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位军垦知青的支宁故事 （一）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宁夏军垦时期，接受了大量的
北京、天津和银川知青，时间是
1965年至 1979年期间，这期间恰恰
是军垦 10年、农垦 5年的时间。农
垦改制为农建十三师，再次改制为
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回
到了农垦时期。因军垦时期占据了
知青的三分之二时间，又因知青们
喜欢别人称他们为军垦知青，在艰
苦的岁月里当显革命本色，所以在
姑且把这部分知青称为军垦知青。
大批知识青年在宁夏军垦的各团
场，在贺兰山下的这片土地上，与
老军垦、大中专毕业生、浙江支宁
青年、复转军人等一道，飞镐挥锹，
流血洒汗，把荒无人烟飞沙走石的
贺兰山东麓，开辟成了稻浪翻滚的
塞上江南。

这一时期的宁夏军垦，耳熟能
详又特别耀眼的要数三位知青，她
们是宁夏军垦知青中的优秀代表，
五十多年时间过去了,这三位知青今
在何方,她们生活得又如何。

魏桂生, 农建十三师三团（现
在前进农场）天津知青，1950年 9月
20 日生，1966 年 9 月 30 日，16 岁的
她来到平罗西大滩分配到农建十三
师三团五，连任战士、班长、排长、一
连副指导员、一营副教导员，1974年
7月任前进农场副场长。1979年至
1986年在北京中国农垦商业公司历
任业务主管、科长、处长等职，1986
年至 1995年在深圳中国农垦南方公

司任商贸部经理，1996年至 2009年
在深圳市创先照明科技有限公司历
任副总经理、公司法人兼公司 CEO
一职至退休。

魏桂生来到西大滩农场被分
配在 5 连 2 排劳动锻炼，魏桂生在
炊事班负责挑水、烧火、采购、食堂
卫生和喂猪。食堂采购是她一周两
次的主要工作，5连远离农场场部，
她只能到就近的潮湖劳改农场去采
购。到潮湖农场只有穿插在戈壁滩
上和田间地头，必须通过一个很大
的排水沟。没有栈道和桥梁，魏桂
生就挑着扁担一次次地从排水沟里
爬上爬下。采购蔬菜等物品后，在
通过排水沟时，她就把扁担放下，
将物品一点一点蹚水抱过去。长时
间赶路再加上蹚过排水沟，魏桂生
每一次采购都精疲力尽，但她不叫
苦叫累，坚持了下来。魏桂生喂猪
时看到，除了炊事班的泔水外再没
有其他饲料，就利用业余时间打
草。在她的精心喂养下，几头猪膘
肥体壮，改善了连队职工的伙食。

连队人员供应口粮的拉运任务
也交给魏桂生。每月一次的口粮
拉 运 ，是 从 场 部 定 点 分 配 供 应
的。每到月末，魏桂生就在连队
的 马 厩 套 上 一 个 老 实 听 话 的 老
牛。饲养员不止多次地让她选择
马 厩 里 有 力 气 大 、跑 得 快 的 骡
马。但魏桂生害怕驾驶着高头骡
马 在 西 大 滩 通 往 贺 兰 山 上 拉 煤
的、在汽车川流不息的公路上奔
走，要是骡马不听使唤，她无法应
对。四五千斤的粮食，二百斤重
的麻袋，魏桂生从仓库里一袋袋
地往牛车上背，装满牛车以后全
身都成了灰色。她坐在满是粮食
的牛车上，啃着随身带着的馒头，
像打了胜仗一样往连队开拔。

魏桂生说，她的知青经历中，炊
事班这一段十分刻骨铭心，对她影
响是最大的。让她难以忘怀的是炊
事班班长刘素琴。

（祖宁平 马晓虎 整理）

魏桂生（后排左一）郭淑珍（后
排左二）刘金环（前排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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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金灵之战 马鸿逵宁夏
兵团主力全军覆灭

宁夏兵团司令马敦静企图在
金积、灵武一带，凭借牛首山与青
铜峡天险，以及银南川区水网密
布、行动不便等自然条件阻击我
军。17日下午 7时，担任首攻牛首
山任务的第六十四军一九一师五
七三团三营沿崎岖山路向牛首山
进发，以突袭战术，占领了牛首山
制高点小西天，傍晩击溃东寺守
敌，控制了另一制高点。19日，第
一九一师攻占青铜峡口，并跟踪追
击逃敌，打垮了金积以南顽抗之
敌。金积守敌急忙将千年古渠（汉
渠）决口多处，企图阻止解放军前
进。结果使金积以南 20余里地区
黄水泛滥，淹没稻田 1.4万余亩，冲
毁民房 600多间，给人民群众造成
灾难。敌人的决堤虽给解放军行
动造成很大困难，但无法阻止解放
军前进。战士们踩着没膝的黄水
和泥泞的道路奋勇扑向敌人，给敌
以致命打击。

为断金积逃敌退路，第一九
〇师向金积疾进。第一九一、一
九二师向吴忠堡进发。 21 日 6
时，第一九一师集中优势兵力、火
器，以勇猛动作突破吴忠堡东南
门和清水沟防线，与迂回到吴忠
堡东北之独立第一、二师和第五
七一团相互配合，大量歼敌于吴
忠堡外围，11 时占领吴忠堡。接
着，第一九一师又进攻灵武，于 19
时突入城内，守敌第二五六师及
溃退至此的 5000 余人缴械投降，
并截获 800 多名企图逃跑的敌
人。部分企图从灵武、仁存渡向
黄河西逃的第一二八军残部，因无
船过河，冒险泅渡，很多人葬身鱼
腹。至此，全歼敌宁夏兵团主力第
一二八军的金积、灵武战斗结束。
这是解放宁夏的关键一仗。

十九兵团与宁夏军政代表
签订和平协议，宁夏全境解放

金灵之战的胜利，使宁马防
线全面崩溃，加之马鸿逵与其子、
宁夏兵团司令马敦静先后于9月1日

和 19 日逃往重庆，极大地动摇了
军心。宁马高级将领在主帅出逃、
群龙无首，走投无路的情势之下，
不得不派代表与十九兵团谈判，于
23日下午 2时签订《和平解决宁夏
问题之协议》。

协议签字前后，由于宁夏兵
团残部相继溃散，不成建制，无法
履行协议，故而十九兵团撤销了原
拟于 9月 24日由新华社公布该协
议全文的决定。当时银川城内散
兵游勇四处抢劫，社会秩序极度混
乱。根据马鸿宾急电和社会各界
请求，第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当日
即派第一九一师五七二团两个营
连夜冒雨从灵武梧桐树渡口横渡
黄河，在永宁仁存渡口登岸乘车，
于 24时进占银川。

宁夏战役从 9月 2日开始，至
23日结束，历时 21天，毙伤敌 989
人，俘敌 1.8万余人，争取起义 1.2
万人，投诚 2599 人，合计 3.3 万余
人。我军伤亡 716人。

9月 26日，第十九兵团举行隆
重的入城式，银川市各族各界两万

多人载歌载舞，夹道欢迎，庆祝塞
上古城的解放，欢呼宁夏的新生。

9月 24日，宁朔县和永宁县解
放；28日解放平罗县，接着又解放了
惠农、陶乐、磴口 3县；23日、27日，
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先后通电起
义，和平解放。至此，宁夏全境 16
个县、市、旗全部解放。马氏家族对
宁夏数10年的封建统治宣告结束。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
换新天”。宁夏人民的翻身解放和
新中国的诞生是无数革命先烈英
勇战斗、舍生忘死，用鲜血和生命
换来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为解放
宁夏壮烈牺牲的革命先烈和爱国
志士们。我们要满怀对革命先烈
无比深厚的感恩之情，学习、继承
和发扬他们的革命传统和奋斗精
神，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承前启后，继
往开来，团结奋进，砥砺前行，走好
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建设美丽新
宁夏、共圆伟大中国梦，奋发有为，
作出新的贡献。（据银川党史网）

七十多年前的塞上逐鹿
——十九兵团解放宁夏历史回眸

（据银川党史网）

红军西征宁夏13战

1951 年 6 月 1 日，中国人民
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了《关于推行
爱国公约 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
烈军属的号召》（宁夏省时称“三
大号召”或“三大爱国号召”），强
调要普遍开展爱国公约运动。
《爱国公约》是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具体化，是各
订约单位的一种具体的爱国行动
纲领。

通过《爱国公约》的形式，广
大群众把自己的爱国思想与实际
行动结合起来。《爱国公约》的内容
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共同的内
容，其中包括表达对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主席、人民政府、人民军队
的热爱，对志愿军抗美援朝行动
的拥护，对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
的支持等；另一部分内容是结合
工作系统、工作单位的具体情况，
各族各界人民、工厂、机关团体、学
校、乡村乃至各个家庭都从自己
的实际出发，制定出切实可行的
内容和措施。

宁夏省爱国公约运动

宁夏省爱国公约运动是在
1951年 6月 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
总会发出三大爱国号召后全面开展
的。在 8月、9月通过党代表、宣传
工作、各界人民代表和农民代表等
各种会议，对三大爱国号召进行深
入讨论，统一了各级领导与代表们
的思想认识，为普及深入爱国公约
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在 9 月以
后，普遍展开了这一活动。中宁、贺
兰、银川、吴忠等县、市，已有90%以
上的群众订立了《爱国公约》。

爱国公约运动在全省普遍开
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对各项工作都
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在爱国公约
运动发展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
问题：一是发展不平衡，存在严重的
形式主义。二是对领导群众订立
爱国公约的伟大政治意识认识不
足。三是不会通过爱国公约去领
导群众推动各项工作。这些问题阻
碍了爱国公约运动的顺利开展。

据此，宁夏省提出订立《爱国
公约》的内容和方法：1.不论单位
或个人，应以当前中心工作为主，
结合具体情况订立《爱国公约》，每
到一季度或展开一项大的政治运
动时，县、区应明确布置，即时指出
订立的内容，让干部和群众充分酝
酿，乡（街）领导上更应组织宣传
员、文书、有文化的群众、积极分
子，统一分工负责，帮助各个生产
单位或个人订立。2.各级领导重
视，要有布置，有宣传，有指示，要
具体明确，特别是工农群众订立
《爱国公约》一定要注意到让大家
明了、通俗，真正做到易懂、易念、
易记、易背、易检查和容易执行。
3.订立《爱国公约》的原则和当前
政治任务及本身具体情况紧密结
合。同时应有具体要求，必须做到
实事求是，便于共同遵守执行。同
时，对检查评比进行了明确，一般
乡两个月检查一次，区三个月检查
一次，县半年检查一次。

截至 1954年，随着抗美援朝教

育的普遍深入，在城市和农村的人
民群众中普遍订立《爱国公约》。
全省有 90%的居民都订立了《爱国
公约》，并结合各项中心工作和生
产建设进行了多次修订。通过《爱
国公约》，把人民群众的爱国斗争
意志和热情倾注到各项实际工作
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银川电厂碾
米组为实现《爱国公约》创造了除
稗机，并改进了碾米设备，不仅提
高了碾米的质量，产量也增加了
75%。贺兰县二区由于《爱国公约》
的推动，7天就完成了夏收。中宁
县一区二乡农民的《爱国公约》不
但使夏借粮提前完成，同时交清
了两年的尾欠。宁夏师范学院的
学生自订立《爱国公约》后，自动
遵守了学习制度。工商界订立了
《爱国公约》，教育了私营工商户
服从国营经济的领导和遵守政府
法令。磴口、中卫等地在订好《爱
国公约》的基础上试办了“爱国检
查日”，大大推动了春耕生产和爱
国卫生运动。（据《共产党人》）

抗美援朝时期的爱国公约 （一）

盐池进攻战斗。这是右路军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于 1936年 6月 17日解放定边后进入宁夏的第一次重大战
斗。此战歼灭守敌 2个连及民团 200余人，击毙敌营长孙兆祥，还抓住了逃来的定边县县长（盐池县县长逃脱），缴获枪 200余支、战马
200余匹、电台 1部。

王家团庄进攻战斗。王家团庄是同心城东南最大的一个村庄，分南北两个堡子，对称坐落，围墙又高又厚，全村有 2000多人。红
十五军团首长决定，在包围豫旺县城下马关的同时，派红七十三师（师长张绍东、政委陈漫远）一部和回民独立师攻占这一村庄。红
军指战员活捉了王彦秀和民团团总王学成、恶霸王学富以及税务局长等数十人，缴获枪械数十支、战马 100余匹。并将被关押的群众
释放。

下马关进攻战斗（亦称豫旺城进攻战斗）。下马关是国民党豫旺县政府所在地，是一座比较古老的城池，城墙高 3丈多、宽 1丈余，均
由古青砖砌成，城墙上是一排排雉堞。守城敌军是马鸿逵部新编第七师骑兵第二团第一营（营长孔庆福）的两个连及豫旺县民团近千
人。此战共俘敌 280余人，缴获枪械 180余支（挺）、战马 150余匹。红军伤亡不到 20人。

红城水阻击战斗。红七十五师攻克下马关后的第二天，即 6月 28日，就与红七十三师合兵包围了下马关以北 40里的韦州城。
韦州城是宁夏河东地区的战略要地，在地理位置上更接近银川；盐池、豫旺两县失守后，宁夏东南部也只有韦州是阻止红军前进的

一个重要据点。因此，马鸿逵对韦州的防务非常重视。守军有马鸿逵骑兵第一团第三营（红马营），还有一个保安团 100多人、壮丁队约
300人。红军未到之前，敌已先行拆除了城外的民房，撤回城内固守。7月 3日，红军乘夜色发起进攻，并一度架起云梯登上北城楼，打死
壮丁队队长苏瑞林，战斗非常激烈。后因敌人火力过猛，为减少伤亡，红军便退回城下。

马鸿逵得知韦州被困，恐该地有失，危及金积、灵武和银川，派 3个骑兵团前去增援。5日，马鸿逵新编第七师骑兵主力由韦州向南
进犯，企图夺回豫旺县城。当敌军进至红城水一带时，预伏在该地区的红七十五师奋力抗击，将敌击溃，毙伤敌人 300余名。

宁夏给了李再玲信任，更给了
她舞台。英雄不问出处的豪迈激发
了她演艺才华的尽情释放。沉重的
右派帽子在这里没人再提，一个接
一个的剧本让她在舞台上挥洒自
如，也让很多银川观众记住了她的
名字。 1964 年宁夏话剧团正式成
立，演出的剧目和场次也更多。很
多戏里的英雄人物也让她担任主
角，因为她的戏好，在舞台上能更准
确地表达出剧情人物的形象和思想
内涵。这时候的李再玲有了春风得
意的快乐和如鱼得水般的轻松，劳
累全被忘却、充足的信任成为她充
足的工作动力。

十分遗憾的是，她在舞台上的
挥洒自如和艺术上的放飞自我的好
日子持续时间不长。1966年文革来
了，她和话剧团所有演职员一样，全
部被迫离开舞台。话剧团被迫解
散，全体演职员都被下放，她被分配
到一个煤场卖起了煤球。

李再玲：文革前团里的戏特别
多，每次演出给两毛钱的补助，一
般每个月我都能拿到五块钱左右
的补助，别小看这五块钱，可起大
作用了，因为我还带着孩子，工作
忙，也没时间做饭，这五块钱就可

以在有演出时给孩子买个饼子，文
革来了，我们没戏可演，繁忙的话
剧舞台瞬间冷落下来。宁夏话剧
团解散后，我被分到了煤炭系统，
说是煤炭系统是为了好听，实际上
就是到文化街煤场去卖煤，煤场还
有个重要工作就是做煤球和煤饼
子，每天下班时一头一脸的煤末
子，也因为工作表现好，后来又把
我调到商业系统，就是营业员、站
柜台，在西门桥下边的一个副食品
商店卖酱油醋。我们商店的主任
不错，每个月给职工发两斤酱油一
斤醋。

被打成右派后，离婚的李再玲
独自带着孩子，有时演出很晚，只能
把孩子独自关在家里。离婚后她身
边也有很多追求者，她特别想寻求
保护、寻求身份的安稳与平静，也为
了给孩子改变一下成分环境，当时
最好的选择就是找个出身好的人结
婚。这个愿望很快实现了，不久一
位贫下中农的后代走进她的生活，
新婚的丈夫对她也不错，她又有了
温暖的家庭。无论是卖煤球还是卖
酱油，她的工作都算出色，1979年话
剧团恢复演出后，李再玲被重新招
回剧团，再次走上舞台。演出时很
多观众会说：演女主角的就是西门
桥卖酱油的那个人。

李再玲：与贫下中农后代结婚
也是特定政治时期的无奈，他对我
也不错，但就是对生活的理解和追
求相差太远，后来我们和平离婚。
第一个丈夫田大壮下放青海后与
当地一位贫下中农的遗孀结了婚，
十多年 后 他 再 婚 的 妻 子 也 去 世
了。文革结束后，在朋友的劝和
下，我们又重新走到了一起。1979年
话剧团恢复建制，团里原来的老人
又被重新招回来，大家再次相聚时
才知道，这个人卖煤球、那个人卖
五金家电、还有的人到粮店卖米
面、去烧锅炉、去抄水表，生活经
历各不相同，也算是无奈中的丰
富多彩。

（蔺银生 王旭阳 整理）

李再玲在话剧舞台上塑造的形象。

同心城、七营地区进攻战斗。8月下旬，蒋介石在“两广事变”解决后，调其嫡系胡宗南部第一军进驻甘肃，企图阻止红军三大主力
会师和监视、分割东北军。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心阻止胡部入甘，以便紧密联合东北军保障夺取宁夏战役计划顺利实行，遂于 8月 30
日调整了红军 3个方面军的部署。西方野战军主力于 8月 31日从豫旺堡南北地区向西出动，红一军团攻占七营，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
师、七十五师攻占王家团庄、高崖子。至 9月 7日，主力迅速南下，击溃马鸿宾部第三十五师，并将其二〇五团另一个营包围于李旺堡地
区，迫退东北军骑兵第六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