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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万莹

连湖农场小学的创办人——江愉

宁夏籍学生关立信、温积成、刘廷栋等 10余人在兰州成立“建宁学会”，并创办《夏声》刊物，揭露马鸿逵在宁夏的黑暗统治。

红井子工作据点派马少林回家乡金积一带活动，担任交通联络工作，并对马鸿宾部八十一军中宁县南营房驻军进行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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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三边地委保安处决定派外勤人员何述田前往中宁县，做国民党八十一军军需官李振邦的工作，并将其发展为中共党员，为
党组织收集情报，开展党的工作。

中共三边地委决定成立河东工作组，组长赵文献，副组长梁大均，成员何广宽，统一领导余庄子、红井子、三段地等据点的工作，并
明确提出了今后的工作方针是：“以建党为主，走农村路线，深入下层，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同时，不放弃任何有机会的统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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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部派中共党员马绍常（系马鸿逵同乡、原在马鸿逵部工作）持贺龙、高岗的信件，赴宁夏省城与
马鸿逵谈判，向马鸿逵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国家和决不打内战的主张，以求谅解，互不侵犯。马鸿逵对
这次谈判持积极态度。

来灵武农场的第一批大学生——武建礼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争取团结进步人士，发展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李仰南及工委其
他成员，利用 1937年秋张子华回宁
时同袁金章、高立天等人秘密建立
的统战关系，分头到省城、银南、银北
等地进行联系。争取团结了袁金章、
雷启霖、王振刚、李冲和等一批中
上层人士和教育界师生以及商人
中的同情、支持者，扩大了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队伍。同时，通过这些
代表人物，进一步团结了广大知识
分子和其他方面的社会人士，扩大
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
影响，掩护了党的地下工作人员，
支持了党的工作。

发展一批共产党员，建立党的
基层组织。李仰南及工委其他成
员，通过实际工作的考察了解，先
后在宁夏各地秘密发展了一批党
员，壮大了党组织的力量。1938年
中共宁夏工委下属 5个支部，32名
党员。

动员选送 30余名进步青年奔
向革命圣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
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学
校学习。他们毕业后，有的参加了
八路军，有的做地方工作，有的又
于 1939年派回宁夏参加地下工作，
为革命作出了贡献。

开展兵运工作。李仰南来宁
夏前，党组织交给了他在宁夏马鸿逵
部队的几个关系：一是驻石嘴山的
马英才旅部副官苗培植，一是驻宁
夏新城某旅参谋。李仰南到宁夏
后，先与苗培植取得联系，然后通
过苗培植把 1937年 12月从边区派
来的中共党员李维钧安排在该旅
五团三营八连，以当司书为掩护做
兵运工作。李仰南根据上级指示，
给李维钧布置任务：不在友军中建
立党的组织，不拉队伍，主要进行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通过朋
友讲形势，开展抗日宣传等方式，
提高友军官兵的民族意识和爱国
精神，使他们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方面来，自觉抵制和反对马鸿逵
对日寇的妥协活动。1938年春，当
李仰南得知 1936 年 11 月红二、四
方面军经过宁夏向陕北转移时，
四方面军曾有一部分人员被俘，在
马鸿逵工兵营做苦工的消息后，提
交工委研究，决定设法同这部分人
取得联系，使之成为建立武装的
骨干。李仰南派中共党员肖子珍
开展此工作，很快与工兵营一位
四川籍女同志取得了联系，开展
了对被俘红四方面军人员的工
作。后因马鸿逵对部队统治很

严，收效不大。
1938年秋季起，国民党不断制

造反共摩擦，国民党宁夏当局防
共、反共活动逐步升级，中共宁夏
地下党组织处境困难。马鸿逵下
令取缔抗日团体，追捕共产党人，
李仰南等人被曾经混入三边的马
鸿逵部特务马子成发现，难以立
足。李仰南觉得自己不宜继续在
宁夏工作，要求中共中央和中共陕
甘宁边区党委另派人来接替他的
工作。同时，不顾个人安危，继续
留下来，化装成商人，改名杨维宝，
秘密进行工作，机智地保护被敌追
捕的党内外同志撤离宁夏，使所有
在宁夏的中共党员没有一个遭敌
逮捕。1939年 10月，中共中央讨论
了宁夏工作问题，并决定派崔景岳
来宁夏接替李仰南，建立新的中共
宁夏工委。12月下旬，李仰南与崔
景岳在中宁“协记号”商店接头。
然后一起到各地交接工作。崔景
岳接任工委书记。1940 年春节过
后，李仰南回到延安。

1940年春，李仰南在中组部招
待所候职，并对中共宁夏工委工作
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同年冬，参加
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和中央党
校组织的《抗战中甘宁青党的工

作》一书的编写工作。
1941年春，李仰南先后任中央

民族学院班主任、中央西北局统战
部少数民族组干事。1942年夏，任
中共甘宁工委委员、宁夏工作部部
长。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对李仰
南 1931 年被捕问题再次进行审
查。当时，原和李仰南在山西第一
监狱和反省院的大部分同志都已
到延安，提供了确实可靠的证明材
料。经审查，根据《关于履行手续
处理办法》决定，恢复了他 1929年
党籍。同年冬，又被调往环县县委
任统战部长。1943年夏，调回中央
党校二部学习并参加整风运动。
1945年 8月，抗日战争胜利，李仰南
随中央党校干部大队赴东北工作，
先后任中共黑龙江省通北县委书
记、黑龙江赴光农场场长、辽宁本
溪 煤 铁 公 司 人 事 处 处 长 等 职 。
1950年 10月，参加抗美援朝，任志
愿军后勤五分部政治部干部科长，
1953年秋，回国后又先后任长春六
三六厂副厂长、沈阳俄文学校校
长、沈阳机械制造工业学校副校
长、沈阳工学院党委副书记等职，
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1973 年 6
月，因病休养。1984年，病逝于沈
阳，享年 73岁。

李仰南：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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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三边地委在盐池召开盐池县委、河东工作组全体人员会议，就如何开展宁夏工作与今后的工作方针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
究。会议确定主要在工人和农民中大力发展党员，重视培养党的核心骨干力量；领导工厂、农村群众的自发斗争；把建党工作同群
众的自发斗争结合起来。同时，还要重视和加强中层统战工作。会后，磁窑堡、石沟驿的煤矿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要求改善
生活的斗争。

（下）

江愉：我们来宁夏都是自觉自
愿的，是我自己争取来的，当时决心
不大还不批准。也真不知道来宁夏
干啥，就知道是支援边疆。到车站
为我们送行的人很多，红旗招展、锣
鼓喧天，充满了战士出征的神圣
感。送行的领导说：盼望听到你们
取得成绩的好消息。送行的朋友
说：希望到那后有更好的工作。送
行的父母满脸泪水讲不出话来，拉
着我的手不松开。

18 岁的江愉满怀激情来到宁
夏。拉她们的火车是铁皮闷罐车，
稻草铺地。尽管睡在稻草上，但没
有阻止她对宁夏蓝天白云、牛羊成
群、稻花飘香的渴望。她甚至还在
幻想着，到宁夏当一名纺织女工，
穿梭在织布机中，又幻想着当一名
女司机，驾驶着汽车，在边疆的道
路上多拉快跑。

车窗外越来越贫瘠的景象很快
把她从幻想中拉到现实，列车西行中
她发现，离老家越来越远、土地越来
越荒凉、民众越来越穷困。

江愉：来的时候自己带的铺盖，
国家给我们发了一床棉花被子、一件
蓝大衣、一顶帽子、一双棉鞋。铺盖
铺在地下，车箱里睡了五六十个人，
旁边放了个马桶。开始大家都特别
高兴，我们几个初中毕业的同学还在
车上吹起口琴，一起唱《凯旋之歌》，
心里特别高兴，两天后到了兰州，送

上来的是从来没见过的黄米饭，车窗
外的荒凉开始让我们心里发凉。这
时候才知道，西北好苦啊，车一停下
来，成群结队的讨饭人就围着我们
转，大家把车上发的大饼子送给他
们，这个时候开始有人后悔了，歌声
没了，有了哭声。

满眼的荒凉、成群结队的乞丐
和吃不惯的黄米饭是进入西北后给
江愉的所有印象。这还不是最糟的，
接下来，幻想当纺织女工、女司机的
梦又破灭了。她无论如何也不会想
到，自己从江南的工人变成了西北农
场的农工。

到银川后，当地政府专门为她
们送来了大米饭，饭中的沙子让她忘
不掉。吃饭时她得知，连湖农场是她
支边的落脚点，农场的卡车挂着横
幅，很热情地欢迎她们上车。

江愉：1959 年 5 月 11 日我们到
达银川，吃了一顿大米饭，菜是红烧
肉。连湖农场的老军工家属都穿的
好漂亮的衣服、绑着红绸子、绿绸子
迎接我们。地下的脸盆里装着肉和
土豆，没有凳子，蹲着吃饭。住的全
是窑洞，地下铺的草，长长的一排，
20多人住一个窑洞，女青年好些，七
八个人住一起。有人看着这样落后
的条件开始后悔了，我没有反悔，我
来时就做好了吃苦的准备。我还在
想，建设美丽的边疆就从脚下开始
了。我们一起来的 680人，最后留在
宁夏的只有 10多个人，绝大部分都
回去了。

连湖农场是自治区成立后组建
的，以军垦为主，与农村的区别就是
上工下工要吹军号，职工称军工，工
作就是从事农业生产，是换了个叫法
的农民。从这天开始，她从工人变成
了农民。

身份的转变让江愉吃惊，来时
的幻想全部消失。为了满足自己，她
和同来的老乡一起，爬上了农场新来
的拖拉机上，照了张相片寄回老家。
老家的父母看了照片后高兴了很长
时间，到处炫耀。公社还把这张照片
放到橱窗里展示，江愉的妹妹看到照
片后也有了来宁夏当女拖拉机手的
梦想。
（蔺银生 马君武 王旭阳 整理）

灵武农场不仅是宁夏建立农垦
以来第一个国营农场，是西北农业
建设重点国营农场，还是宁夏第一
个机械化作业的农场，起点很高。
比如，一般农场不可能设一个气象
站，灵武农场很早就建设了气象
站。气象站的出现与原苏联一位
农业专家叫伊万诺夫有关。他有
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搞农业的，
首先要走出去，把田地情况搞清
楚。这个地方的最高气温、最低气
温、海拔高度都要搞清楚，所以我
和 邢 本 正 两 个 人 就 搞 了 个 气 象
站。邢本正也是看了那个材料，对
农业气象学都比较有兴趣，对我们
自身探索农业科学也是一种难得
的锻炼。邢本正最后调到宁夏大
学外语系教书了，后来还当了系主
任。其实我的英语基础还可以，读
大学的时候很多书都是英文的，像
遗传学、生物学、植物生理学等。
没有中文的，或者是俄文的，有的
也翻译成英文了。专业书用外文
词典查看，阅读可以，但口语不行，
基本是“哑巴”外语。苏联农业专
家办农业要有气象学知识的观点
就是从外文中了解到的。

武建礼：你问我的求学经历，怎
么从华北跑到重庆读的西南农学
院。我是河北省鹿泉区土门村人，
1926 年 11 月 21 日出生，今年 94 岁
了。七七事变，抗战爆发，我 7岁那
年全家一路逃难，从山西娘子关、阳
泉到陕西赤水镇，后又到湖北汉口。
家人送我到战时儿童保育院，武汉战
事吃紧又到抗战时的陪都重庆，进了
一家兵工厂的子弟学校当教师，教五
年级的课程。因为兵工厂付的工资
比同行业的要高，觉得也挺好。但父
亲劝我考大学继续深造，于是就考取
了四川省国立教育学院，后来改名为
重庆大学。我开始在园艺系，后来又
转到农学系。

同我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同班同
学叫雷大川，他是学农业机械的。他
先是到中卫县农场当厂长，最后又调
到西北农垦局。只有我在灵武农场
一待就待了 30多年，最后退二线以
后调到宁夏农校教书去了。

我的老伴比我小 7 岁，她本是
我父亲学校的一名学生，即河北怀
柔中学的。因为家贫没法供她上中
学，是我父亲做工作，由我用工资资
助她上的中学。那个时候国营农场
已实行薪津制，我大学毕业工作后
工资 70 多块钱，我觉得工资太高
了，去找场长高宜之，说我刚毕业拿
这么高的工资不合适吧，人家开拖
拉机的才拿 40多块钱，就连队长也
才拿了 40多块钱，他说这是国家规
定的，我们不能动，所以当时我有这
个余力资助她上学。后来么，就觉
得这个女孩子不错，这样才结的
婚。我是 1983 年评的高级农艺师，
是农业厅第一批评的高级职称。从
灵武农场出来，又到农垦科研所当
了 3 年所长，56 岁以后从领导岗位
上下来。当时宁夏农校非常欢迎我
去教书，于是又调到农校教书，直至
退休。

（吴金遨 马晓虎 整理）

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
曾经过宁夏，播撒革命火种，并在
这里留下了许多标语。如今，这些
红军标语作为历史见证，已成为宁
夏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
教材，是大力弘扬“不到长城非好
汉”革命精神的宝贵财富。

1935年 10月，毛泽东率中央红
军在宁夏翻越了六盘山，胜利抵达陕
北。在长征途中，如毛泽东所说：“长
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
播种机。”他们在宁夏宣传群众，播
种革命，严格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和党的民族政策，得到了宁
夏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

1936年5月18日，党中央发布了
西征命令及西征战役计划，以红一方面
军主力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
令员兼政委，率领1.7万余人，分左、中、
右三路向陕甘宁边界地区进军。

为争取各族群众的拥护与支持，
红军大力开展宣传工作，利用标语、
口号、讲演、座谈等形式，宣传红军的
宗旨，传播革命思想，宣布红军尊重
回民政策，而书写标语则是红军手中
最为常用和有效的一种宣传方式。

豫旺堡城隍庙红军标语

豫旺堡今为同心县豫旺镇。豫
旺堡城隍庙，当年曾为西征红军总指
挥部驻地。该庙前后两座正殿，东西
两座侧殿，两个角楼，除西角楼外，四
殿及东角楼墙壁上均有红军留下的
标语，总数60多处，主要内容如下：

“红军是工人农人的军队，欢

迎回民群众来当红军，欢迎回民官
兵们到红军中来”

“我们是要打日本帝国注意
（主义）！”

“抗日的国民革命军不该进攻
抗日红军！”

“联俄联共一致抗日！”
“反对蒋介石坚持内战帮助日本！”

下马关镇红军标语

同心下马关镇旧时为豫旺县
城，红军标语写在一处民房内，内
容如下：

“欢迎二、四方面军北上！”
“欢迎白军同红军一致北上抗日”
“欢迎两广出兵”
“反对蒋介石阻碍两广北上抗日！”
“中央第一师南下是阻碍两广

北上抗日”
“反对中央第一师胡宗南南下”
“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红

军是抗日救国的军队，西北一切不
想当亡国（奴）的人民同红军一路
北上抗日去！”

“打蒋贼救西北，打日本救中
国，打土豪救穷人”

“巩固老苏区，发展新苏区，活
捉马洪魁（鸿逵），打到宁夏去”

杨家堡子红军墙报标语

杨家堡子位于今同心县马高庄
乡沟滩村，旧时为土豪杨廷栋庄
院。1936年西征红军解放豫旺地区
后，西方野战军后勤部驻扎在此。
堡内四合院上房东墙上写有《美国

记者的演说词摘要》《支部工作栏》
《宣传大纲》三个大幅宣传栏。

美国记者是埃德加·斯诺，演说
词摘要约 410余字。斯诺在豫旺为
红军指战员所作的讲演中说：“诸位
英勇的同志们，在你们热烈的欢迎
中，我万分激动和荣幸，在你们伟大
的胜利中，一、二、四方面军很快同你
们汇合了，你们的前途是无限地开展
着，我今天替你们照了红军活动的照
片，我将带到全世界去传播，使全世
界同情你们的人——广大劳苦大众，
尤其是你们的同志兴奋和鼓舞。”

《支部工作栏》紧靠演说词左
边，上端横写“支部工作栏”，字前
画有党徽，下面竖写“党的工作中
心”及“八条工作要求”，最后一行
写“三六年十月份上半月工作”。
《宣传大纲》在最左边，面积较大，
上端横写“迎接全国红军大会合”，
全文竖写，约 600余字。该宣传栏
破损严重，一半字迹已不能辨识，
从内容看应是新闻报道，述说二、
四方面军进军情况，介绍全国抗日
高涨情形，提出扩大红军等。

红城水娘娘庙红军标语

红城水今属同心县下马关
镇。1936年，红军西征时曾在此驻
扎较长时间。红军的标语写在娘
娘庙墙上神像壁画的间隙处和空
白处。主要内容有：

“三大（打）三救”——打倒日
本救中国，打倒卖国贼救同胞，打
倒土豪救穷人！

“六大要求”——坚决执行命
令，动作迅速，遵守时间，整齐清洁
卫生，爱护自己武器，主义（注意）
提倡礼节。

红城水娘娘庙里的红军标语
还有“八大注意”，只有“注意中国”

“注意工农”“注意民族”可以看清，
其他不可辨识。

辛庄滩雷祖庙红军标语

雷祖庙位于今同心县张家塬
乡新庄滩。1936 年红军西征时雷
祖庙为“列宁室”，庙内东西墙壁均
写有革命标语：

“联合红军打日本救中国！”
“推翻帝国主义统治”
“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
“推翻军阀国民党政权”
“红军是抗日先锋军”
“建立国防政府”
红军还在庙内墙上写打油诗

一首：“明月照天空，灯光遍地生，
回汉一家人，打倒鬼子门（们）”。

祁家堡子红军标语

祁家堡子位于今海原县三河镇
（原黑城镇），旧时为地主祁雨仓庄
院。1936年红军西征进军固原县黑
城，打开祁家堡子后，曾在此驻扎 20
余天，宣传标语即为当时所写：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红军是人民的军队”！
“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红军是抗日的先锋军！”

（据固原党史网）

红军在宁夏留下的标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