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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泰斗——吴家麟（六）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追寻农建一师老兵
刘金国的足迹（四）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宁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四）

知识青年返城及上山下乡
运动结束

从 1970年开始，因大学开始试点
招收工农兵学员，工厂、企业招工，事
业单位招收干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陆续返城。1972年底有 398名知识青
年上大学和中专学校，430人参军，1
万多人被输送到工交、财贸、文教等各
条战线。1973年 12月自治区计委、教
育局联合发出《关于从农五师、林建
师、国营农场知识青年中选调教师的
通知》，从知识青年中选调教师 700
人，分别为农五师 400人、林建师 200
人、国营农场 100 人。从 1973 年至
1979年，全区共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
乡 56000多人。截至 1978年底，已安
置就业 41000多人，留在农村的插队
知青还有 14900多人。

“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国务
院十分关心知识青年问题。1978年
12月 2日中共中央批发了《全国知识
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国务
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

试行规定》（中发[1978]74号文件），指
出：城市要积极开辟新的领域、新的行
业，为更多的城镇中学毕业生创造就
业和升学条件。逐步缩小上山下乡范
围。矿山、林区、小集镇和一般县城的
非农业口的中学生毕业生，不再列入
上山下乡范围。积极妥善地解决好在
乡知青的问题，对 1972年底前下乡的
优先安排，两年内基本解决。

1979年5月，自治区党委根据中发
[1978]74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情
况，调整了知青工作政策，决定今后一
般不再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主要
任务是：争取在两三年内逐步安置好
现有在乡插队知青。由于各级党和政
府的重视及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
1979年共安置了下乡知青7436人。

1980 年 4 月 20 日，自治区政府
批转区知青办《关于善始善终做好下
乡知识青年工作的几点意见》（宁政
发 [1980]68号），指出：继续做好下乡
知识青年的安置工作，要解决好下乡
知识青年的招工问题。国家分配的
招工指标，要统筹兼顾，按照下乡知

识青年、城镇青年各占 50%的比例下
达。不能单纯以文化考试分数作为
录取标准，而应把劳动表现作为择优
录取的主要条件。对已婚知青就地、
就近安排到国营农、林、牧、渔场或工
交、财贸、文教、卫生等部门。

自 1979 年至 1981 年，全区有
13700多人在乡插队知青走上了劳动
就业岗位，仍有 1100余名知青在乡插
队，其中女知青占 70%以上，分布在银
川地区、石嘴山地区、银南地区（固原
地区的知青安置工作已于 1980年完
成）。针对需安置女知青占比例大、继
续留在农村问题多的情况，宁夏政府
于 1981年 6月批转区知青办《关于安
置城镇下乡插队知识青年工作问题的
报告》（宁政发 [1981]91 号文件），决
定：拨给劳动指标，分别给予一次性安
置就业，以善始善终地解决好全区在
乡插队知青问题。文件下发后，相关
单位积极落实，最终在 1981年底圆满
地完成任务，一次性地全部安置了在
乡插队的知识青年。至此，宁夏的知
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画上了句号。

宁夏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长达 20 余年，对减少城市就业压力
有一定积极的意义。广大上山下乡
的知识青年，忠诚地响应党的号召，
满怀壮志豪情，积极投身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的行列，在祖国的边疆，偏
僻的山村，过着艰苦生活，从事繁重
的体力劳动；在广阔的田野里，用青
春汗水，耕耘播种，为改变农村落后
面貌、开发振兴农业作出了贡献。他
们在艰苦环境中，在与农村社员的接
触中学习到了许多在城市、书本上学
不到的知识；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年华
换取了宝贵的人生经验和思想成果，
使他们一生都得到裨益。截至 1975
年底，他们中的 319人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4672人加入了共青团组织，508
人进入各级领导班子中，涌现出了许
多先进人物，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取
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大批知识青
年正处于青年时期，他们失去了在学
校接受正规教育的大好机会，造成了
人才成长的断层，也改写了整整一代
人的命运。（据宁夏档案微信公众号）

1973 年，宁夏革委会批转了自治区城市下乡知识青年安置领导小组《关于动员、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报告》。文件中规定了动员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范围：“凡年满 16 周岁未升学和未正式分配工作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和社会知识青年都应动员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不列为上山下
乡的对象：“经县以上医院检查，确患严重疾病或身体残废，不能坚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和父母年迈多病，不能独立生活，需留下一个子女照顾的，经民主
评议，领导批准。”规定了插队方式：“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主要是到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集体插队。各地根据实际情况也可以分散插队，或在生产建设兵
团和国营农场安置一部分。”“今年各地、市、县、旗动员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原则上应自行安排。”“上山下乡人员的粮户关系必须迁入安置地区。”

1974 年 12 月 3 日，宁夏第一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银川红旗剧院隆重开幕，380 多名代表出席大会。大会表彰了先进、总结交流
了经验。

丝路通道与宁夏古城堡（中）

盐池城，在石沟驿东南 70 里
处。《嘉靖宁夏新志》记载，盐池

“旧城周回一里，弘治十三年，都
御史王珣拓其城至二里。正德十
四年，都御史王时中奏筑，增至四
里许，南北门各一”。盐池城大于
沿线其他城堡，当地人叫老盐池
城。城墙根有政府的立碑，上署名

“老盐池城”。早期城池，应该是宋
代的城池遗址，明代再拓展并修筑
利用。老盐池城由东西两座城池
相环套，西城的东墙是东城的南
墙，城池轮廓十分清晰，应该是明
代所修筑。《嘉靖宁夏新志》记载，
盐池驿、盐池递运所皆设在盐池城
内。“在故盐州城之西北者曰‘小
盐池’……宁夏小盐池，乃天生自
然之利，资穷边军需之用。”可知
盐池驿、盐池递运所设在老盐池
城的用意。盐池老城东南 10余里
处，还有一座城池名惠安堡。“灵
州盐课司、巡检司”设在惠安堡
城。“初无城郭，今有之，名惠安
堡，二司皆在于内。”《嘉靖庆阳府
志》记载，灵州巡检司，在府城北
500 里。灵州盐课司，在府城北
500里，洪武间建。

隰宁堡，盐池城南 50里，“成化
间巡抚、都御史徐廷章筑，城周回

一里。弘治十三年（1500），都御史
王珣展筑二里许，南门一”。早期
修筑的隰宁堡，没有设驿站和递运
所。直到嘉靖九年（1530），因盐池
城至南端的萌城，“二站相距百
里”，而隰宁堡正当两站之中间，

“宜添设军站”，才在隰宁堡设递运
所，但没有设驿站。隰宁堡空间很
大，城墙的形制为不规则形，很像
一个“凸”字型。城墙北、西、南部
分城墙还在，甚至有些地方还相对
完整，东城墙损毁所剩无几，基本
上成了农家院落。

隰宁堡南 45里就是萌城，城池
在沟谷的台地上。《嘉靖宁夏新志》
记载，“城周回一里五分，东门一，
南门一”。萌城的战略地位似乎重
要，它控扼着这条主道上的两条通
道，向东南进入甘肃环县甜水堡；
向西进入同心县下马关。由于台
地 的 地 貌 所 限 ，萌 城 为 不 规 则
形。城内设萌城驿、萌城递运所，
曾设有萌城批验盐引所。现萌城
城墙几乎损毁殆尽，西北两面城墙
遗迹尚存，南城墙仅剩时断时续的
残壁。

（二）清水河通道

灵武南下直达韦州，或从惠安

堡前往韦州。途经下马关、预旺，西
行至李旺堡，沿清水河谷地经镇戍
守御千户所（今原州区七营镇）至固
原。这一线设有灵州守御千户所、
平虏守御千户所、镇戍守御千户所、
甘州守御千户所，下马关虽没有设
千户所，但它处在长城防御的重要
节点。明代后期，下马关的重要作
用日渐凸显，下马关古城南城门及
瓮城，为万历初年砖石包砌，可见其
军事防御价值和意义。

由清水河道南下，沿途城堡遗
址都在。韦州城近年损毁严重，东
城墙、南城墙还在，尤其是南城
墙。明代韦州城曾是就封宁夏的
庆王朱栴的王府。

韦州城南下，就是下马关房，相
距 40 余 里 。 此 关 弘 治 十 七 年
（1504）尚书秦纮修筑固原内边长
城。“下马房山沟险隘，止一路通宁
夏韦州。上置关门，无人居守。”嘉
靖五年，尚书王宪奏准在长城边筑
一小城，“周一里，欲调军守之”。
嘉靖九年（1530），尚书王琼命镇守
都督刘文，一是率军修筑长城，排
挖壕堑；二是在“下马房关起盖城
楼营房，拨军守之，悬榜于楼上曰

‘重门御暴’”。万历十年（1582），
下马关城增筑砖包，南城门名“重

关设险”，城门洞上有五层半圆形
拱门，为时任固原陕西三边总督石
茂华命固原兵道右参政解学礼主
持修筑。

预旺城，下马关以南 70 余里
处，名为平虏守御千户所，层级较
高。成化十二年（1476），杨一清巡
抚陕西时，由余子俊奏设，设置官
吏 ，移 民 耕 垦 。 弘 治 十 四 年
（1501），尚书秦纮修筑城池及东西
关，“城周二里三分，关城三里二
分”，关城大于城池。登上南城墙，
东关城墙轮廓清晰，而且是不规则
形，东关城墙已看不出来。

明朝正德初年，宁夏安化王朱
寘鐇镇城起兵。朝廷起用赋闲在
镇江家中的杨一清前往宁夏平
叛。杨一清前往宁夏的行程，全部
记录在他的《西征日录》中。由关
中进入固原北上，所行线路即沿清
水河通道：固原—镇戍守御千户所
—平虏守御千户所—下马关—韦
州—小盐池—石沟驿—大沙井—
灵州。杨一清到了平虏守御千户
所，他视野里的平虏城，“有城翼
然。城之外有关，室庐栉比，烟火
数百家，贸易交匝……隐然为固原
一屏障”。
（据宁夏文史研究馆微信公众号）

周风兰一共生育了 6 个孩子，
在回忆起生育孩子时，总有些怨言：
老大在肚子里 5 个月的时候，丈夫
当兵走了，回家探亲的时候，孩子已
经 3岁多了，不认识这个父亲；快生
大女儿的时候，丈夫又被安排到平
罗县教导大队学习了 3 个月，不能
请假；生二女儿的时候，连队又在
冬灌放水，丈夫说，连队的土地是
八一渠的末梢，不抓住关键，来年
的收成就白费了。生产的时候，丈
夫又不在身边。周风兰话语中带
有埋怨和嗔怪，但还带有心疼丈
夫，她在念叨着：工作不能不顾家
庭，更不能不要命了。怎么哪有这
么巧的事情发生，6 个孩子快要生
产的时候，丈夫就有紧急任务在
身上。

周风兰就是这样一个勤俭持
家、养育儿女，支持丈夫工作而无怨
无悔的中国式妇女，6个孩子在她的
精心养育下，茁壮成长。她的右手
因为长期冷水洗涮，几十年来经常
会抽搐伸不展，她就把右手放在腋
窝下捂一会儿，这都成为了她的一
个习惯。6个孩子的衣服从小到大、
从里到外，都是她一针一线缝补的，
时间长了妻子的右手心，形成了一
个凹坑，那是给 6个孩子纳鞋底，定
锥子顶在手心，一针一针地顶着留
下的。

现在他们全家祖孙五代 30多口
人，经常会围坐在 89岁的母亲身旁，
回忆那西大滩戈壁滩上的往事，回
忆刘金国那一件件默默无闻、不为
人知的小事和家事。大女儿说一
件，二女儿又回忆起一件，三女儿又

想起了一件……总是有说不完的父
亲故事，最后，全家人都唏嘘不已，
泪流满面。

刘金国在退休后的第四年积劳
成疾去世了。

其实，子女们了解刘金国的故
事不是很多，刘金国就是一个很少
着家的父亲，一个成天忙忙碌碌为
连队操心不已的农场基层干部。

刘金国在西大滩戈壁滩上，操
劳了一生，不求名利，默默无闻地奋
斗了一生。也许农场的许多职工都
不认识他，但他身上散发出共产党
员的优秀品质和吃苦耐劳的性格，
时时处处表现出来的正能量，是那
样的温暖和有力量。

他是什么？就是一个普普通
通的共产党员，一个宁夏农垦战线
上的老兵；他像什么？他渺小的就
像一粒盐碱地里的尘埃，就像西大
滩上一瓣沙枣树上竞相开放的芳
香的花蕾，就像戈壁滩上一簇簇芨
芨草，看似微不足道的渺小，当人
民和祖国需要的时候，没有怨言，
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尘埃也能
变成泥土，成为高楼大厦的粘合
剂，沙枣花瓣也能成为花朵，成为
铺就西大滩一地胜利的鲜花；戈壁
滩上的一簇簇芨芨草，也能编织成
美丽的花环，成为向英雄们敬献的
赞歌。

我们唱响英雄，你就是英雄，我
们赞美奋斗者，你更是奋斗者，你是
垒起大厦的一块砖一片瓦，你是西
大滩上那耀眼的、唱得最响的鸟儿。

你就是农建一师的老兵刘金国。
（作者：祖宁平）

吴家麟妻子汤翠芳口述：这次
他重新走上讲台，还是讲逻辑课，不
知道是他讲课学生特别喜欢听还是
领导对他的身份不放心，讲课时常
常会有进驻学校的军宣队领导来旁
听。有一次，吴家麟在给学生讲逻
辑中的诡辩时，以“登徒子好色”的
故事为例，由此引发了一场讲台风
波。据说，有一名军宣队领导，听
了吴家麟的课很生气。认为吴家麟
在给学生灌输资产阶级思想，要求
系领导组织学生批判吴家麟。后来
有关领导找吴家麟谈话，让吴家麟
在课堂上把问题讲清楚。吴家麟胸
有成竹地说“登徒子”不是好色之
徒，还说毛主席曾说“登徒子”是模
范地遵守婚姻法。毛主席引用这个
故事形象地说明要分清九个指头和
一个指头的关系。这位领导人听说
毛主席讲过这个故事，不再兴师问
罪了。

1976 年 10 月，四人帮被粉碎，
十年文革动乱结束，社会秩序和教
学秩序逐步恢复并走上正轨。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进入拨乱反
正时期，各行各业都有了天翻地覆
的变化。宁夏大学被搞乱的教学秩
序也逐步恢复。国家发展的春天来
了、科学的春天来了、法学界的春天
来了、吴家麟的命运也在拨乱反正
中迎来了新的春天。1979 年 1 月，
被错划的右派得到改正。被中断了
20 多年的宪法教学和研究工作得

以恢复。1979年 11月，吴家麟晋升
为副教授；12 月，他又被任命为宁
夏大学副校长；1982年 5月，最让吴
家麟振奋的是他光荣地成为一名共
产党员。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追
求了 30多年。1983年 11月，他又被
任命为宁夏大学校长，1984 年荣获
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
号；1985 年晋升为教授；1992 年享
受政府特殊津贴。接踵而来的荣誉
和职务让饱受委屈的吴家麟否极泰
来。这几年吴家麟家也是喜事连
连：1977 年女儿考取了北京师范大
学，1978 年儿子考取了中国科技大
学少年班，1979 年中国人民大学对
错划右派全面改正，撤销了对吴家麟
降职降薪监督劳动的处分、恢复职
称和政治名誉，同时还撤销了开除
汤翠芳团籍的决定。文革结束后是
吴家麟最忙的时期，除了校务工作
外，他要把失去 20年的时间给抢回
来，日夜奔忙、著书立说、还要参加
全国法学界的各种会议。这中间，
吴家麟倾注心血最多的还是宪法学
的研究、著书和讲座。1982年 4月，
吴家麟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 法
学》编委会委员，兼宪法、行政法编
写组副主编。1984年 9月，《中国大
百科全书 法学》问世。 1998 年 11
月，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 法学（修
订版）》宪法主编。2006 年 1 月，该
书出版。

（蔺银生 整理）

吴家麟校长作学校工作报告。

红色遗址关桥堡的“前世今生”（上）

这是一块红色的热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宁夏是
一块红色的热土。”

宁夏得名，始于西夏平定。公
元 1227年，元朝灭西夏后，改名“宁
夏”，含有平定西夏、稳定西夏、西
夏“安宁”之意。

当年，红军长征途经宁夏，成
就了“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革命精
神。红军西征宁夏，宁夏成为红军
西征的大本营和主战场，在宁夏建
立了我国第一个县级回族自治政
权——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为
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最早实
践地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萌芽。

而位于宁夏中南部的海原县，
同样是一块红色的热土。

这里，是红军西征的主战场之
一，是海打战役和关桥堡伏敌计划
的核心区，红军的足迹踏遍了这里
的山山水水，留下了众多红色革
命遗迹，为海原烙上了深深的红
色印记。

1934 年 10 月，由于第五次反

“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
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经历了雪
山、草地的艰难跋涉，不断冲破国
民党的围堵和追击。

1935年 10月，红一方面军率先
到达陕甘根据地。为了让革命的
火种尽快播撒在西北大地上，中共
中央决定发动西征战役。

1936年5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
彭德怀联名发布了西征战役计划，
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了西
征命令，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
方野战军，彭德怀任西方野战军司
令员兼政委。

西方野战军的主要任务：一是
创造西方新的革命根据地；二是迎
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出草地北上；
三是打通同苏联的联络。

从 1936年 6月 10日至 11月中
旬撤出海原，红军在海原县境内的
七营、韩府、郑旗、撒台、史店、曹
洼、脱烈、红羊、西安等地共组织大
小战斗 10余次，胜利实现了举世瞩
目的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宣告了国
民党军队围追、堵截、聚歼阴谋的

彻底破产，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形成。

西征红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
内几乎走遍了海原全境，在这里播
撒下了革命的火种，先后有 200多
名回汉青年参加红军，走上了革命
道路。西征红军和红二、红四方面
军在海原战斗期间，还认真贯彻执
行党的民族政策，建立回民自治政
权，在海原的高崖、李旺巩固区和
关桥游击区建立了基层人民政权、
成立了农会，建立了群众自己的武
装力量——村、区游击队，并经西
征军总部批准成立了回民独立师。

意义重大的“关桥堡会议”

“关桥堡会议”是一次具有重
要历史意义的会议。

1936年 10月，红军一、二、四方
面军在西吉将台堡会师。

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间隙，以
占领整个宁夏，巩固扩大根据地，
打通国际通道为目标的“宁夏战役
计划”出炉。这是中共中央作出的
重大战略决策。

然而，握有红四方面军指挥大
权的张国焘对占领宁夏不感兴趣，
念念不忘向西建立“甘北根据地”，
屡屡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假传圣旨”，
擅自改变作战计划。对此，彭德怀有
所察觉，及时向中央进行反馈。

10月 24日，国民党军向执行宁
夏战役计划的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和
第五军发起猛烈攻击，红军阻击阵
地被突破，打乱了宁夏战役计划。
鉴于敌情变化，10月 27日，彭德怀
提出以击破南敌为目的的《海（原）
打（拉池）战役计划》，中央革命军事
委员会同意批准了这一行动计划。
但张国焘又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致
使海打战役计划未能实现。这对阻
滞国民党军北上、重新恢复河东河
西部队的联系产生了不利影响。

鉴于此，按照中央电令，红军
总部首长朱德、张国焘，红二方面
军首长贺龙、任弼时及西方野战
军司令员兼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
彭德怀等于 11 月 1 日，赶到海原
县关桥堡参加会议，解决统一指
挥问题。 （据银川党史网）

关桥因明代修建“官”桥得名。
这个位于宁夏中卫市海原县东北部，处在海原、同心、中宁、沙坡头4县（区）交界的地方，注定不同寻常。
1936年11月1日，在关桥堡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在有关党史资料中被称为“关桥堡会商”或“关桥堡会议”。如今，在关桥华润希望小镇

原址上建成的“关桥堡会议遗址”内，红军用过的衣帽、木桶、粮袋、马鞍、大刀等，成为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记忆，传承革命基因的生动教材。一口“红军井”
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向来人无言地诉说着关桥堡的“前世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