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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年是张奎到宁夏后
相对开心的一年，这年国家经
济形势开始好转，饿肚子的
情况不再发生，这也坚定了
张奎扎根宁夏的信心。1962
年，张奎新婚妻子也调到了
宁夏大学物理系，解决了两
地 工 作 来 回 奔 跑 的 辛 苦 。
这一年，张奎又代理起了物
理系的负责人，工作更加繁
忙，1962 年，宁夏师范、宁夏
医学院、宁夏农学院三校合
并成立了宁夏大学，张奎所
在的物理系也得到了加强，
在顺风顺水中他们迎来了
1963 年。这一年张奎又遇
到两件喜事，一是他和妻子
一起调了一级工资，二是他
被评为先进个人。这一年，
学校开始有能力注重校园
建设，在抓好教学和科研的
同时，全校师生开始为美化
校园努力。

张奎：从 1963 年到 1965
年，几乎每天课后都有义务劳
动，春天种树，夏天修路、秋
天挖水塘、冬天再给树穿衣
服，怕小树苗被冻死，我们学
校的所有道路都是师生自己
修的，每天从家里出来带把
锹，下课后拿上锹到了工地，
没人督促，全是自觉行动，有
时候需要批改的作业多了，
晚十几分钟到工地都会觉得
不好意思。1962 年还给教师
增加了食粮供应，从每月 23
斤提高到 30 斤，当时大家还
在想，能吃饱就要报答国家，
这几年真的是干劲冲天，也
很团结，大家从低标准中走
过来，对稳定的生活和教学

秩序也特别珍惜，对党和国
家纠正的错误后也特别有信
心，可后来的情况又变了。

1967 年学校成立了很多
战斗队，尚在学校的学生除了
批判自己的老师外，再就是外
出串连，很多老师都下放农村
参加劳动，张奎也到了农村与
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
动，在与农民闲聊中他深切
地感受到农村对文化和知识
的渴望和尊重，使他一度冷
却的心有些回暖，在劳动期
间，他用自己的知识和技巧
创造了一个人顶两个人的劳
动业绩，也创造了 1次吃两份
菜、1斤米饭的纪录。1969年，
宁夏大学又根据社会需要，
办起了师训班，为中学培养
老师。张奎办师训班的地方
在中卫，尽管学员基础很差，
但学习积极性很高，这对所
有的老师也是个鼓励。

张奎在师训班上主讲晶
体管电路和收音机的维修，演
示的实验器材全部是自己动
手制作，师训班结束后，很多
农村学员已经掌握了农村简
单照明电路和有线广播喇叭
的维护或简单修理，这让张奎
倍感欣慰。1969年下半年，张奎
又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被
分派到固原张易公社三湾大
队，无奈将孩子送到岳母所在
的河南，在三湾大队，他对农
民的贫困和乡村干部的霸道
都深感震惊，大队的小学没老
师，很多孩子们天天到校就是
玩，看到此种情况他总会为孩
子们感到心痛。

（蔺银生 撰稿）

支宁教师 西行铺路
——记宁夏大学原校长张奎（八）

唐代在宁夏设置的羁縻州（二）

解放初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

我是浙江开化县人，1949年 8
月在开化县军管会参加工作，后任
开化县团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1959年，响应党中央号召到大西北
去，怀着支援边疆，建设祖国的雄心
壮志，接受县委和政府的指派，担任
开化县支宁工作团团长。作为带队
干部，先后带领 600余名本县优秀
青年支援宁夏。

当时中央有个文件，在全国要
动员 570万人支援边疆和少数民族
地区。1958年底，由宁夏回族自治
区党委副书记、政府副主席马玉槐
代表宁夏和浙江省委领导协商，确
定由浙江动员 30万人支援宁夏，由
宁夏负责安置工作。浙江全省为
此作了长时间的组织动员工作。
要求浙江青年踊跃报名，遴选的条
件是：18 岁至 30 岁以内的男女青
年。号召党团员带头，复员退伍军
人作为骨干，贫下中农子弟做基
础。还提出了四个不要：即地主富
农分子不要，思想落后的不要，身
体不健康的不要，家庭有拖累的不
要。根据统计，1959年、1960年两
年时间，浙江 62个县市对口宁夏 11
个县市，共动员了 10万名青年男女
支援宁夏。其中年龄小的十五六
岁，大的也有超过 30岁，平均年龄
21岁左右。党团员占 20%，复转军
人占比也不小，有的是参加过抗美
援朝战争的复员军人。

那个时候，宁夏地大物博，人
才缺乏，是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
说宁夏当地羊肉当饭吃，牛奶当水
喝。反正是“天下黄河富宁夏”，自
古就是“鱼水之乡”。然后张榜公
布支宁人员名单，向广大群众宣
传：“一人支宁，全家光荣”。这种
宣传很有吸引力，广大青年听后，
热血沸腾。纷纷写申请书，有些青
年为表决心，甚至咬破手指写血书
坚决要求支援宁夏。所有被批准
来宁的青年，都是经过乡镇一级政
府审批同意，并派汽车敲锣打鼓送
上火车的。那个时候支宁来的待
遇很简单，就是发一件棉大衣，一
个棉帽，一双棉鞋，路上带些饼干
之类的零食。

我当时带队分两年两批次来
到宁夏。1959 年 4 月 28 日乘车带

第一批 300多人，到宁夏被安置在
吴忠地区国营巴浪湖农场。1960
年 6 月，第二批 300 多人乘车到宁
后，送到宁夏银川安置在国营平吉
堡农场。两批人共计 600多人。支
宁人员根据各县人数，按军事编
制，一个县编为一个团，再往下按
乡镇村编为营和连。

因为我带队，对支宁人员的情
绪最了解。事实上，支宁人员从家
乡上车到宁夏下车，思想波动很
大。刚上火车，省市县的领导和群
众敲锣打鼓热烈欢送，那场面感
人，支宁人员当时情绪都很高。上
了火车一看，怎么连个座位都没
有，是个闷罐车，情绪很低落。我
们赶紧做工作，给解释，然后才安
定下来。到了路上，在郑州以内都
供应的是米饭、菜，大家吃得还满
意。上陇海线进了甘肃地带，吃饭
便改成供应馒头了。到了天水，没
有菜，供应的是苜蓿菜。用油盐一
拌，大家就觉得吃生菜，没有熟菜，
大家情绪很低。浙江人过年才吃
馒头，平时都吃大米，年轻人吃不
习惯。加上苜蓿菜是生菜，心里很
不高兴。会问，怎么给我们吃青
草？实际上他们不了解，当时有
这样的条件就算不错了。过了陕
西时，山洞很多。过山洞时车厢
内一片漆黑。一个青年一喊叫，
就会引来较多的人又哭又闹，因
为没见过车进隧道，有的没坐过
火车。他们认为好像被带到外国
去了，连太阳都见不上。出了山
洞，见到了城市，青年们又高兴
了，心情好转。过兰州到中卫，休
息的时候下车一看，城市还挺好，
一片平原，有绿油油的麦苗和稻
田，他们的情绪又高涨起来。到
了平吉堡这一带满目黄沙裹地，
情绪又受到影响，心里在想，把我
们带到荒山野岭，这么荒凉的地
方能待得住吗？青年们的情绪波
动很大，我们带队干部就耐心给
大家做工作，大家的情绪好了很
多。所以，带队工作也不容易，责
任很重。除了防止意外事故，组
织好生活，还得随时做思想工作，
稳定支宁人员情绪。

（吴金遨 马晓虎 整理）

一生承诺支宁情
汪智泉 口述

（一）

车轮滚滚六十载 小站情怀满关山（一）

第三，六胡州的安置对象及人
数。《元和郡县图志》记为“以处突厥
降户”。学术界据此认为是安置东突
厥降户。但查遍史籍，调露元年及前
一年，并无东突厥与唐军大战的记
载。只在《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二、
《新唐书·高宗纪》卷二，查到调露元
年六月吏部侍郎裴行俭伐西突厥取
得大胜、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率众投
降的记载。此处“十姓”，实际是居于
中亚的“昭武九姓”，分别叫康国、何
国、石国、安国、曹国、史国、米国……
在新旧唐书的《西域传》均有记载。
联系后来发生的六胡州康侍宾叛乱，
其首领多姓康、何、安、何、石。调来
唐军 20万平叛，六胡州作战的叛军人
数有 7万之众，加上老幼妇女，迁来的
昭武九姓当超过 20万。叛乱平息后，
迁到中原、江淮的余部还有 5万多人。
由此可以肯定，六胡州安置的“突厥降
众”，实际是中亚的“昭武九姓”。按 6
州平均，每州安置有 3万多人。

二、铁勒九姓羁縻州

唐太宗灵州之行结束后，于贞观

二十一年在关内道北部普遍推行羁
縻府州制度，安置铁勒诸部，设燕然
都护府统管九府十八州（一说为六府
十三州），都由灵州都督府管理。对
其始设时间、州名、具体位置，各种史
籍有多种说法。新、旧唐书的记、传、
志，亦互相矛盾。《新唐书·地理七下》
的记载为回纥（即铁勒）九府、十八
州，虽属灵州都督府管理，但实际在
灵州界内的仅 8个羁縻州名，即燕然、
鸡鹿、鸡田、烛龙、东皋兰、西皋兰、祁
连、燕山州。加上其他史籍列载的斛
萨［薛］、高丽二州，共为 10州。《旧唐
书》的《北狄·铁勒》《地理志》有两处
记载最为集中，资料翔实，不但有始
置时间、地点，而且有户数、人口，共
列载安置铁勒诸部的六府十三州，始
置时间为贞观二十一年；十三州之
中，始置时有皋兰、高丽、祁连三州在
灵州界内，其余在阴山南北；开元元
年，又将东皋兰、燕然、燕山、鸡田、鸡
鹿、烛龙等六州迁入灵州界。

燕然都护府隶属于灵州都督府，
但灵州都督府还管属夏、宥、盐、丰等
州，因此，这些羁縻府州，只有一部分

在灵州界内。综合新、旧唐书及其他
史料，这些铁勒部族的六个（或九个）
羁縻府，初设时都在阴山一带，后来
迁回漠北旧地。十三个（或十九个）
羁縻州初设时，安置在灵州界内的有
浑部、斛薛、多滥葛部等，另一部分安
置在阴山以北。在后突厥默啜强盛
时，安置在阴山以北的铁勒诸部被征
服，羁縻州亦废。开元初默啜灭亡，
又在灵州界内复置东皋兰、燕然、燕
山、鸡田、鸡鹿、烛龙六州。前后安置
在灵州界内的有以下十州：

皋兰州贞观二十一年正月置，安
置铁勒的浑部数千帐，初在灵州回乐
县界，即今吴忠市利通区境内，地近
农耕区，常与农户发生纠葛，后采纳
灵州司马崔知温建议，与斛薛之高阙
州共万帐皆徙黄河以北。唐代游牧
民族每帐平均 4.1 人，如按一半 5000
帐算，共 20万余人。浑部在铁勒诸部
中，地处最南端，临近河套。突厥颉
利可汗部被唐军击败时，浑部副首领
俟利发阿贪支首先款塞降唐。薛延
陀灭亡后，大俟利发浑汪举部内向，
以其地为皋兰都督府，后又分为东皋

兰州（在鸣沙县界）、皋兰州。唐太宗
以阿贪支虽不是大首领，但先于汪归
附，理应居首位任大俟利发，故派翻
译暗示汪，汪欣然让位。帝嘉其让，
以阿贪支为右领军卫大将军、皋兰州
刺史，汪为云麾将军兼俟利发为之
副。阿贪支死，子回贵嗣。回贵死，子
大寿嗣。大寿死，子浑释之嗣立。浑
释之鸷勇不凡，从哥舒翰拔石堡城，迁
右武卫大将军，封汝南郡公。唐肃宗
灵武登基后，朔方军主力被调去平定
安史之乱，任命浑释之为朔方节度使
留后。仆固怀恩反叛，从太原返回灵
州，假说归镇，见浑释之有疑，将其诛
杀。其子浑瑊，后来成为著名战将、建
中功臣，官至宰相。浑部迁入灵州置
皋兰州后，至永徽元年（650年，一说为
三年）一度撤废。1991年在青铜峡市
玉泉营农场发现唐代铁勒人墓志，铭
文标题为“大唐左屯卫将军皋兰州都
督浑公夫人契苾氏墓志铭并序”。据
此，皋兰州应在唐灵州所辖之灵武县
北界，即今青铜峡市邵岗镇西北。开
元初又置东皋兰州，寄治鸣沙界。

（据《宁夏文史》）

YI MIN SUI YUE
移民岁月 第一百零五期

1949年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诞生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
民彻底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
战胜了帝国主义的封锁、破坏和武装
挑衅，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迅速
恢复了国民经济。从 1953年起，在国
家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同时，
中共中央酝酿和提出过渡时期总路
线，即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
些时间内，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
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以便逐步实现向社会主
义的转变，从而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
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确
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使中国社会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伟大变革。

解放前银川市的工商业状况

解放前，银川市的工商业极端落
后，全市只有一座装机容量为 100千
瓦的火力发电所，一个有 10台破旧车
床的修械所（实为军用），一家年产
640吨的面粉加工厂和一小型简易印
刷厂及一些手工作坊，基本上无现代
工业可言。商业多为饮食业、服务业
和一些流动的小商小贩。全市有各
种私营工商业 2242户，其中工业 744
户、商业 775户、摊贩 723户。

按行业划分，农副产品有固定的
市场。如米粮市（今民生巷）是买卖
粮油的市场；糠市（今复兴北街）是买
卖米糠、谷皮的地方；砟子市（今朝阳
街）是买卖煤炭的地方；芦席巷（今仁
义巷）是买卖芦苇席的地方；草巷子
（今中心巷）是买卖柴草的地方；木头
市（今进宁南街和宗睦巷）是买卖木
材的地方；垡垃巷（今珠市巷）是买卖
土坯的地方，还有一个菜市场和旧货
市场（利群菜店东南一片，现已改建
为银川商城）；铁匠街（今利民街）是
专门经营打铁和制造农用家具的地
方。最繁华的是以鼓楼为中心的东

西大街、复兴南街、新华街、中山南街
等，店铺林立，货物杂陈，商贾云集，
买卖兴隆。最有名气的有八大商号：
敬义泰、天成西、隆泰裕、合盛恒、百
川汇、广发隆、福兴店、永盛福等，他
们在宁夏都有一定的经营实力，在省
外也有分支机构，其中敬义泰经营历
史较久，在外省市就有 9 个分支机
构。经营中药材历史较早的是德泰
永，系清乾隆年间河北武安县人房老
先生创设，后人房尚君（外号叫房老
君）、房炯春及其子孙沿袭经营下
来。1956 年，参加公私合营，至今南
门德泰永药店，还沿用老字号。

银川市近代工业是从 1934年开
始出现和发展的。

1934年，马鸿逵为了改变其公馆
和沿街煤油路灯的面貌，特由省府出
资从北平购进一部陈旧的小型火力
发电机组（功率只能带动 2000 盏 15
烛电灯），成立了宁夏第一个电灯公
司，这是银川市近代工业的开端。

1936 年，十五路军军粮局局长
金钟秀为了扩大日益增多的面粉军
需，在现在的宗睦巷，设立了一个用蒸
汽推动石头磨的面粉厂。这个磨面厂
一直持续到银川第一个官商合营的机
制面粉厂正式投产，才被自然淘汰。

1939年，宁夏建设厅厅长马如龙
出资 2000元，由当时隶属于建设厅的
宁夏蚕桑试验所主任高国璋，从上海购
买了一台用柴油发动的碾米机，在宗睦
巷租房成立了碾米厂，用以代替原始旧
式碾坊。但这个碾米厂存在还不到两
年，便因人事关系而宣告倒闭。

1941年，马鸿逵的四姨太刘慕侠
私人出资设立了一个卷烟厂。厂址设
于鼓楼偏西的原城区医院门诊部院
内。曾仿“哈德门”牌卷制“垦业牌”纸
烟，动力是手摇。由于有官方作后盾，
挤垮了不少私人手卷纸烟厂。这个厂
一直开办到抗日战争胜利。

十五路军从河南带来一个修械
所，开始人员很少，后来扩充到 200余
人，工人全部享受微薄的军工待遇，
能手工仿制汉阳造七九步枪，但业务
一般不对外。

被服厂设在城区北关，有缝纫机
近百台，专做军装、被褥、皮大衣供军
用。工人绝大多数是征招来的男丁，
待遇跟普通士兵差不多，隶属十五路
军军需处，唯一特殊的是工人不穿军
装，不扛枪，不被抓兵。

宁夏皮革厂。隶属于十五路军
（后改为十七集团军）军需处，负责人
是宁夏财政厅厅长赵文府，职工 100
人，任务是熟制省政府征集来的皮
革，专供军用。

宁夏印刷厂。抗战期间设在城
郊旧满城，隶属省府财政厅，直接领
导人是十七集团军军需处科长贾希廉。
承印在银川出版的几家报纸和宁夏
省四厅八处的各种表、册。职工不到
50人，生产技术虽然采用铅字排版，
但动力仍用人手摇。

宁夏毛纺厂。厂址设在省城东
北郊旧满城附近。由宁夏地政局局
长马继德（马鸿逵及其父马福祥的总
管家）任经理，除了手工纺线、制作简
单的纯毛毡销往内地各省外，主要做
垄断买卖。

宁夏妇女运动委员会（会址设在
现和平北街十四号院内） 办的制毯
厂，同样为官僚资本。有技工 10 余
人，实际负责人为瞿亚民（马鸿逵次
子马敦靖的小老婆）、梁玉凤（女）。
能用手工机制纯羊毛毯，畅销平凉、
西安，间或也织纯羊毛布，

宁夏火柴公司。厂址设在北郊
骆驼岭，职工 200余人，由十七集团军
军械处处长马希贤（马鸿逵的远房侄
子）任经理。生产“气死风”火柴——
擦爝后硫磺能燃烧约 1分钟，风吹不
灭，故时人称之为“气死风”。行销于

内蒙古、陕坝、临河一带，是一种畅销
的赚钱货物。

宁夏糖厂。宁夏省银行特于市
郊八里桥南办了一个糖厂，与私人熬
糖争夺市场。这个厂虽已能提炼白
糖，但仍未摆脱土法手工操作。这个
厂一直存在到宁夏解放。

宁夏钢铁厂（名蓝鑫铁厂）。
1943年，建设厅厅长李翰园筹资创办
了一个宁夏钢铁厂（厂址设在原银川
第二中学）。设备有土炉 3座、中型吹
风机 5 台，职工 70 余人，利用贺兰山
铁矿石提炼生铁出售。

宁夏铸造厂（厂址城区内二道
巷），是合并贺兰县几家小炼炉匠由
官僚投资创办的，隶属第十七集团军
军需处。主要产品为铸造军用铁锅
及一些“二牛抬杠”的犁铧。

宁夏面粉公司。1943年，宁夏省
政府主席马鸿逵集资筹办了一个官商
合办的“宁夏面粉公司”。但初建机房
时，由于建筑技术不过硬，只能开动一
台小机组，一台较大的磨粉机器经常
停车，不能投入生产。第一任经理
任俊卿，人们称之为任参议。这个厂一
直生产到解放后移交人民政府经营。

银川市的工商业虽然极端落后，
却长期被官僚资本统治集团所垄断，受
到国民党及地方封建军阀盘剥。在
马鸿逵统治期间，国民党政府滥发纸
币，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到1949年9
月银川市的工商业已大部分资金匮乏，
周转困难，货源不足，面临破产和倒闭。

解放后，银川市军管会、中共银
川市委和政府，按照中共中央及中央
人民政府制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
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发展生产、繁
荣经济”的方针政策，在三年恢复期
间，对银川市的工商业进行了调整、整
顿，在利用、限制的基础上，加快了恢
复和发展工作。

（据银川党史网）

火车轰鸣着穿行在群山之间，带
着大山强烈的心跳从贺兰山驶出，一
路向东……火车站和铁路，就像这个
城市的标志和血脉，不仅承载着货
运、煤运、托运等，还承担旅客乘降，
覆盖着山里、山外的客流人群，人们
不会忘记大武口火车站为这个城市
默默书写着春秋；滚滚的车轮，隆隆
的轰鸣，风驰电掣奔向远方。

大武口火车站候车室建于 1960
年（铁路支线建于 1959年），门前一棵
小树，在干旱中日夜执著地守候；老
旧的双扇门上半部分是玻璃，下半部
分是铁皮，两只门闩斜挂在门扇上；
小站古朴，朱墙灰瓦，长 33米左右，宽
13.9米，地方不大，却承载着社会的历
史和经济发展。候车室房顶过去是
普通灰瓦，时间久了房瓦破裂，后用
水泥制造的整张波浪形灰瓦，古色古
香；进入候车室，左、右两边各有一个
窗口，用于售票和客运值班。右边窗
口是售票处，窗口旁边贴着票价栏，
标着清晰的站名和价格；左边窗口是
问事处，“问事处”3个字是红色手写
体繁体字，窗户和字迹已经陈旧斑
驳；早年室内布置几排木质条凳，如
今是靠墙四周放置塑料座椅，为旅客
候车休息之用。候车室后院的房檐
上支着高音大喇叭，用于通知平常列
车进出站、旅客上下车和播放激昂的
曲子。从火车站前门进入，经过安检

口，到候车室的后门检票口出去后，
有个不大的院子，上了台阶隔着铁栅
栏等候进站的列车，灰色的水泥电线
杆上绑着的黑色电铃虽老旧却声音
响亮，通知旅客进站检票、上车……
每天除了上午一趟来自银川进山的、
下午从山里驶往银川的一趟客车路
过站台时停留 8分钟，除去旅客候车
的那段时光，其余大部分时间，候车
室都是静悄悄地关着。当冒着黑烟
的、轰鸣的火车渐行渐远，大武口火
车站又归于沉寂，默默地守候着时
光。候车室的外墙壁是砖，内层包着
土坯，已走过了 57年的光阴，且至今
还在为旅客服务着。过去，人们远行
多依赖火车，候车室里扛包的、挑担
的、挎篮的，大包小袋的、扶老携幼等
着上车的旅客很多；如今交通工具发
达了，出门不只凭借火车了。

铁路线是平汝支线衔接包兰正
线，14股轨道现在都在用，货运发往
全国各地的都有，从前多数运煤，如
今矿山空了，装煤的车皮也瘦了；客
运量比过去稍减。火车站位于宁夏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石（嘴山）汝（箕
沟）支线铁路 10 公里 928 米处，是兰
州铁路局银川车务段管辖的货运营
业站之一；它虽然是个很小的站，但
在全国煤炭行业里却声名远扬，只因
它年煤炭发货量曾超过 1200 万吨。
它离石嘴山站 11公里，离汝箕沟站 71

公里。现为二等站客运，办理旅客乘
降，行李、包裹托运。货运方面，整
车、零担货物均可发送。

这个车站的建立，有着历史渊源
和地理矿藏因素。由于大武口紧邻腾
格里沙漠及乌兰布和沙漠，20世纪 50
年代以前，这里还是沙丘起伏、野草丛
生，俗称“明沙梁子”。外地的移民迁移
这里，要乘坐汽车、驴车才能到达。新
中国成立后，勘测人员惊喜地发现，不
毛之地大武口原来是广储煤炭的宝
地。这里的煤炭以其高发热量、高含
碳量、高化学活性、高强度低挥发等优
良品质，被誉为“太西乌金”，广泛用于
冶金、化工、建材等行业，享誉世界。
随着石炭井、汝箕沟和呼鲁斯泰矿区
煤炭的开发，这块位居三矿之中的荒
地，被贺兰山煤炭工业公司选为驻
地。随后，一批工矿企业先后迁到这
里，并兴建了一些新企业，被称为“工
区”。1973年 6月大武口区建立，区域
面积不大，人口 5.5万人。经过二次区
划调整，区域面积 1000多平方公里，人
口也增加了 5倍。随着煤炭运输量的
日益增大，修建了今天的石汝支线（原
平汝支线，平罗站现更名为石嘴山
站）。铁路是矿山和城市的生命线。煤
炭与铁路的关系最为亲密，一个中型矿
区原煤日产量也都在数万吨以上，只有
及时外运，才能保证煤矿生产的连续进
行和煤炭产品的流通与销售。

随着煤炭运输量的日益增大，修
建铁路成为必然，于是有了大武口
站。1959 年起，为了转用石炭井、白
芨沟、大峰沟的煤炭和物资，由兰州
铁路局、西北铁路工程局施工，修建了
今天的石汝铁路（支线）。以大武口站
为中心点修筑平汝铁路。全线分为两
期施工。一期工程于 1959 年开工，
1961年 7月完成开始临时运营。一期
工程自石嘴山站（原名平罗站）始，止于
大磴沟站。全长 35.2公里，称潮石支
线，为一级专用线。非平行图区间通过
能力为 22.5对。二期工程于 1964年开
始，1969年完工。二期工程自大磴沟站
延伸至汝箕沟，长 47.5公里，称汝箕沟
支线，为二级专用线，非平行图区间通
过能力为 20.5对。潮石支线与汝箕沟
支线并称为平汝铁路（又名平汝支线），
于1971年11月全线通车。1985年8月
14日，贺兰山暴发山洪，平汝线40处被
冲毁，中断行车 163小时。这就是今天
的石汝铁路（原名平汝铁路，平罗站现更
名为石嘴山站）。石汝铁路位于平罗县
和石嘴山市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境内，
全长 82.6公里，素有“太西煤走廊”之
称。全线属兰州铁路局银川铁路办事处
管辖，并由平汝支线公司负责管理，为电
气化铁路，年运送能力 330万吨至 700
万吨。虽为货运线路，但开行一对银川
站至汝箕沟站的普客列车。

（据石嘴山市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