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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进大修厂中寻找坐标——黄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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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克敏，男，汉族，彭阳县冯
庄乡虎家小园子村人，是宁夏农村
第一个中共地下党支部——虎家
小园子党支部书记。

1936年 6月，红军西征部队解
放了今彭阳县东北部，驻防在三岔
一带，建立苏维埃政权，成立抗日
组织，并不断向西推进。10月，红
军干部张万年和徐步起来到今彭
阳县冯庄乡小园子村，由于当地
的群众对红军知之甚少，听说红
军很快就到小园子的消息后，大
部分人都很害怕，跑到山沟躲避，
群众工作无法开展。虎克敏主动
和红军干部接触，听他们讲革命
的道理，并积极向广大群众讲解
红军革命政策，在他的影响下，广
大群众积极配合红军的工作，抗
日热情高昂。在张万年和徐步起

两位红军干部指导下，三岔第三
乡苏维埃政府成立，虎克敏当选
为副主席兼文书，并设有土地、武
装、政治、粮秣、调解等机构，负责
抗日组织工作。

苏维埃乡政府成立后，虎克敏
配合张、徐二人积极组织、发动群
众，先后发展党员 5名。于 1936年
12 月成立了虎家小园子党支部，
虎克敏当选为党支部书记。党支
部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是：第一，继
续物色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党
员，壮大党的队伍。第二，深入发
动群众，调查了解敌情，掌握敌人
动态，及时向上级组织汇报。第
三，紧密配合乡政府工作，广泛深
入宣传党的主张和中国工农红军
北上抗日，打土豪、分田地，救苦救
难的政策。第四，掌握群众思想，

消除群众顾虑，动员群众起来与当
地土豪劣绅、反动武装进行针锋相
对的斗争。

支部成立不久，抗日战争全
面爆发，上级党组织决定虎家小园
子党支部的活动由安家川扩大到
三岔、孟塬、马渠一带，虎克敏带领
党支部一班人夜以继日地工作，在
不到 4个月的时间内就发展了 10
多名党员。在广大民众的积极支
持和密切配合下，抓捕了安家川保
长刘武，为红军缴获运送长枪 5
支、手枪 10支、白洋 500块、麦子 5
石。虎克敏通过广泛宣传，积极组
织群众，在孟塬建立了抗敌后援
会，不久调往三岔区委工作。

1938 年，国民党自卫队队长
卢业广指示其部下祁杰山和伪保
长柳生海乘国共合作，共产党一心

抗日不打内战之机，企图占领小园
子。安家川副保长、中共地下党员
杨国仓到三岔向党组织报告了敌
人马上要占领虎家小园子的情
报。虎克敏接到情报后，冒着生命
危险，马上向当时曲子县委书记
徐锡铃同志请示对策，由于没有
及时果断采取措施，致使虎家小园
子党支部遭到了敌人的破坏。敌
人占领虎家小园子后，开始搜捕共
产党员，部分暴露身份的党员进入
边区，未暴露身份的隐藏了起来。
由于白色恐怖严重，党支部工作中
断。直到解放战争时期，这一带党
的组织活动才重新恢复。

解放后，虎克敏同志服从组
织安排，先后在甘肃供销、外贸部
门工作，后任甘肃驻西安办事处
主任。 （据固原党史网）

宁夏农村第一个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虎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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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水乡到西部拓荒
只为宁夏飘有果香

——访宁夏农林科学院高级农艺师喻菊芳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由环县向三边进军，在当地部队和游击队的配合下，给马鸿逵部队以有力打击，一度收复定边、
盐池县城。

喻菊芳：学校里第一次分配名
单公布后大概一周左右，校领导又
给我们作动员，说西北边疆建设急
需大量农业科技人员，希望同学们
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积极踊跃地
报名，参加西北边疆建设。到宁夏
后才知道这里很多人都是外地支边
的，有些外地人经常讲是被骗到宁
夏的，但我们真的不是被骗来的，全
是主动报名，而且选的都是最优秀
的学生。学校的领导在动员时也特
别明确地告诉我们，西北自然条件
相当艰苦，生活和工作中都会遇到
很多困难，让我们一定要有充足的
思想准备。尽管领导把可能遇到的
困难讲的足够多，但我还是没有犹
豫就报了名，因为我是学生会秘书
长、共青团员，肯定要带头听党的
话、响应国家号召，这也是我们义不
容辞的责任。学校从报名的同学中
选出 25 人，由我带队，向大西北出
发。25 个同学中，有 20 人分到了新
疆，4 人分到了甘肃，只有我一个人
到了宁夏。支援西北边疆让我很自
豪，但还是没敢把这个消息告诉家
人，怕他们不同意，家里人还以为我
是到杭州上班。在临上车前，我们
的行李都摆放在一起，准备装车。
但我离开家时脸盆忘了拿，我妈妈
和我二妹到车站给我送脸盆，她直
接把脸盆放到去杭州的行李堆里，
有人告诉她，你女儿报名去大西北
了，她的脸盆要放到去西北的行李
堆里。我妈一听，呆了，咚的一下坐
到地上了，我赶紧拉起妈妈，告诉
她，这是国家的号召，大西北太需要
人才啦，我们要听国家的话。那时
候听党的话、跟党走是每个青年人
的理想和追求。我还特别交待妈

妈，千万不要给外婆讲，到了宁夏后
跟家里通信才知道，外婆为此生了
一场大病。

喻菊芳来宁夏时是 1954年，当时
银川还没通火车，同学们舟车劳顿，
车船辗转，先到西安、再搭乘卡车转
道银川。一路风尘、一路颠簸地向宁
夏奔来。10 多位同学中有一部分是
浙江台州农校的，另一部分是江苏南
通农校的。旅途的颠簸中，放眼望
去，满目荒凉，极少人烟，风卷黄沙中
偶尔能看到几只受到汽车惊吓的野
兔子在戈壁滩上奔跑。一些同学被
眼前的荒凉吓呆了，但在喻菊芳眼
里，广袤的荒原正是她施展才华的战
场，在路途的颠簸中她做了一个梦，
梦见在这里开荒种树，培育出了大片
果园，树上结满果实，一派丰收的景
象。享誉全球的前苏联果树专家米
丘林又出现在她的梦中，喻菊芳来宁
夏时刚刚 20 岁，是个放飞青春的年
龄，追赶并做中国的米丘林是她心中
的目标。

喻菊芳：拉我们来的大卡车特别
颠簸，那时候路也不好走，满目荒凉
再加上尘土飞扬，有的同学被眼前的
景象吓呆了，开始抹眼泪。我的想法
跟别人不一样，我看着这些大片未开
发的广袤土地，内心满是憧憬，既光
明又特别美好，因为在我们南方，根
本别想见到这么多未开发土地。我
当时就在想，这里比南方有更广阔的
施展空间，可以发展万亩果园。我把
这些未开发的土地看成施展理想、为
国争光的天堂，真的有种天高任鸟
飞、海阔凭鱼跃的感觉。当时思想很
进步，尽管荒凉满目，但我的万亩果
园梦始终不断。

（蔺银生 王旭阳 整理）

黄育民：我们大修厂在完成农机
修理任务的同时，相继制造了扬场机、
镇压器等农业需要的机械和拖拉机的
易损件、关键零部件，还开发制造了
工、农、牧业生产需要又购买不到的农
用机械。团（场）部和修理厂领导都很
重视这项工作。所确定的“以修为主、
以造保修、修造结合”的经营方针，是
适应农垦修理行业生产发展形势需要
的战略抉择。我作为修理厂当时唯一
工科专业大学毕业的技术人员，发挥
了应有的作用，努力做到了有所作为。

我主持开发制造的机械有：为配
合发展养猪的需要，在原用铁板焊接
生产饲料粉碎机的同时，运用畜牧业
机械原理，设计用铸造机体生产小型
饲料粉碎机。配 10 千瓦电动机便于
批量生产，可配合生产队和农村发展
养猪业的需要，先后生产了 50多台。
既解决农场内部的需求，又能销售到
场外单位和农村，还先后仿制改进制
造了 30 多台饲草打浆机。为适应农
田基本建设、平田整地的需要，制造了
牵引式平地机和铲运机。为此，我们
专程到平罗国务院五七干校农场参观
实体平地机。经过测量、绘制图纸进
行仿造，成功制造了 8台。铲运机是
我通过实物测绘制图进行仿制的。在
工人师傅的努力下，解决了仿制中的
许多难题。比如铲运机需要配套的液
压油泵。制造油泵的图纸是我到自治
区农机研究所按标准图纸描绘的。油
泵的制造关键是一对齿轮，为此，我们
费了很多心思。油泵制造成功，既解
决了铲运机的使用，又为推土铲的使
用提供了条件，可使拖拉机做到一机
多用。共仿制 C4-3A 型铲运机 6 台，
配东方红-54液压推土机 4台。

为扩大机砖生产，在别人革新制
造砖机的基础上，由我负责重新制造一
台350型制砖机。我先到暖泉农场机砖
厂，实地考察了正式厂家生产的成套的
350型制砖机。对几个关键设备，如双
辊搅拌机、制坯机、切坯机、减速器及操
作系统作了详细测绘，掌握关键数据。
回来后和几个工种的师傅研究了加工
方案。对制坯机身采取分段铸造加
工、拼接合体安装的制造方案。模型
工杨泽师傅解决了铸件模型的制作；
铸工班解决了大件浇铸难题；铣刨加
工中佘存英和邵树凡师傅，利用现有
设备牛头刨床完成机体加工。对超出
本厂加工的长轴，求助西北轴承厂技
术支援解决加工。由于对制造中各种
问题事先考虑周全，并有相应的解决
方案，整个仿制工作顺利，一次安装试
车成功。操作安全方便，达到了 350

型制砖机的产量能力，使用方很满意。
木工带锯机，是农场木工厂朝思

暮想的设备。为满足他们的需要，我
前去西北轴承厂木工车间参观，对木
工带锯磨锯机和对焊机的使用情况进
行深入考察。通过实际测量绘图，并
根据工人师傅对使用中存在问题的提
示，进行针对性的改进。我们回来仿
制的一台使用效果，比西北轴承厂木
工车间原有机器还好。内蒙古拉本煤
矿木工厂和阿拉善左旗木工厂闻讯
后，分别来我们这儿各订购了一台。

为解决农场排水沟机械清淤难
题，我们到永宁县参观学习。回来设
计制造了泥浆清淤泵，共生产制造了
13台。又为沙湖酒厂设计制造了扬散
机，提高了酒糟搅拌晾晒的机械化水
平。为解决本场和三个站的农业机械
修理业务需要，我又设计制造出立式
摇臂台钻床和小台钻床，并根据滚齿
机床的使用说明书提供的技术数据，
测绘设计制图仿造了一台滚齿机床。
制造过程中对机身采取了分段铸造，
加工拼接、合体安装的制作工艺技术，
这项技术成为大修厂的一项创举。

在自治区农业机械研究所的支
持下，我们结合农业生产实际需要，还
制造了 3.5吨拖车、高粱拖拉机、背复
式收割机等。

1976年6月，农垦局调我去灵武五
七大学任专职教师。从此，我才止步于
农业各种机械的修理和制造事业。

在我学生时代，就有报效祖国和
人民的志向，踏上工作岗位后，也是听
从党的安排，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
在农场近 10 年时间有幸干我的农业
机械化专业。我是从理论到实践，又
由实践转到理论。其后，因工作需要
调离了一线，成为农垦系统一名国家
公务员。从生产者转为管理经营者，
从行政管理又转向党务纪检工作。我
曾担任宁夏农垦局党委委员、纪检委
书记一职直至退休。当然，党务工作
也是搞好我们事业的一项重要工作。
党组织需要我，我无条件地服从。此
项工作我一干就是 18年，直至退休。
退休之后还发挥余热，受聘参与和负
责二轮《宁夏农垦志》和《宁夏通志·农
业卷》的编纂工作。

从行业来讲，的确变化很大。但
我努力上进、爱岗敬业则始终如一。
这也是作为一名中共党员应有的境
界。一个人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要
做出一番事业来，找到属于自己的坐
标。西大滩前进大修厂十年生涯，奠
定了我的人生坐标！

（吴金遨 马晓虎 整理）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王震在吴起县头道川召见宁夏人民解放军副司令员梁大均、政治部主任何广宽，
谈了宁夏工作及马鸿逵部的情况，并提出要一些回民干部。宁夏人民解放军给二纵队调去杨继德、马天忠、马金和等 3名连排级
回民干部。

中共三边地委和中共宁绥工委决定，撤销宁夏人民解放军番号，恢复回汉支队建制，支队长刘思孝，副支队长金三寿，政委
梁大均，下辖四个中队和一个直属通讯排，总兵员最多时达 350人。

中共党员李有祯、李志勤被敌人杀害于银川市东教场，中共党员王克和被杀害于永宁县城。

回汉支队积极向宁夏境内开展游击战，准备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西进，解放宁夏。

中共宁绥工委率领回汉支队在盐池、环县等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一举解放了甘肃环县与宁夏交界处的甜水堡，并将盐池县
的里山堡和同心的垦区开辟为游击区。

经中共中央西北局批准，中共三边地委设立甜水堡中心区委及区人民政权。这个中心区从此成为中共宁绥工委和回汉支
队向马鸿逵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工作的依托。中心区直属中共宁绥工委领导，由梁大均兼任区委书记，薛池云任区长。

中共宁绥工委总结和研究了宁夏边境地区的工作及马鸿逵部近来的动态、布防情况。据了解，马鸿逵召开高级官员会议，
将宁夏全省分为三道防线，即以同心、靖远、景泰为第一道防线；中宁、中卫为第二道防线；金积、吴忠、灵武为第三道防线；以青
海为最后撤退路线。

据银川市档案馆馆藏史料记
载，银川市解放街旧时称东西大街，
民国时期曾命名“中正东西大街”，
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解放东西大
街。当时城市市政道路建设非常落
后，东西大街路面狭窄，坑洼不平。
为初步改善银川市政主要街巷道路
的落后状况，1951年 3月，银川市人
民政府决定把解放东西大街和中山
南北街的土路修成石子路。 2008
年银川市档案馆在进行口述档案抢
救采访时，银川市原副市长纳长麒
回忆：这两条路由他全权负责指挥，
修路资金由省、市两级政府财政共
同筹措。当时修路的条件非常艰
苦，细沙石子、石灰都是从贺兰山用
汽车、驴车、马车拉到银川城，修路
的工艺也较为传统，5月 1日正式竣
工通车，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银川市
的第一条石子路。

1958年自治区成立不久，为尽
快改善银川全城没有一条沥青路的
市政城市道路落后局面，自治区党
委和政府决定由自治区建筑局负责
牵头，银川市政公司施工，对解放街
铺设沥青路。 1959 年 6 月正式动
工，并从上海请来有经验的沥青铺
路工程技术人员指导铺路，当年 8月
底建成通车，建成了由西门（现凤凰
碑处）到鼓楼全长 2000多米，路宽 7
米的第一条沥青路，即解放西街，为
银川市历史上第一条沥青路，成为
当时银川城的一道风景。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解放东西
大街经历了 70多年的风云变幻，见
证了银川的沧桑巨变。经过多次改
造拓宽，这条大街已由解放初期封
闭落后的狭窄土路街道，演变成今
日道路宽广整洁、沿街两侧绿树成
荫、车辆往来如梭的主要交通干线
之一。行运在该路段的公交也由第
一条公交线路（原 1路公交车，从南

门到火车站）发展为现在营运的 14
条线路。

站在历史的角度，这条老街上
还留存着一些地标性建筑与老银
川的故事。自西向东来看，首先看
到是矗立在解放西街与凤凰街十
字路处的凤凰碑，它于 1984 年 9 月
15日建成，也就是老银川人所说的
西门城楼旧址，拆迁于“文革”时
期，西门也叫“镇远门”，为旧时老
银川六大城门（即东门“清和门”、
西门“镇远门”、北门“德胜门”、南门

“南薰门”、西南边“光华门”、西北边
“振武门”）之一，目前只有南门（南
薰门）完整的保存下来，也就是现在
的南门城楼。

在解放西街与进宁街交叉口
西北角怡园位置的中国农业银行
宁夏分行办公大楼处，是民国宁夏
省政府旧址，自 1929 年 1 月民国宁
夏省政府建省起，先后有民国宁夏
省政府、新中国成立后的宁夏省政
府、银川专署、1958 年自治区成立
之后的自治区人民政府都在此办
公，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自治
区人民政府及各大厅局才从旧址陆
续搬出。

沿着解放西街向东到与民族
街十字路口处西南面的是新华百
货老大楼，也叫银川百货大楼，俗
称“老大楼”，西北面的是银川邮电
大楼。说到这，老银川人都知道，
由于城市市政建设很落后，曾经流
传的“一条大街两座楼，一个警察
看两头”就是对老银川城的真实写
照，一条大街就是指解放东西大
街，两座楼就是老大楼和邮电大
楼，当时十字路口处还有个交通警
察执勤岗楼。老大楼是银川解放
以来由国家投资建设的第一座百
货大楼，于 1964 年 5 月动工，1965
年 9 月竣工投入使用，营业面积

1800 平方米，立空高 20 多米，它的
设计工程师竺敏震毕业于上海建筑
学院，当时大胆引用国内外超前的
建筑设计理念，建成了西北最大的
百货大楼。随着城市商贸流通服务
业的发展，老大楼也几改扩建成一
座现代化的大型购物商场，成为见
证银川历史变迁的地标建筑。

在解放街上还有两座醒目的
古建筑，一座是位于城市中心的鼓
楼，在解放东街与鼓楼南街北街十
字交叉处。据史料记载，鼓楼始建
于道光元年（1821年），为宁夏知府
赵宜喧主持建造，并手书洞额石刻
题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宁
夏地方绅商捐资在台基上又建了
三层楼梁架，后因资金不足被迫停
工，直到民国六年（1917 年），才由
宁夏县知事余鼎铭接续重建，并在
四角增盖了券棚顶角坊。落成的
鼓楼曾悬大钟一口，在抗日战争时
期，铜钟悬挂在鼓楼上方当作空袭
警报器，1945 年抗战胜利后，民国
宁夏省政府把铜钟从鼓楼移置中
山公园，为此，现在上了年纪的老
银川人还依然把鼓楼叫作“钟鼓
楼”。同时，鼓楼还是一座具有革
命纪念意义的古建筑。1926年，国
共合作时期，宁夏第一个中国共产
党组织——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办
公 地 点 曾 设 在 鼓 楼 上 的 东 北 角
坊。1949年 9月 23日，宁夏解放，9
月 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
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以及
宁夏地方知名人士，一同在鼓楼上
检阅解放军入城仪式。近年来，银
川市人民政府多次对鼓楼进行加
固维修，鼓楼已成为宁夏和银川市
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银川市革命
遗址保护单位、银川市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

另一座就是坐落在解放东街

和玉皇阁北街交会处的玉皇阁，是
一座具有民族风格的古代建筑，始
建年代不详，明朝《嘉靖宁夏新志》
府城图中标注为“谯楼”，清朝《乾
隆宁夏府志》中称之为“玉皇阁”，
因其供奉玉帝铜像而得名，乾隆三
年，毁于地震后又重建。玉皇阁是
银川市仅存的古代木结构高层楼
阁，是研究明初建筑艺术和工艺技
术的珍贵古代建筑实物。新中国成
立后，自治区、银川市人民政府对玉
皇阁进行多次维修，1963年被确认
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被
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从玉皇阁向东沿着解放东街
走就到了中山街与解放东街的十
字路口处，也就是老银川人所说的
羊肉街口，它是旧时的街名一直沿
用至今。新中国成立前的羊肉街
口是银川城市唯一贯通东西南北
的主要交通要道口，过去这里有几
十户卖羊肉的商贩，因所卖羊肉肉
质鲜嫩，远近闻名，南来北往的人
都光顾此地，羊肉街口也就流传得
名。改革开放之初，在羊肉街口解
放东街的西北与西南角路两边全
是卖食品蔬菜及牛羊肉的商店，到
了上世纪 80年代中后期，随着市政
府办公大楼（现银川新闻传媒大
厦）的建起，这里周边成了市委和
政府所属部门的办公集中区，在解
放街与中山南街十字路口的西南
角为过去的银川市经委、科委等部
分单位办公楼，西北角为中国人民
银行银川分行、银川市税务局的办
公大楼，路口的东南角为银川市电
信局办公大楼。自 2006年底，银川
市委和政府等党政机关搬至现行
政中心后，这里依然是银川市城市
的重要交通咽喉要道及繁华的商
贸地段。 （据银川党史网）

银川市解放街的发展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