过什么学。后
来到了部队也只上过扫盲班。从打仗到生
产建设，我始终认为没有文化和专门知识
是不行的。在前进农场，为了搞懂作物生
长发育各个时期的特点，经常夜里钻进地
里观察作物生长，并在作物上画上标记，积
累知识和经验。为了弄懂土壤学，抽空跑
到农艺师的实验室虚心请教，和农业科技
人员一起，不分昼夜地在田间地里搞实
验。我把学到的知识用到工作上，尊重科
学，狠抓备耕、春耕和田间管理。同时，改
人工播秧为大面积机播，抓住农时，合理施
肥，当年粮食产量就翻番了。

当会说话的领导

在农垦当了一把手后，有人这样评价
我：“干事在点上，说话没废话。”这可得益

于几十年不断地学习思考和总结。我要求
下属常用的一句口头禅是：“没有文化要会
说话，没有文凭要有水平。”其实这也是我
一生追求的座右铭。

会说话，我在农垦是出了名的。每次
讲话都经过深思熟虑，然后自写提纲，总是
用生活中的形象事物和语言表达出来。让
人轻松听懂，耳闻难忘。

一次，一位中央领导来宁夏视察，一连
几天看上去都表情严肃，按计划下一行程
该到农垦了，地方领导多少有点担心。在
陪同这位中央领导视察的过程中，领导走
到哪里，我就详细介绍到哪里。一些时间、
地点、人名、数字，包括一些很专业的问题，
都一一说得清清楚楚，不时还加些诙谐幽
默的段子。结果中央领导听了以后都十分
高兴，脸上露出少有的笑容，称赞我能干会
说，是宁夏农垦的“活字典”。

1991 年江泽民总书记来宁夏视察工
作，我在平吉堡介绍奶牛如何养得好，一五
一十把“荷斯坦”奶牛的产奶数量、质量及发
展规模详细作了介绍。乘着中央领导高兴，
我顺势说：“总书记，您看也看了，我也给您
汇报完了，就这个牛产的奶您能不能赏光品
尝一下？”那天天也热，江泽民总书记说：“行
行行。”江泽民总书记来宁夏视察，喝了我们
平吉堡奶牛场出产的酸奶。这可是活动里
没安排的项目。

还是那次视察，我记得是 1991年 6月
19日下午 4时，江泽民总书记来沙湖，那天
天气很好，游艇在湖中行驶时，居然有鱼蹦
到了船上。我就说，总书记，今天连沙湖的
鱼都欢迎您呢！总书记高兴得很，事情就
是那么的凑巧，连鱼都来凑热闹，沙湖的旅
游名声在外，不红也难。当船行进到湖与
沙之间时，我一时兴起，随口向总书记作起
了广告：“贺兰山下一明珠，塞上江南是沙
湖。有沙有水又有芦，南北风光在沙湖。
南方有湖没有沙，西北有沙少连湖。沙湖
有沙有湖还有芦，万亩荷花伴沙湖。欢迎
江总书记视察沙湖。”江泽民总书记听了连
声称赞我说得好，随后亲自为沙湖题了字。

我这个人，一辈子当了 7年的兵，打了
5年的仗，剿了 2年的匪，办了 43年的国营
农场，再啥也没干。

（吴金遨 马晓虎 整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和西征，
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引起了埃德
加·斯诺、乔治·海德姆（中文名马海德）等
国际友人的深切关注。他们目睹了中国
人民在苦难深渊中挣扎的情景，对中国人
民产生了深切的同情。在红军西征期间，
他们以极大的热忱来到西征战役的主要
战场——宁夏豫旺、固原地区进行采访，开
展医疗救援活动。

豫旺堡是西方野战军总部和红一军团
司令部所在地，斯诺和海德姆在此受到
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和红一军团首长
的热烈欢迎。1936 年 8 月 22 日，西方野战
军总部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参
加大会的有彭德怀、左权、聂荣臻、朱瑞、
李富春、刘晓等领导及各师团代表和驻豫
旺堡连以上干部。彭德怀和斯诺在欢迎
会上讲了话。斯诺高兴地说：“你们的斗
争不是孤立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拥护
你们。我这次要把你们几年来艰苦奋斗
的经过，告诉全世界无产阶级知道，最后
你们应努力用中国的革命模范来推动和
领导全世界革命。”演讲结束时，他又激动
地高呼：“中国革命万岁 !”“红军胜利万
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斯诺的讲话大家
虽听不懂，要由黄华进行翻译，但同样受到

与会红军将领热烈地鼓掌欢迎。事后，驻
豫旺堡杨家堡子的红军把斯诺的演讲稿摘
要用毛笔写在一所民房墙壁上，一直保留
到 20世纪 60年代。

斯诺、海德姆以极大的热情，深入西征
部队，发挥各自的专长，积极为广大指战员
服务。斯诺以新闻工作者的职业习惯，每
到一地，顾不得休息就立即进行紧张地采
访。海德姆每到一地，深入红军驻地了解
部队的医疗卫生状况，受到红军和回族群
众的真诚欢迎。海德姆在西征前线一边陪
同斯诺采访，一边给当地红军和回族群众
治病，当地回族群众对他非常友好，把他当
作兄弟对待，这使他很受感动。海德姆发
现回族群众姓马的多，为了更好地同群众
相处，便决定在自己的原名海德姆前面加
上马姓，改名为“马海德”。

在豫旺堡，斯诺和海德姆与彭德怀同
住西方野战军总部院子里，彭德怀给他们
介绍了红军的生活情况、游击战的战略战
术和统一战线政策等等。彭德怀还带着斯
诺一起参加红军的政治会议，访问红军连
队，观看红军战士剧社的演出，给斯诺的采
访提供了许多方便。红二师政委肖华曾为
他安排了详细的访问日程，使他对红军丰
富多彩的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斯诺对红

军“每一个连和每一个团都有列宁室”感到
新奇，在西方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刘晓陪同
下，他到一个列宁室去参观上政治课，对红
军的生活作了进一步观察。

1936年 8月 26日，斯诺在豫旺堡采访
10天左右后，应徐海东邀请，前往驻下马关
的红十五军团采访。8月27日，斯诺与徐海东
长谈了一整天，对徐海东的个人经历非常
感兴趣，在《西行漫记》中专门写了一章《红
色窑工徐海东》。8月底，斯诺专程到固原
七营进行了采访，会见了邓小平。

海德姆全心全意为驻地群众和战士
服务。有一次，一位红军战士被毒蛇咬
伤，海德姆毫不犹豫地用嘴对着伤口把毒
液吸出，而后敷药包扎，使病员脱离危
险。他以满腔的热情一边紧张地诊疗治
病，一边做调查研究，还到红军各卫生医
疗单位了解情况，掌握大量材料。在与西
征前线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接触中颇
有感受，回到保安后向毛泽东提交了一份
关于改进苏区卫生状况的调查报告，毛泽东
非常欣赏。不久，海德姆被任命为中共中
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顾问。1937年 2
月，海德姆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海德姆
加入中国国籍。

（据固原党史网）

斯诺 海德姆对西征红军的采访与宣传

吴生祯（1928-1947 年），回族，1928 年
12月出生，宁夏青铜峡市峡口乡西滩村人。

吴生祯自幼丧父，母亲改嫁，生活困
难，读了二年小学。对于一个贫困家庭来
说已算幸运，但终逃脱不了给地主打长工
的命运。哥哥吴生贵早已参加革命，1940
年，奉党组织派遣回宁夏执行任务，吴生祯
缠着哥哥也要参加革命，经商议，全家逃到
定边解放区居住。

到了解放区，他们居住在陕北定边县
城新华街。吴生祯目睹了解放区人民政府
为老百姓办事的真情，干部群众亲如兄弟，
不分高低，没剥削、没压迫，人人平等，享有
着充分的民主和自由，解放区的人民与国民
党统治区人民是两个世界。他立志要像哥
哥那样，为彻底解放全中国而奋斗。经哥哥
吴生贵介绍，他参加了革命，时任三边专署
民族科科长金三寿和宁夏工委负责人孙
殿才对吴生祯人小志大的精神非常钦佩。
1943 年春，他被吸收为定边游击队战士。
1946年 11月，定边成立了以金三寿为负责人
的游击队，吴生祯成为回民游击队一员。

吴生祯在部队努力学习，认真锻炼，思
想觉悟提高很快，他严格要求自己，遵守规
章制度，苦练杀敌本领。在一次战斗中，他
负了伤，但坚持不下火线。1946年 4月，在
榆林战役中，他英勇杀敌，机警灵活，活捉
了敌团长弓长寿。1946年，由连长库连清
介绍，吴生祯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组织决定他回宁夏从事党的
秘密工作。他扮成小商贩，赶着毛驴，驮上

货物，先后到吴忠、金积、宁朔、中宁县城等
地，搜集了马鸿逵部队的许多重要情报。
他很重视统战工作，通过亲戚、朋友，做
马鸿逵下级军官和士兵工作，鼓励进步青
年投奔解放区。

1947年 3月，蒋介石调集大部队向延安
进攻，马鸿逵也密切配合向三边进攻。他
们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加害进步人士。为
了继续开展宁夏工作，吴生祯兄弟二人被
派回金积镇，遵照三边地委副书记孙殿才
的嘱咐以探亲为名，并以“卖兵”方式打入
马鸿逵部队内部。吴生贵、吴生祯兄弟俩
来到了吴忠堡七乡闫家闸五里坡，住在丁
生福开的小商店，以跑堂打杂为掩护，与中
共宁夏特别支部解体而失去组织关系，时
任国民党金积县县长的白虹剑取得了联
系，将吴生祯安排在马鸿逵补训二团当
兵。没想到担任该团团长的，正是在榆林
战役中被我军俘虏释放的弓长寿。1946年
4月，在我军攻打榆林时，由于吴生祯机警
勇猛，与全连战士一起，将弓长寿活捉。为
了消除俘虏兵对我军优待俘虏政策的疑
虑，回击敌人的造谣诬蔑，部队领导决定由
吴生祯具体负责主管和照顾弓长寿的起居
生活。一次，因弓长寿态度不老实，吴生祯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扇了弓长寿。吴生祯
很快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又一想，弓长寿
被俘虏时曾受到过我军的教育，问题的轻
重他也会有所考虑。于是，他在部队里大
胆工作，很快结交了很多朋友，受到士兵们
的拥护，不久便当上了班长。由于他的宣

传鼓动，一些士兵流露出对国民党官兵的
不满，有的冒着生命危险逃跑，这引起了某
些人的注意。有人向弓长寿告密。一次在
全连土兵紧急集合时，弓长寿到连队巡视，
发现了吴生祯，随即密告马鸿逵，吴生祯遭
敌逮捕。

弓长寿于当晚对他进行了审讯。
“吴生祯，老实招供吧！你是不是共产党

派来的，与谁接头？”弓长寿问道。“我是当兵
入伍的，没有什么招供的！”吴生祯坦然回答。

弓长寿恼羞成怒，把吴生祯打得遍体
鳞伤。他把我军俘虏他时的优待情景忘得
一干二净。敌人用压杠子、上拔筋床等酷
刑，对吴生祯进行长达 4个月的折磨，但一
无所获。马鸿逵将白虹剑召到银川，对白
说：“吴生祯是共产党的密探，审讯多次，面
不改色，宁死不招，顽固得很，决定杀掉，由
你亲自执行。”白虹剑虽然脱党，但那是因
为党的组织遭敌破坏而与组织失去了联
系。所以，白虹剑出于对党的同情，虽经多
方营救，但仍未能成功。不过，依照他自己
的权力，临行前，他设法让吴氏兄弟见了一
面。相见时，吴生祯对吴生贵说：“望你一
定转告党组织，我没暴露党的任何机密，唯
独遗憾的是没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1947年 6月 25日，在吴忠金积桥西门
外，吴生祯壮烈牺牲了。在刑场上，他怒目
而视，毫无惧色，旁观的群众无不被这位英
雄所感动，他们含泪慨叹。吴生祯为宁夏
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仅 19岁的生命，人死
了，但他的名字将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

吴生祯：为宁夏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