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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亲自勘察了兰州外围的
“马家军”阵地，发现兰州北临黄河，
东、南、西三面被东岗坡、皋兰山、沈
家岭、狗娃山紧紧地环抱起来，地势
异常险峻，确实易守难攻。特别是东
岗坡、皋兰山、沈家岭、狗娃山一线敌
阵地上，不仅山势陡峭，很少路径，而
且工事坚固，人工挖出的峭壁堑壕纵
横，地堡密布，明暗火力交错，加上

“马家军”层层设防，步步为营，解放
军要从山下越过一道开阔地，从低处
向高处攻下敌人的阵地，孰非易事。
可是，要解放兰州，不一一攻下敌人
的外围阵地，别无他途。

很快，一个在兰州歼灭马步芳主
力的作战计划在彭德怀脑中形成了：
以二兵团之三个军和十九兵团之两
个军分两路围攻兰州；由一兵团主力
（欠七军）附 62军沿渭河，经天水、临
洮，进占临夏，突破敌右翼，进入青海
东南部，向其老巢展开迂回西宁的攻
势，以动摇其军心，并拦击和歼灭从
兰州逃窜之敌，尔后西渡黄河，直取
西宁；另以十八兵团主力（欠 62军），
及第 7军在天水、宝鸡一线钳制胡宗
南部；以 64军于固原一带，牵制宁马
援兵和靖远、景泰蒋系的两个军，使
之不敢配合青马作战。

8月中旬，西野大军在兰州城外
会合，对兰州形成东、西、南三面包围
之势，彭德怀在榆中定远镇附近设立
了兰州战役指挥部。战役发起之前，
彭德怀由野司向全军官兵下达了作
战指示：“青马匪军为今日敌军中最
有战斗力的部队，在全国也是有数的
顽敌。我们对他须有足够的估计，并
作充分的精神准备，力戒轻敌、骄傲
急进。进攻时需仔细侦查，精密计
划，充分准备。作正规的进攻，任何
疏忽大意与侥幸心理都是错误的。”
最后，他还对战役指挥员强调说：“我

们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可
要重视敌人。马步芳还有一股子牛
劲，所谓困兽犹斗，我们千万不可掉
以轻心。”

一切准备就绪，部队进入各自
阵地。8月 21日拂晓，彭德怀下达了
进攻兰州的命令：以郑维山和王宗槐
的第 63 军，王道邦和肖应棠的第 65
军，两个军共五个团的兵力，攻击豆
家山、古城岭和十里山一线敌之阵
地；张仲良和高锦纯的第 4 军，以两
个团的兵力，攻击沈家岭敌之阵地；
罗元发和张贤约的第 6军，以两个团
的兵力，攻击皋兰山主峰营盘岭敌
之阵地。

命令发布后，参战的西野部队九
个团向兰州的各个外围阵地发起了
猛烈的攻击。战斗打得异常激烈，马
继援凭借有利地形和坚固的工事，负
隅顽抗。从清晨到黄昏，双方打得昏
天黑地，解放军伤亡不小，却没有攻
下敌人一处阵地。

彭德怀皱着眉头，下达了停止进
攻的命令。首战失利，他心情十分沉
重。彭德怀咬紧牙关给部队挤出了 3
天的检讨总结时间，他在检讨时说
道：“要谈责任，首先在我。部队上下
能警觉起来，血就没有白流。……检
讨归检讨，还要梳理必胜的信心。我
就很有信心。这一仗志在必得，军委
决心很大。”

随后，彭德怀重新调整作战方
针，呈报中央军委，得到中央军委和
毛泽东的同意。彭德怀这次特别强
调要戒除轻敌思想，他将作战指示
变成 38个字：“深入进行动员，反复侦
察敌情，摸清地形道路，组织沙盘作
业，开展军事民主，制定具体作战计
划”，这里的每个字都突出了“重敌”
之意。

8月 25日凌晨 2点，彭德怀再次

下达进攻命令。西野炮兵团的几百
门大炮同时发出了怒吼。顿时，地动
山摇，火光冲天。猛烈的炮火持续半
个多小时。炮火刚一延伸，解放军各
兵团战士便向兰州守敌发起了全线
进攻。

枪声、炮声、冲锋号声和战士们
的呐喊声响成一片。不到一小时，
敌军一号阵地被突破。很快，三号
阵地、二号阵地也相继被突破。下
午 5时，被称为兰州大门的窦家山阵
地被拿下。解放军乘胜猛攻，又攻
下了南山最高峰营盘岭主阵地，接着
占领了古城岭、马架山。与此同时，
解放军第 3军第 7师攻下黄河铁桥，
切断了敌人逃跑的退路。26日上午，
红旗插上了兰州城头。马步芳吹嘘
的固若金汤的兰州城防，仅仅一周，
便被解放军的铁拳砸得粉碎。此役
共歼灭马步芳主力 2.7 万余人，其残
部在马继援率领下分别向永登、西
宁逃窜。

就在解放军向兰州发起总攻的
时候，马步芳乘飞机逃到了重庆；马
鸿宾部 81军为逃避被歼灭的命运，指
挥所亦移至靖远东湾附近；而尚在观
望中的马鸿逵部，则立即龟缩，以确
保老巢宁夏。

兰州解放后，彭德怀电令王震率
西野第一兵团立即向西宁挺进。解
放军尚未逼近西宁，马继援便如惊弓
之鸟，爬上马步芳给他留下的另一架
飞机，逃往重庆。9 月 5 日，西宁解
放，马步芳之兄马步青亦逃往重庆。
至此，马步芳家族拥有的武装力量大
部瓦解。

六

兰州解放后，马步芳的青海“马
家军”受到惨重打击，但宁夏“马家
军”马鸿逵部仍决意死守宁夏。对于

马鸿逵这匹“滑马”，毛泽东是极不喜
欢的。早在抗战期间，中共方面就曾
多次与马鸿逵间接联系，商讨统战工
作，但马鸿逵态度极其傲慢。北平和
平解放后，毛泽东又亲自派邓宝珊从
包头赶往宁夏传话，希望马鸿逵趁马
步芳青海兵团扑向陕西时，出兵陇
东，在青马背后插上一刀，截断其退
路，消灭马步芳，为解放大西北建立
不世之功。结果马鸿逵疑虑重重，下
不了决心，让邓宝珊一无所获。接下
来更让毛泽东气愤的是，傅作义从包
头给马鸿逵打电话，马鸿逵原先说好
的投向中共一边，结果却变成坚决不
从和平，死守宁夏。

为此，毛泽东专门给彭德怀发了
封电报：“必须给马鸿逵以歼灭性打
击！对宁马军力争全部缴械，其次则
争取大部缴械，一部改编。总之，改
编的部队愈少愈好。”

1949 年 9 月 10 日和 11 日，经彭
德怀批准，杨得志率领西野第十九兵
团，兵分三路，高喊着“打到宁夏去，
消灭马家军，解放宁夏人民！”的口
号，由固原县、海原县、豫旺城地区分
路向宁夏进军。

我军所向披靡，沿途“马家军”
望风而逃，14日上午，我军先头部队
便抵近中宁近郊。渴望解放的宁夏
人民，打着旗子，带着鲜果、纸烟和开
水，到城外的新堡子来迎接我军入
城。见了解放军部队，中宁城群众都
亲切地说：“辛苦了！我们日日夜夜
都在盼望救命的恩人快点来到。马
家兵都跑到黄河北去了。”“听说你们
来了，马家兵都吓得夹着尾巴逃跑
了。你们再不来，我们老百姓就不
能活了。”群众纷纷诅咒：“马鸿逵是
个土黄帝，是只野兽，害苦了我们老
百姓。”（完）

（据银川党史网）

还有一个重要事件也与海原
有关。1936 年 10 月，陕甘宁省豫海
县回民自治政府在同心清真大寺宣
告成立。这个由中国共产党建立的
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权，虽然存
在的时间很短、其主要负责人也在
不久就壮烈牺牲了，但它却为此后
我党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做出
了有益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所
以，这一事件在历史上也具有不同
寻常的地位。而这里提到的“豫海
县”，实际上包括了今宁夏的同心和
海原两县的部分地区。这个自治
政府，辖区有 8200 平方公里，境内
有 5 万多人，分为 8 个巩固区、4 个
游击区。

据史料记载，朱德、彭德怀、邓小平、
刘伯承、张浩、聂荣臻、左权、王震
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在今海原县境
内活动过，有的还在境内指挥过战
役，当地也流传着他们许多动人的
故事。

据悉，在海原县，仅目前有案可
查的战斗遗址就有 10处，红军指挥部
临时驻地遗址则有 8处，此外还有其
他革命遗址 3处。

位于海原县三河镇唐堡村的
祁家堡子，是一座与贺家堡类似的
地主庄园。 1936 年 7 月，西征红军
的红一军团进驻祁家堡子，在那里
驻扎了十多天，也在墙上留下了许
多标语。红军走后，外逃的主人回
来了，看见标语很生气，就让长工把
标语除掉。结果，几个长工并没有
完全听从他的吩咐，而是先用草泥
覆盖，然后又在上面 抹 了 一 层 白
灰，这样一来，红军的标语便被完
好地保存了下来，且一直保存了 40
多年。除去外面的保护层，人们发
现，标语主要有以下的内容：“停止
内战一致抗日！”“打日本，救中国！”

“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红军是
人民的军队！”“红军是抗日的先锋
军！”“不交租，不交粮，打土豪，分

田地”“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
农民”。这么珍贵的标语，自然引
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1974 年，
宁夏博物馆揭取了这些墙皮并放
到博物馆内对外展出，引起广泛的
关注。

在海原县境内的红军“关桥堡会
议”旧址，有一座“红军井”。原来这
是彭德怀、徐海东、程子华 1936年率
领西征红军驻扎于此时掏挖的。当
时，西征红军和当地群众面临的最大
困难是生活用水缺乏。当地群众饮
用的多是水窖里储存极为有限的雨
水和雪水。为此，红军到处寻找水
源，最后掏挖了清真寺旁一个废弃多
年的老井，最终挖出了清澈的甘泉。
这座老井，也成为当时军民共用的主
要水源，此后，当地群众便称之为“红
军井”。关桥乡党委、政府十分珍视
这些红色资源，不仅精心保护了“红
军井”等革命遗迹，而且广泛征集了
当年红军遗留下来的各类物品，辟出

专门的展室进行展出，其中药箱、马
鞍、马镫、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布告
等实物，都是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物，
而革命先辈李大钊赠送友人后几经
辗转最后才到海原县的一个皮箱尤
为珍贵。

海原县的革命遗迹具有鲜明的
特点，多属于上个世纪 30年代，也多
是长征结束前后工农红军和西征红
军留下的，其他时间段的遗存则较
少。其中有的具有重要意义，甚至填
补了某方面的空白。但是，由于种种
原因，这些重要的革命遗迹发现的时
间都比较晚，保护维修没有完全到
位，相关的研究也比较滞后，以致外
界对此了解较少，当地有关人员希望
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的人深入了解
这些革命遗迹和革命历史，同时也希
望有关专家对这些遗迹和这段历史
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进一步弘扬革命
精神。

（据宁夏档案微信公众号）

彭德怀挥师西北鏖战“马家军”（六）

抗美援朝时期宁夏的拥军优抚（下）

这里也是被“红色”染过的土地
——宁夏海原县革命遗迹寻踪

（下）

优抚工作自开展以来，共发放
烈、军属和残退军人安抚补助粮一百
零三万零四百多斤，优抚补助费四十
四亿零五百多万元，帮助烈、军属建
立了家务，对城市烈、军属有劳动能
力者给予安置就业，对农村烈、军属
建立了代耕制度，军属们的生活得到
了改善，生活有了保障，纷纷写信鼓
舞革命军人为保卫祖国而英勇奋斗。

为推动宁夏省拥军优抚工作的
开展，宁夏省还制定了《宁夏省烈军
属、革命残废军人、复员（转业）军人模
范暨拥军优属模范奖励办法》，对拥军
优抚工作开展突出的个人进行表彰。

时至今日，拥军优属仍然是我们继
承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军爱民、民拥军，
军民团结一家亲”仍然是永久不变的行
动。每逢春节、“八一”建军节，到驻地部
队慰问也是各地一项重要的工作议程。

宣传宁夏籍二级英雄李吉武
事迹

馆藏档案中，一份关于宁夏省在

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二级英雄李
吉武的档案，使我们对战斗英雄有了
深入的了解。

李吉武，男，汉族，1926年生于中
宁县盖家湾子。1949 年人民解放军
第 19兵团解放宁夏，参加了人民解放
军。1951年 2月入朝，阶级觉悟提高
很快，当年 4 月入党，是志愿军某连
机炮排的弹药手，在 5次战役中连负
伤 2 次，每次都争取早日养好伤，继
续战斗。

在保卫开城的战斗中，敌军以
两个连的兵力，在 8架飞机、5辆坦克
的掩护下，向李吉武所在的智陵洞阵
地猛扑。当时炮组没有枪，李吉武带
了两个同志提了三颗手榴弹迎着敌
人扑去。战斗非常激烈，一名同志牺
牲，其余的也都负了伤，李吉武一人
打垮了敌人几次冲锋，抓紧空隙还下
去拿手榴弹。最后还剩下两个手榴
弹，五六个敌人带着一挺轻机枪离他
只几步远了，李吉武拉开手榴弹的
弦，跳出工事冲向敌人。一声巨响，

敌人的钢盔机枪飞了起来，李吉武
也倒在了自己的阵地上，用自己宝
贵的生命，完成了人民交给的最光
荣的任务。

宁夏省第二届赴朝慰问团返回，
带来了李吉武烈士为祖国光荣牺牲
的消息，中宁县人民政府得悉后，除
发给 175万元抚恤金安抚其家属外，
由中宁县委和政府、各机关团体负责
人及烈属模范等 17人，组织成立了筹
备委员会，进行筹备建碑、挂匾、开会
追悼事宜。1953年 10月 25日在志愿
军出国作战三周年纪念日，在盖家湾
子李吉武故乡，开追悼大会，隆重追
悼、纪念李吉武光荣事迹。省抗美援
朝分会派代表参加追悼大会并慰问
烈士家属。

馆藏档案中对烈士纪念碑进行
了介绍：纪念碑正面上眉写着“永垂
不朽”，右上刻“中国共产党党员，中
国人民志愿军二级英雄”，正中是“李
吉武烈士纪念碑”八个大字。下署宁
夏省各族人民敬立。背面写中国人

民志愿军二级英雄李吉武烈士光荣
事迹。

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出
了许多英勇战斗乃至牺牲生命的战
斗英雄，有些是我们所熟知的，还有
更多的无名英雄不为人所知。英雄
已逝，但英雄的精神永垂不朽。

1952 年，“八一”建军节 25 周年
纪念日，宁夏省抗美援朝分会除通
知各地分会协助有关部门开好庆祝
会，组织慰问团，慰问当地伤病员
外，还联合省市机关团体组织了两
个慰问团，对银川市附近 5 个休养
院的伤病员进行慰问，转发了总会
的慰问金（每人五万元），另外省、
市、区各机关干部资源捐赠的慰问
金共一千六百五十三万一千元，毛
巾十六条，小汗巾十五条，肥皂八
条，牙膏十二瓶，纸烟一条零四包，
牙刷六把，日记本九个，铅笔四打，
袜子一双，红糖三斤，由慰问团统一
筹划。

（据宁夏档案微信公众号）

文 革 结 束 时 已 经 到 了
1976 年，文革前的 10 多年里，
马洪达的教学生涯可说是一波
三折，但也在宠辱不惊中度
过。文革结束后，他的工作和
生活全部进入了顺风顺水之
路。担惊受怕的事情再没出
现。1973 年开始恢复教学，到
学校的学生没通过考试，而是
从基层推荐上来的工农兵学
员，基础很差，很多就是小学
毕业生，老师只能硬着头皮讲
课，听懂听不懂是学生自己的
事啦，那个特殊时期，口号喊
得响远比业务能力强更重要，
很多学校应有专业课考试也都
取消了。情况真正好起来是
1977 年，全国恢复了招生考
试，学生的质量马上起来了，
对学校的教学质量和老师的教
学水平又有了新要求。学校又
恢复了难度较大的《临床检
验》《生物检验》《寄生虫检验》
和《生化检验》几门检验课程，
马洪达又重新走上讲台、重新
成为学生喜欢的老师。好在这
段时间专业课的老师又增加了
些新人，辛苦程度也下来了。
1977 年还有件让马洪达特别
高兴的事，就是独生女儿考上
了大学。

马洪达：我就一个女儿，
文革来了，大学停止招生，全
部去闹革命啦，初高中毕业生
成批拥挤在城市，后来为了缓
解压力，动员上山下乡，接受
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时我们很
多老师都特别忧虑，总在想这
样下去国家怎么办？因为没有
系统的教育，谁来接革命的
班。恢复高考后女儿请了 20
天假，在家复习功课，她已经
放下书本十年啦，也是她的基
础好吧，一考就考上啦，尽管
女儿已经 30多岁了，还有 3 个

孩子，这个最让我高兴。那年
学校的很多老师和同事见到
我都表示祝贺，我也开心得不
得了，不仅是为女儿高兴，更
重要的是为国家重新重视教
育、为国家教育重新走上正轨
而高兴，因为我知道，没有接
受高水平的教育人，是无法担
当国家重任的，从恢复高考到
国家重视科技人才的一系列
政策中，我看到了希望，看到
了国家强大的希望和繁荣富
强的未来。

马洪达工作到 1987 年才
退休，在 40多年的教学工作中
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无私付
出、出色地完成了各项教学任
务，1985年，他获得了卫生部授
予全国卫生文明建设先进工者
称号，当年宁夏获这个奖的有
19个人；国家教育部授予他全
国优秀教师称号，这个奖励层
次很高，相当于全国劳动模
范。马洪达说：我年轻时响应
国家号召支援宁夏建设，目标
就是要把大西北建成人间天
堂，我们当时的誓言是把青春
献给大西北，这点我做到了，也
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
实现了自己的誓言，也完成了
自己的使命。宁夏是片热土，
这里的人民很纯朴，这里有让
我献身事业的广阔发展空间，
这里已经成为我人生最重要的
故乡，我特别热爱宁夏，我可以
对任何人讲：支援宁夏，我无怨
无悔。

马洪达退休后与女儿住在
一起，生活很安逸，也很快乐，
见见老朋友、读些英文原版书
依然是他的喜爱，经常还会有
学生来看看他，聊聊艰苦的过
往和曾经的得意与事业的辉
煌，这些都让他很满足。

（蔺银生 王旭阳 整理）

许青培老人共有 5 个孩
子，后面的 3个孩子，分别以学
习焦裕禄、解放军、杨开慧的
含义起的名字，虽然留下了那
个时代印记，但寄托着老一辈
的心愿。当每一个孩子参加工
作的时候，他都对孩子们提
出，在工作生活中，必须积极
要求进步，早日加入共产党。
他说，我这一生有一个久存心
中的愿望，这不仅是我们做父
母的愿望，而且是每一个孩子
都必须要实现的愿望，就是要
信仰共产党，加入共产党这个
伟大的组织，是我的一生追
求，也是要求我们许家每一个
成员必须追求的目标。终于有
一天，他的 5 个儿女都成为了
共产党员，每当亲朋好友看望
他时，他都自豪地说，我们是
党员之家。

他的 5 个孩子，有在企业
工作，有在财金系统工作的，不
论是在岗还是下岗，或退休，他
都要求孩子们一定要相信共产
党，拥护共产党，坚定不移跟
党走。

他大儿子所在的国有企业
倒闭下岗，有些怨言，他语重心
长地教育大儿子，这是国家改
革时期的策略，你作为共产党
员，就应该为国家分担暂时的
困难。

许青培有 4个孩子在财金
系统工作。他经常教育孩子
们，你们天天和金钱打交道，
要谨慎小心，要牢记，你们经
手的每一分钱都是国家的，
国 家 的 钱 一 分 一 厘 都 不 能
动，那是红线，拿了，你就不是
一名共产党员，你就不是我的
孩子。

他经常教育自己的孩子们
说，“我是为了干事而当官，不
是为了办事而做官”。我没能
给你们能留下什么财富，但给
你们留下的就是一名共产党员
的形象，一个精神富有的父亲。

他的儿女们说，父亲虽然
没有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
事，但他潜移默化对我们的教
育，久而久之，在我们的心中
立起一座共产党员的丰碑和
坐标。

他在自治区一个部门工作
的三儿子，入党之前征求父亲
的意见，许青培说，共产党的奋
斗目标，已经给我们全家指明
了方向。在组织的培养、父亲
的严格教育下，这个儿子努力
学习，勤奋工作，光荣地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并且走上了领导
岗位。

在经济社会的今天，5个孩
子家里，如果想添置一些稍微
贵重的东西，都要向父亲汇报，
许青培都要亲自过问，看是否
添置的东西与收入相符。值得
欣慰的是，许青培的孩子们，都
按照他们入党时的誓词中所说
的那样，做了一名勤奋工作、干
干净净的共产党员，实现了父
亲的“做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
的承诺。

（祖宁平 马晓虎 整理）

我就相信，胸前的这枚党徽（二）

——记宁夏农垦老战士许青培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许青培参军时的照片。

支援宁夏 无怨无悔（六）

——宁夏卫生学校上海支宁教师马洪达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