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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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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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撤销中共宁绥工委，成立中共宁夏工委。中共宁夏工委以赵忠国、孙璞、梁大均、何广宽、李健、张广珍、
薛池云、刘思孝、王志强 9人为委员，赵忠国任书记，孙璞任第一副书记，梁大均任第二副书记兼回汉支队政委。同时，撤销原中
共宁绥工委下属的余庄子、红井子工委，两工委的武工队合并组成回汉支队四中队。

喻菊芳：到了银川接我们的
是一辆马车，还有一位年轻人，是
灵武园艺试验场的魏象廷，他是
西北农学院毕业的，1951 年到宁
夏灵武园艺试验场，从事果树和
蔬菜研究。我们这些激情澎湃、
怀有梦想的青年学生和他一起，
乘坐着一辆古老的马车到了新单
位，当时还真的有种浪漫的感觉，
魏象廷把我也拉到了他身边。后
来我们成了夫妻。

资料：魏象廷，男，中共党员，祖
籍河南，生于 1927 年。1951 年西北
农学院毕业后支宁，分配到灵武园
艺试验场，从事蔬菜和果树栽培研
究。1954年调到王太堡农业试验场
工作。当时宁夏因受菜根蝇的危
害，无法种植大白菜，他在深入研究
的基础上，提出了改变大白菜种植
路径的想法，将平畦点播种植改为
高垄栽植，有针对性的喷药防蝇蛆，
消除了大白菜病虫害，保证了正常
生长和结球，经过 5年的不懈努力终
于取得成功，1960 年大面积亩产达
到 6200 多公斤，创新了宁夏大白菜
种植技术。

1958年魏象廷与喻菊芳喜结连
理，夫妻二人开始联手主攻大面积
果树种植中幼树安全越冬技术难
题，用引进新品种、控制幼树枝条、
促进根系发育等多种措施，攻克了
果树 大 面 积 种 植 过 程 中 幼 树 越
冬难题，并使一些国际上的先进果
树品种在宁夏扎根结果，为宁夏果
树大面积栽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和重要贡献，1960 年后宁夏结束了
没有大面积果树栽培的历史，从南
到北，果树枝繁叶茂、飘出果香。
喻菊芳和魏象廷主持的《新育优良
苹果品种——宁秋》《利用喷灌预防
苹果花期霜冻的研究》《苹果引进优
良品种试验》《苹果新品种宁冠和宁
锦的育成》等课题也获得自治区科

技进步奖。
满怀建设万亩果园梦想的喻菊芳

在刚到宁夏时，理想中的浪漫美好
与骨感的艰苦困难遭遇。1960 年，
她到宁夏已经 6年了，在宁夏王太堡
农业试验场迎接喻菊芳的除了魏象廷
的笑脸和兄长般的关怀外，更多的
是要克服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种
各样的困难，还要及时地调整南北
方生活习惯上的不适应。六年的岁
月里，开启了她人生中很多第一次，
第一次睡在土炕上、第一次领略西北
的寒风、第一次站在结冰的水渠里开
沟、第一次去黄河边上拾粪，第一次
顶着寒风，整夜整夜的蹲在地头，观
察幼树苗与严寒的抗争过程，这些第
一次对一个出身书香门第的“大小
姐”来说全是考验，喻菊芳说：“困难
要一个一个面对，因为我是抱着建设
美丽大西北这个理想来的。”

喻菊芳：刚到宁夏时，生活的艰
苦和田间的劳累都需要自己去克
服，还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冬天很
冷，最低零下 30摄氏度，宿舍要生炉
子，我根本不知道怎么用煤，搞的房
间全是烟，干脆就不生炉子了。第
二天脸盆里的水都结了冰，早晨起
来，被子上、眉毛上都有冰碴子，手
上和脸上都生了冻疮，低标准时粮
食不够吃，很多一起支边的同学吃
不了这种苦，纷纷离开了，但困难
没有吓倒我，我有个信念，就是要
通过自己劳动的双手，在西北边疆
的大地上创建出万亩果园。

喻菊芳：我们来宁夏时激情澎
湃，准备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放飞
理想，但面对实际工作和生活，实现
理想的道路上还有相当长的路要
走。据《宁夏农业志》记载，1954年，
宁夏没有一个成片的果园，极少量
的果树也是农民房前屋后零星种植
的本地果树。品质较差，但引进的
西洋苹果树幼树苗难以抵御当地冬
季的严寒，无法安全越冬。

魏象廷也是学农出身，喻菊芳
刚到宁夏时，压在她身上的任务
是先研究蔬菜，在魏象廷的带领
下，他们先进行了反季节蔬菜栽
培试验，最先试种的是西红柿、黄
瓜等蔬菜品种。就是通过物理的
办法，让作物白天尽可能多地吸
收阳光中的热量，晚上再用草帘
子进行覆盖，以保持温度。小面
积 试 种 取 得 成 功 后 又 做 出 了 温
棚，最后发展成塑料大棚，现在很
少有人知道，宁夏百万亩温棚蔬
菜第一步是从永宁王太堡农业试
验场迈出的。

（蔺银生 王旭阳 整理）

季大华（1938-2009 年）中学物
理特级教师。江苏省淮安市涟水
县人，中共党员。1956 年考入北京
师范大学物理系学习，期间任班长
并 参 加 了 九 年 制 教 材 的 编 写 。
1960 年毕业，为北师大物理系赴宁
支边同学的领队。他被分配到宁
夏科技学校任教工支部书记和物
理教师。

1962 年季大华调银川女中（九
中前身）任教。曾任年级组长、教
研组长、总务主任、教研室主任。
1980 届他所带毕业班，高考中有 3
名考生物理考分进入宁夏前 7 名。
所教物理取得宁夏高考第一名的
有，1980 年的罗云林，1986 年的包
岗，1995 年的高大山。他开办高考
辅导组，并对优秀生进行个别指
导。他周围有大批的学生经他教
学辅导，学习成绩均有很大提高。
他所带历届高考生物理平均分，总
是高出全区 20多分，1998届学生平
均分达 100 分以上，高出全区平均

分 40 分。他所带班培养出的宁夏
理 科 第 一 名 有 ，1986 届 的 宋 磊 ，
1992 届的邵辰，1995 届的高大山。
多年的为人师表、教书育人、刻苦
钻研，使他的教育、教学、教研达到
了游刃有余的水平。他辅导学生
参加宁夏各种物理竞赛先后有 70
多人获奖；参加全国物理赛、航天
赛等决赛，曾有 7 人获奖。1989 年
1月，中央电视台新闻播出：银川九
中学生杜跃进在第二届中国青少年
航天飞机科学实验竞赛中获一等
奖，辅导教师季大华被中国宇航学
会授予优秀航天科普辅导员称号。

从 1983 年起，季大华任宁夏中
学物理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理事
长。他在宁夏各市县几十所中学为
物理教师开讲座课、作学术报告，在
宁夏电视台作过多次高考物理辅导
讲座。他的教研成果卓著，曾有多
篇论文参加全国物理教学研究会交
流并获奖。有 50多篇论文在专业杂
志上公开发表。出版专著《高考物
理辅导》，与人合作出版专著《初中
物理复习》。他曾任八届银川市政
协委员，多次获银川市优秀教师奖
励。1993年被自治区评为全区优秀
教师。

他的事迹被《宁夏日报》等媒体
专题报道。2000 年，季大华站了 40
年讲台，当了 20多年班主任，从第一
线上退休了。后又被银川九中返聘
工作，2005年以后，又受聘专职从事
银川九中校志撰写工作。2009年不
幸因病逝世，享年 71岁。

（吴金遨 马晓虎 整理）

教育支宁：季大华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季大华（右一）指导学生上物理
实验课。

中共宁夏工委对宁夏建党工作进行了认真总结，提出要尽快打开局面，领导回汉支队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同时，要积极发
展党员，寻找、恢复原有党员联系，开展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为早日解放宁夏而奋斗。

马绍常被马鸿逵释放后，来到盐池县唐平庄过完春节，由中共宁夏工委派人护送回了延安。

中共中央西北局城工部向中共宁夏工委发出指示，提出要加强以下几方面工作：一、着手城市及军队方面的调查；二、收集
各方面的情报；三、将所收集的材料整理上报，为解放宁夏、接管城市做好充分准备。

中共三边地委就开展边沿新区工作问题向宁夏工委发出指示，要求部队进入回民地区，要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必要时制
定出少数民族地区纪律公约；要以武装斗争的形式消灭土豪，根据群众基础情况，建立公开或秘密政权；要把发动群众作为开辟
新区工作的中心环节，在发动、组织群众的基础上发展党员。

中共宁夏工委负责人赵忠国、孙璞、梁大均向中共三边地委报告 1948年 9月以来工作。报告指出：宁夏党的工作有了新的
发展，现已同 100余人（其中党员 39名）接上关系，新发展 61人，经过训练派出干部 12人，总共有党和非党新旧关系 173人（其中
党员 54名）。这些关系分布在宁夏各市、县。中共宁夏工委通过他们搜集情报，瓦解敌军，向群众广泛宣传党的政策。

中共三边地委发出《关于收复敌区工作的指示》，要求党组织加强领导，分工负责，加紧对敌区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对今后接
管工作中具体政策和工作方法提出了意见，准备向宁夏挺进。

中共宁夏工委给刘思孝、金三寿、梁栋岳就开展新区工作作出指示，要求回汉支队把打击消灭团匪作为开展新区工作的首
要任务，要巩固甜水堡区，建设萌城新解放区和向垦区国民党统治区扩大新区，做好外部和建军建政工作，并成立以梁大均为组
长，刘思孝、薛池云为成员的工作组。

赵正明，男，汉族，彭阳县新
集乡人。1936年 4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1939年至 1949年任中共峁
家堡子党支部书记兼交通站站

长。他长期坚持开展白区工作，
协助边区党组织留守海固十余
年，配合地下工作者开展对敌斗
争，是固原早期党的革命者之一。

1935 年 8 月，赵正明父子收
留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伤员谢正才，
赵正明受到革命思想影响。1937
年 1月，西征红军过境彭阳，他携
谢正才亲留入党介绍信，面见红
军先遣连连长，受命参加革命活
动。不久，红二十八军、红三十二
军进驻彭阳，赵正明积极宣传红
军政策，发动群众筹借粮草支前，
其革命热情受到罗炳辉军长称
赞。后他随“援西军”前往镇原，
亲眼目睹了红军大家庭勃勃生
机，更加坚定了革命意志。1939
年 2月，赵正明担任峁家堡子党支
部书记兼地下交通站站长，在抗

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他按照
“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的地下工
作纪律，以公开经营锦货铺为掩
护，负责接送照顾开展革命工作
的过往人员；打探、收集敌情，转
送情报、文件；配合边区采办急需
物资；保护帮助进步群众的生产、
生活和商贸活动。在险恶的斗争
环境中，为革命工作作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初期，赵正明领导峁
家堡子地下交通站，隐蔽开展工
作，积极护送平东工委、海固工委
和平凉工委的地下工作人员进出
边区，宣传组织群众，发展党员。
1948 年后，全国革命形势如火如
荼，党的白区工作迅速活跃，峁家
堡子交通站也成为党在海固敌占
区最集中的落脚点和最可靠的前
哨站。1948年 1月，赵正明协助海

固工委依托交通站发展石家沟口、
峁家堡子、田家什字等地党的工
作，整顿支部，壮大组织。1949年 1
月，海固工委两名领导人进住峁家
堡子交通站，领导海固敌占区的地
下工作人员向东山坡、张易、西吉、三
营、同心等地发展党的力量。赵正明
增开染坊，扩大铺面，掩护、扩大党
的地下工作“指挥部”的安全。全
国解放前夕，敌特疯狂破坏，交通站
失密，情势万分危急。赵正明挺身
而出，利用敌甲长唬敌，帮助安全转
移了长住交通站的地下工作人员，
然后巧扮差员，脱险来到边区，接受
了新的工作任务。新中国成立后，
赵正明历任固原县蒿店、张易区区
长，固原县粮食局局长等职。1958
年离休返乡。1983年 9月 14日病
逝，享年80岁。（据固原党史网）

固原早期党的革命者：赵正明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
七支队是中国共产党在固原创建
的唯一一支中国工农红军。1932
年 10月 28日“蒿店兵变”后创建，
政委李艮，队长李华锋。隶属于
谢志长任总指挥，焦维炽任政委，
杜润芝任参谋长的中国工农红军
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成立后，
在固原东山彭阳境石家沟口一带
开展革命活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陕西
省委在固原县蒿店发动和领导了
一次武装暴动，史称“蒿店兵变”。
这是我党在固原地区继陕甘游击
队在海原等地进行游击活动之后，
开展较早的又一次革命活动。

1932 年 9 月，蒋介石为笼络
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
邓宝珊，拨给其 800 支德国造步
枪、200 支驳壳枪及一批弹药，决
定于 9 月下旬经平凉运抵兰州。
为确保这批武器弹药安全运达，
邓宝珊派其行署干部补习队 260
多名官兵到平凉接运。行署干部
补习队下设两个队：军官队（分 3
个区队）;士兵队（分 3个区队 9个
班）。其时，邓宝珊部行署干部补
习队中已经建有中共党的地下组
织，有党员 12名。在国民党陕西
省政府任秘书长的地下共产党员
南汉宸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报
告了中共陕西省委。中共陕西省
委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夺取这批
武器弹药，扩大补给陕甘红军。
遂派省委常委兼陕甘游击队政委
李艮带周志学去平凉开展具体工
作。李艮在平凉与中共陇东特委
书记刘杰三和在行署干部补习队
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李华峰
（士兵队长）、陈云樵（又名陈冠英，
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委员，补

习队军官队区队长）等，共同研究
夺取武器方案。在分析了情况后，
认为前来平凉接运枪支弹药的行
署干部补习队 260多名官兵里，中
共地下党组织控制了一半，士兵队
的 130 多人全部掌控在李华峰手
中，决不能失去这次机会。同时，认
为平凉是国民党陇东地区的政治、
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又是西兰公
路必经的交通要道，在这里组织兵
变危险性很大，决定将兵变地点选
择在距离平凉西北 35公里，出平凉
到兰州的第一个驿站，六盘山下的
固原县蒿店镇，李艮任这次兵变的
总指挥，刘杰三留守平凉策应。

10 月下旬，补习队从平凉接
到枪支弹药，沿西兰公路返回。
28 日晚抵达蒿店镇宿营。当晚，
李艮、周志学、李华峰、陈云樵等
立即秘密召开会议，认真研判形
势，缜密安排部署，果断做出决
定：抓住有利地形和战机，晚 11时
部队全部休息后举行暴动。李艮、
李华峰对暴动进行了具体部署，然
后各自分头准备行动。同时，要求
全体共产党员一定要坚决服从命
令、听从指挥，机智沉着、坚强勇
敢，确保圆满完成任务。

李华峰在士兵队进行具体部
署后，士兵队的共产党员全部压好
子弹，和衣佯睡，急切地等待行
动命令。但由于暴动被补习队队长
楚则所察觉，并命令加强了岗哨，
还将自己的住所从蒿店街道的东
头军官队搬至西头的士兵队。加
之“兵变”前，几个投机分子临阵退
缩，携枪出逃，给原本就紧张的士
兵队员思想上造成了很大的压
力！就在等待按预定时间行动时，
蒿店河里传来狗吠声，哨兵误以
为被敌发觉，遂向李华峰报告。

李艮、李华峰随即决定提前行动。
当暴动队伍撤出蒿店后，才发觉
判断有误。由于李华峰带领士兵
队提前行动，与陈云樵失去联系，
导致无法行动。陈云樵被迫留在
补习队继续做地下工作，被叛逃
分子供出受到监禁，历尽艰险，被
救出狱后，于 1933 年返回中共陕
西省委。

“蒿店兵变”后，李华锋带出
参与兵变的 34名战士、45支枪（手
枪 11支、步枪 34支），星夜向固原
东山彭阳境转移。为防追袭，决
定由共产党员李特生、苏冠英带
领 6名战士掩护。由于天黑道路
陌生，撤离急切，结果与部队失去
联系，于是便化装成老百姓，辗转
来到平凉陇东特委。其余 26人，
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经蒿店东
边的太白山梁进入彭阳境沿周家
庄、峁家堡子到石家沟口，准备东
撤与陕甘游击队会合。 29 日拂
晓，进入彭阳境周家庄，摆脱了敌
人的围追堵截，转危为安，休息
时，召开了简短的会议，宣布：1.成
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
七支队”。李艮任政委、李华锋任
队长。2.决定部队向陕北进发，与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会合。3.
沿途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红军的
性质，吸收进步青年参加红军，壮
大革命队伍。李华峰、李艮还分
别讲了话，他们说：红军是共产党
领导的工人和农民自己的军队，
是为我们全体劳苦大众，有饭吃、
有衣穿，过上好日子而革命的！
只有跟着共产党参加红军闹革
命，才能有出路，才能过上幸福生
活！同时，对于判断失误提前行
动，与陈云樵失去联系的错误作
了自我批评，还强调了部队纪律。

固原东山彭阳境石家沟口一
带是回民聚居区。部队进入后，严
格执行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尊重
回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所到
之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红军
在石家沟口集市，广泛张贴“红军
和回族同胞是一家”“回汉人民团
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散
发“买卖公平，不扰穷人”等传单，
宣传教育群众，消除当地群众对红
军的戒备和畏惧心理。10月 31日
是石家沟口逢集日，陕甘游击队第
七支队利用逢集日，在沟口集市召
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的性质和中
国共产党的政策，批斗了当地一名
地主，使群众备受鼓舞，给当地群
众留下了深刻影响。后遭民团 300
多人的疯狂袭击，指战员们顽强抵
抗、英勇突围，终因寡不敌众，周志学
与一名战士壮烈牺牲。由于 26名
红军战士大部分是刚刚走上革命
道路的青年学生，不习惯游击生
活，缺乏斗争经验，军事素质较差，
加之弹药消耗严重，补给困难，一
些思想上不坚定的分子偷逃，最后
只剩下李华峰、李艮、窦文德、武世英、
苏士杰 5名党员，仍然坚持斗争。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共陇东特
委得到消息，将他们接到平凉。遭
邓宝珊下令通辑，李华峰、窦文德、
武世英、苏士杰离开平凉，继续在
关中一带开展游击战。李艮回中
共陕西省委后，受命在陕南筹建红
二十九军，后在转战中不幸牺牲。

红军的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
在东山一带的活动，在石家沟口乃
至固原境内震动十分强烈！固原东
山人民因此知道了红军、认识了红
军，使长期生活在苦难中的贫苦
农民看到了新的希望，也在心中
播下了革命火种。（据固原党史网）

中国共产党在固原创建的唯一一支中国工农红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