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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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 MIN SUI YUE
移民岁月 第五十期

自治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协办夏 文 史宁 NING XIA WEN SHI
072021年11月1日 星期一 值班编委 郑桉 编辑/美编 瞿玩东 校对 马晓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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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1938年
7月

1938年
3月8日

（二）

1938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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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场小社会 人生大课堂
李 乐 口述

由少战团发起，邀请社会各界妇女参加，在省城省立实验小学礼堂，召开了“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大会号召广大妇女
行动起来，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马鸿逵的五姨太、宁夏省抗敌后援会会长邹德一被推举为大会主席，虽未到会但发来贺
信表示支持。宁夏省党部组织科长袁金章到会讲话。

杨文海、涂春林等教师带领少战团，先后到贺兰、平罗、宁朔、金积、青铜峡等 7县进行两个多月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他们以演讲、唱歌、演戏、办漫画展等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鼓舞群众的斗志，产生了巨大影响。

王庆同：在生产队劳动了 9 年，
1975年的一天，队上有人带话，让我
去公社一趟，见到公社秘书时他说：
你马上去趟县委组织部。我当时还
是监督改造对象，外出必须向生产队
请假，我说还没请假，秘书说：没事，
你去就行了。从他说话的神态上我
感觉到了没有敌意的宽松。突然在
想，可能我盼望的那一天来了。在农
村劳动的 9年中，我每天都在盼望这
一天的到来。县委组织部的领导见
到我后先主动跟我握手，然后宣布经
上级批准的原单位党组对我的重新
审查的结论：撤消反革命帽子，恢复
公职，由盐池县委重新安排工作。那
一刻真的是让我惊喜交加，感觉天也
特别的晴朗，空气都是甜的，真的想
翻个跟斗，庆祝这一时刻的到来。他
们安排我住县招待所。我说没有钱，
组织部的同志安顿服务员说：记县委
的账上。

尽管撤消了反革命帽子，恢复了
公职，到盐池县青山公社当了干部，
但政治上还是留了个尾巴，没有恢复
团籍，没有恢复预备党员资格，没有
恢复原工资级别。盐池县委和青山
公社党委惜他是文化人，让他当起了
公社的文书。公社把最头痛的文字、
统计工作和行政管家的工作都交给
了王庆同，他没日没夜地干了几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等来了
经自治区党委落实政策办公室批复
的关于王庆同案的第二次复查结
论：给予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
恢复团籍，恢复预备党员资格（能否
转为正式党员，由现工作单位党委
根据本人的具体表现讨论决定），恢
复原工资级别。他很快成为中共正
式党员，县上安排他当了青山公社
党委委员、公社副主任（干了 8 个
月），随后又任命为中共盐池县委宣
传部副部长（干了两年），还把他的
妻子和孩子全部转为城市户口，吃
到了商品粮。对组织的关心他十分
感激，为此，后来自治区想调他到宁
夏大学教书并创办新闻专业，他还深
感难以向县上开口。

王庆同：1975年在青山工作时成
了家，彻底平反后《宁夏日报》推荐我
到宁夏大学教书并创办新闻专业，我
觉得很难向县领导开口说“我要
走”。后来也是组织出面调我，盐池
县委很客观，县委书记说：“你走吧，
组织调你。”至今我没忘盐池乡亲、同
事和组织对我的善待。

1983 年，已经脱离新闻岗位 20

年的王庆同重回银川，参与创办宁夏
大学新闻专业。尽管以前从事过新
闻编采，但 47岁的年龄和全新的新闻
教育领域对他来讲，仍然是个考验。

宁夏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是个
新专业，创办之初，最大的困难是缺
教师、没教材，没有工具书。工作、备
课很劳累。政治上的解放、宽松的工
作环境和浸入骨髓对新闻事业的热
爱，喷涌而出，劳累被快乐抵消。

好在王庆同对新闻专业知识较
熟悉，有宁夏大学对新闻专业的全力
支持，有王庆同在新闻领域广泛的人
脉，恢复高考后新闻专业成了热门，
王庆同与他的同事们一起，把这个新
专业的教学工作做的风声水起，成为
一些考生喜欢的专业。

王庆同：讲稿都是我在工作时
间、业余时间（晚上）手写的。写讲稿
时我还有意识把早年从事新闻编采
工作中的一些体会写进去，增强学生
的理解力和对新闻学的兴趣，当然也
包含了新闻采写中的教训，就是想让
学生毕业后在工作上少走弯路。写
讲稿很辛苦也很费时间，我总在想，
国家迎来了大好的发展时机，当老师
的绝不能误人子弟。因此还先后手
写手抄编辑成了 90万字的教学参考
（参阅）资料，由宁夏大学印刷厂油
印，分别发给不同年级的听课学生，
很受学生欢迎，有的至今还保存着。
作为中文系新闻教研室主任，我还要
尽到对年轻教师的教学进行必要帮
助。为了拓宽学生的视野，吸收前沿
信息和实践经验，还通过人脉关系，
请了国内和区内资深新闻工作者、新
闻教育的教授副教授给学生讲专题
或讲课。那时外请老师的课酬较低，
银川市的有的要自己解决交通问
题。他们都抱着作奉献的心来帮助、
支持宁大的新闻专业。区内的，自治
区党委宣传部的张源、王一宁、朱载
文、邓万，自治区广电厅的萨本冀、
苏振祺、张怀武，宁夏日报社的顾
页、李涌泽、李廷藩、王树禾、毛弋、
钱蒙年、米寿世、卢盛瑞、李笑、常憬
存、沙新，宁夏电视台的徐志健、刘
镇岳、徐赛、田宝贵、杨占山、康建
宁、孙道珍，宁夏电台的何华芳、杨
森林，还有中央驻宁新闻单位的潘梦
阳、崔诚武、吴国清、张锦、褚庆喜、
庄电一、刘全智等几十位同志，都来
讲过课或专题。我们不能忘了他们
的贡献。

（蔺银生 马君武 整理）

在我的心目中，打开我的心结，
对我人生影响很大的还有张来发。
他是上海远洋学院的毕业生。学的
是远洋捕捞专业。毕业后，他阴差
阳错地分配到了大西北腾格里沙漠
的边缘。那时候他还年轻，浓眉大
眼，可以轻松的在吊环上做出十字
垂直动作。那份潇洒，令所有的知
青看了羡慕不已。我认识他是在沙
湖的小船上。他和渔业队的工人一
起扎“迷魂阵”——一种鱼进去了就
出不来的芦苇圈。他的上海口音说
起话来叽叽喳喳的，他总自嘲地说：

“有条件一定把这个方法用到太平
洋上去，圈几条鲸回来……”我听了
心酸，他真不该在沙湖养鱼的。落
实政策的时候，他完全可以回到大
上海，可他留在了西大滩，尽心竭力
当起了中学教师。为前进农场培育
了一大批人才，为宁夏农垦培养了
一大批骨干力量。一直到他英年早
逝，他把青春、才华、生命都留在了
西大滩。与他的从容处世相比，我
这个中学生自愧不如。

另 外 一 名 林 业 技 术 员 蒋 长
敏。为了追爱，他放弃了四川林业
大学留校任教的差事，跟女朋友来
到了西大滩。后来女朋友成了别
人的新娘，他却留在了实验站条田
的渠坝上种柳树，这还和林业沾上
了边。实验站前边有一个不大的
小果园，他就成了果木技术员。其
实林业和园林业根本就是两个专
业，他是用自己全部的爱，把两个
专业紧密结合在一起了。

在盐碱滩建成了小果园，把它经
营成了地上的乐园，是那么的美，那
么的迷人。他善吹竹笛，笛声悠扬，
使人如醉如痴。他的篮球打得好。
飞跃上篮的动作就像燕子掠过水面，
腾空而起。女青年私下议论：“这么

好的一个小伙子，他那女朋友的脑子
一定进水了……”蒋长敏为爱而来，
结局却让人扼腕叹息。后来他把自
己的爱全部献给了农场的子弟，一直
到耄耋之年。

另外还有我崇拜的偶像苏其
效。他是青海公安总队的复转兵。
据说参加过 1964年全军的大比武，还
得了奖。他个子不高，但结实的像头
牛。知青们常常纠缠着他，要跟他学
两手功夫。他总是嘿嘿的笑，默不言
语，躲来躲去。

有一次在麦场看电影，几个连队
的青年都来了，为了抢座位，天津青
年和银川青年较上了劲。双方剑拔
弩张，板凳石头全拿在了手上。有的
跑回去取铁锹，眼看要出大事。苏其
效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两拨人的中
间，大声劝阻躁动不安的年轻人。天
津的愣头青毛石一板凳朝苏其效的
头上砸过去。那一瞬间，也就是 30秒
的功夫，毛石和手拿石头铁锹的青年
就躺倒在地，还有一个趴在一条长凳
上呻吟。苏其效站在他们中间，苦笑
着用浓重的河南话劝解道：“打什么
架呀，都是亲兄弟的，还嫌吃苦不
够？”在场的人都惊呆了，一场恶斗被
及时制止。谁也没想到，苏其效的左
胳膊在制乱中被打断。他以自己断
胳膊的伤痛，阻止了更多年轻人的流
血伤痛。英雄好汉也就在那关键时
刻出现，让人敬佩不已。

前进农场里汇聚了四面八方
的人才。农场的领导，连队的干
部，还有普通职工，都是那么宽厚、
真诚、包容。那么多的优秀人物给
我们这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教诲
与示范，真正是：农场小社会，人生
大课堂。有幸遇到这些良师益友，
使我受益终生。

（吴金遨 马晓虎 整理）

中共党员江生玉被党组织从延安派回宁夏，在中宁县恩和堡小学以教师职业为掩护，负责中宁、中卫等地党的工作。

中共宁夏工委从中宁、中卫、省城、平罗等地先后选派孟长有、王栋、杨生桂、王世同、宋谦、饶毓馗等 30余名优秀青年到
延安学习。

宁夏省立实验小学校长高立天，教师薛云亭、涂春林率领少战团，赴贺兰、平罗、石嘴山等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宁夏中学抗日救亡宣传队成立，学生霍纯锡任队长，教师薛云亭任音乐指导，教务主任阎廷栋带队到平罗、宝丰、石嘴
山、黄渠桥、宁朔等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日本进攻武汉后，宁夏中学在校礼堂举行保卫武汉时事报告会，由中共党员孙芳山主讲，参加学生、群众达 700余人。
报告会后，孙芳山被敌人盯梢通缉，在进步学生邵文周的掩护下，被迫离开宁夏，奔赴延安。

1949 年 9 月 23 日，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先头部队在仁
存渡口横渡黄河和平解放银川，使
仁存渡口成为见证宁夏解放的重
要遗址。

黄河仁存渡口位于灵武境内
梧桐树乡杨洪桥西侧与永宁县李
俊镇雷台村隔河相望，是活跃于宁
夏平原的千年古渡。

1949年 9月 21日，马惇靖（马
鸿宾之子）集合中卫官兵，宣布国
民党八十一军起义。9 月 23 日，
宁夏军政代表卢忠良、马廷秀、马
光天等到达中宁，接受解放军第

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等首长接
见，并签订《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
协议》。

此时，宁夏马家军兵团自行
溃散，银川城乡社会局面陷入混
乱，整个银川城内人心惶惶。马鸿
宾急电彭德怀请求派兵进驻银川，
维护社会秩序。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
团先头部队六十四军一九一师
五七二团三营，受命于当天下
午从仁存渡口冒着瓢泼大雨渡
河。当晚 9 时许，先头部队渡过
黄河，在漆黑的夜色和秋雨中，

踩着泥泞的土路向银川进发。
抵达银川的当晚，先头部队迅
速占领四个城门、鼓楼、玉皇阁
等制高点，在全城各交通要道、
要害部门布岗设哨，接收了武
器弹药库、炮兵阵地，并迅速控
制了西郊机场，为解放军顺利
接管银川奠定了重要基础。

9 月 24 日，解放军六十四军
军部率一九一师通过仁存渡口渡
过黄河进驻银川。9 月 25 日，解
放军大部队陆续进城。 9 月 26
日，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
政委李志明、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耿飚、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潘自
力等首长随同部队进驻银川。银
川各族群众 2 万余人聚集街道两
旁载歌载舞，欢庆解放。 10 月 7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银部队举
行隆重的入城仪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仁
存渡口恢复了昔日安然摆渡的生
活景象。1970年，位于上游不远处
的叶盛黄河大桥建成，该渡口逐渐
退出历史舞台。

2016 年 10 月 1 日 ，银 川 市
委和政府对仁存渡口进行立碑
标识。 （据银川党史网）

十九兵团先头部队解放银川横渡黄河旧址——仁存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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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一木、李仰南利用暑假回定边、延安，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工作。

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先后派白玉光、杜琳、李宜成（化名李宛）、蒙兴中（化名李平山）等中共党员来宁夏工作。其中，白
玉光因病于 1939年 1月才到。他们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分别被安排在各地学校任教。

王克和（1906-1947），又名王
景文，1906年生，永宁县望洪乡西
河村人。

1933 年，马鸿逵任宁夏省政
府主席后，加紧了对宁夏人民的残
酷统治，抓兵要粮，保甲连坐，苛捐
杂税，多如牛毛，敲诈勒索，无恶不
作，永宁县人民也不例外，同样过
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王克和深感
这种生活的痛苦，他愤然离乡，赶
着两头毛驴，驮上杂货，冲破马家
军的关卡，走盐池，跑定边，又到内
蒙古三段地，走乡串户做生意。

1935年，他把家迁到三段地，
仍以经商谋生。由于他买卖公平，
体恤穷人，经常给蒙、汉、回群众送
钱送物或赊账经营，全凭群众自觉
偿还，从不上门讨债，得到了当地
人民的赞扬和拥戴。

1936年 5月，红军西征，在彭
德怀司令员指挥下，解放了陕甘宁
三省交界的地区。王克和到盐池、
定边等地，亲眼目睹了红军的所作
所为，他们军纪严明，秋毫无犯，群
众十分拥护，当他听到了红军宣传
抗日救国的主张，心领神会，顿时
受到启发与教育，由此萌发了参加
革命的思想。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天
津沦陷，敌人又向包头进攻，宁夏
形势非常危险。针对当时形势，中
央决定成立中共绥蒙工委和中共
宁夏工委。绥蒙工委派田万生到
三段地开辟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
救国工作。通过接触，田万生觉得
王克和思想进步，于是积极培养教
育，使王克和阶级觉悟提高很快，
随后，即让他仍以经商为名，往返
于鄂托克旗、永宁、宁朔、灵武等
地，搜集敌方党、政、军方面的情

报，他干得很不错。
1944年 1月，三边地委统战部

派王延到三段地做宁夏方面的工
作。田万生如实反映了情况，认为
王克和已符合一名共产党员的条
件，经过王延介绍，他光荣地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

王克和入党后，仍然做情报
工作，同时，还做从宁夏逃到内蒙
古的难民与逃兵工作。从永宁到
三段地的逃兵，常常三五成群，在
他家吃住，他借此进行宣传革命和
抗日救国的道理，虽然道理浅显，
但同志们领会的很深，所以，不少
逃兵参加了抗日游击队。除此，王
克和还根据三边地委指示，积极开
展建党工作。在永宁，他先后发展
了周光耀等 4名同志入党，为永宁
县的革命奠定了基础。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为
了防备蒋介石下山摘桃子而发动
内战，绥蒙工委指示三段地工作据
点认真做好国民党地方保安部队
工作。因王克和有做工作的经验，
又加做生意的方便，所以，他受命
与鄂托克旗中上层人物以拜“把兄
弟”保持一定的关系。通过这一途
径，同鄂托克旗的保安团长及其下
属军官、士兵交朋友，开展工作。
根据王延同志的指示，他终于同保
安团长顾寿山及有些营、连排长拜
了“把兄弟”，这为稳定鄂旗西南局
势起到了重要作用。

蒋介石是中国有名的政客，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言不由衷是
全国人民皆知的。1946年，他终于
发动了内战，重兵包围陕甘宁边
区。马鸿逵乘此也大肆进攻三边，
并同伊克昭盟保安司令奇恩诚密
谋窜犯盐池，威胁解放区的安全。

1947 年 1 月，根据党中央指
示，三边军分区决定打击奇恩诚的
这股反动武装，要想取得成功，首
先要掌握内情。三段地负责人派
王克和侦察奇恩诚部活动规律，提
供准确情报，以便一举歼灭。王克
和接受任务后，缜密考虑，周详运
作，昼夜工作。一天，他终于获悉
了奇恩诚将于正月十五给下属的
军官下请柬，准备于 17 日为其母
过寿的重要情况后，立即报告工
委。工委进一步查明，奇恩诚为母
做寿是虚，集中 200余名官兵密谋
进犯三边才是真。三边军分区根
据这一情报，紧急部署，由警八团、
骑兵团和蒙汉支队共同参战，于
17 日，兵分三路，由王克和为向
导，我军几路包剿，一举消灭了奇
恩诚部，击毙、伤敌 150余人，俘 40
余人。抓获马鸿逵驻奇部特务参
议 2名，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马
匹、骆驼和木车。这次战斗的胜
利，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为鄂
旗除了一害，扫除了解放区盐池北
部的威胁。

在这次战斗中，由于隐蔽不
好，王克和被奇的家人认出，由此
暴露了身份。为了避免敌人的报
复，王克和回到永宁，更名为王景
文，继续活动于永宁、灵武一带。

5月，奇恩诚的四叔杨生扎布
带领清乡团到处搜捕王克和。这
时，王克和在灵武一饭馆吃饭时，
被奇家派出的便衣认出。奇家遂
报告马鸿逵，王克和遭到了逮捕。

王克和被捕后，敌人用尽了
所有手段，逼他供出共产党的组
织。但无论怎样，他宁死不屈，只
字不吐。3个多月过去了，永宁县
警察局没有得到任何口供，无计可

施，8月，他被押送到了银川，交宁
夏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审讯。

在军法处，王克和受尽了“插
竹签”“揭背花”“坐老虎凳”等酷
刑，但他毫不屈服。当他见到了在
三段地工委撤退时被捕的王延，他
向王延说：“我只向他们承认自己
是被迫带路的，没有提到党，请党
组织放心！干革命，哪有怕死的！
死就死我一个，我绝不会连累党。”

敌人虽然得不到什么口供，
又无证据，但奇恩诚的母亲在银川
赖着不走，天天要马鸿逵下令处决
王克和为其子抵命。马鸿逵当时
在永宁望洪堡有一公馆，为了自己
的安全，他认为有王克和这样一个
人很危险，于是决定就地枪毙，以
便杀一儆百，同时，又满足了奇恩
诚母亲的要求。

9月 2日，军法处把王克和押
回永宁县警察局与周光耀同住一
牢房。夜深人静时，他对周光耀
说：“即使把你送到军法处打死你，
也不要说出组织。”周光耀，含着泪
点头说：“是！我一定向你学习。”
次日晨，王克和隔着铁窗向来收尸
的妻子说：“挺着吧，好好照管孩
子，不久就会解放，那时大家都有
好日子过！……”

凶神恶煞的刽子手打开牢
门，架起王克和就要往外走，王克
和大声吼道：“放开，我自己有两条
腿，自己会走的！”他昂首挺胸，以
沉稳的脚步走向永宁县城南桥子
刑场，刽子手连放 3枪王克和才倒
下。在场的群众无不受鼓舞，他们
流着泪赞扬王克和视死如归，是个
钢强的硬汉子。王克和的名字永
远传颂，王克和的英勇事迹永远激
励着后人。

王克和：英勇事迹激励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