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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奎：我们到固原说
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其实
就是劳动，要求宣传的材
料农民根本不听，也组织
不起来，说是 10 点开会，
到时间了来的都是几个老
头和老太太，再去挨家挨
户请，村干部在有线喇叭
上骂，越骂老乡越不来，这
个说家里没饭吃，那个说
全家生病，公社大田打出
的粮食只有几十斤，自留
地一般高出两三倍还多，
三湾大队小学没老师，因
为是代课老师，一天给记
8 个工分，不到 1 毛钱，所
以也没人干，孩子们天天
到学校，打打闹闹过一天，
我 还 和 一 起 来 的 两 名 老
师，利用晚上时间给孩子
们 上 课 ，先 是 教 他 们 唱
毛主席语录歌，后来教他
们读毛主席语录和诗词，
也教他们识字。1970 年国
家发出复课闹革命号召，
我 们 又 重 新 回 到 学 校 。
1972 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
员，重新回到讲台。以前
的教材不能用，所有教材
都要自己重新写、重新编，
这段时间宁夏大学教学秩
序没有完全恢复，办了很
多培训班，为基层培训实
用技术人员，农机班、电工
班、机修班、有线广播维修
班等，大概 10 多期，学员
学得很起劲，我们教得也
认真，有很多内容我们也
是边学边教，在彭阳县办
了无线电修理班，搞免费
修理，也是想让学员增加
些实际经验，没想到四里
八乡的农民一下子抱来几
十台收音机，可把我们难
为住了，最后只收器件费。

1976 年党中央一举粉
碎四人帮，这对 全 中 国 都
是惊天喜讯，学校的老师
惊 喜 若 狂 般 欢 呼 庆 祝 。
学 校 的 教 学 秩 序 也 开 始
逐步走向正轨，1979 年，
在 张 奎 等 一 批 物 理 老 师
的奔走下，宁夏物理学会

成立，他当选宁夏物理学
会秘书长。搞交流、发刊
物、搞竞赛，各类活动繁
多，这段时间张奎很忙。

1982 年，张奎加入中
国 共 产 党 ，从 1959 年 开
始，他先后多次给党组织
写 过 申 请 ，但 都 石 沉 大
海 。 当 年 他 还 被 评 为 全
区 教 育 系 统 先 进 ，这 些
对 他 即 是 鼓 励 更 是 鞭
策 。 1983 年 ，张 奎 被 任
命 为 副 校 长 ，1989 年 5
月 ，张 奎 又 被 任 命 为 宁
夏 大 学 校 长 。 被 任 为 校
长 后 张 奎 更 忙 了 ，尽 管
教 学 秩 序 得 到 恢 复 ，但
教 师 队 伍 建 设 又 面 临 着
新 的 考 验 ，孔 雀 东 南 飞
问 题 十 分 严 重 ，稳 定 教
师 队 伍 成 为 最 迫 切 需 要
解决的问题。

张奎：我当校长这几年
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好老师
留不住，我们不能批评老
师 们 想 去 南 方 发 展 的 动
机，但还是要看到南方对
优 秀 教 师 的 吸 引 力 ，住
房、子女上学、交通、收入
等事关个人发展大事，没
有一项能与南方比，最重
要的是搞科研，光喊口号
根本无济于事，只能大胆
改革，步子要比南方迈的
更大，我提出科技兴校、
科研育人的办学方针，成
立多个科研所，化学、物
理 两 个 系 的 科 研 方 向 全
部 围 绕 自 治 区 能 源 发 展
战略而确定，有几个科研
项 目 取 得 成 果 后 多 次 转
让，这在很大程度上调动
了教师积极性。 90 年代
中期，宁夏大学科研成果
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
很 多 应 用 性 强 的 项 目 也
得到社会认可，只可惜没
有 后 续 经 费 多 数 都 半 路
夭折，有几个科研项目在
全 国 确 立 了 稳 固 的 学 术
领先地位，主要是回族研
究和西夏史研究。

（蔺银生 撰稿）

支宁教师 西行铺路
——记宁夏大学原校长张奎（九）

解放初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二）

银川市工商业的初步恢复和
发展

1949年 10月，银川市军管会、中
共银川市委和政府为争取国民经济
的尽快恢复，繁荣市场，改善人民生活，
在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保证正当工
商业发展，坚决取缔投机倒把及非法经
营的工商业”政策中，采取一系列坚决
有力的措施，使工商业尽快恢复到正常
营业状态。

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所有。
1949年 9月 26日，银川市军管会发布
《关于接收官僚资本的办法及范围的
布告》，指出：“凡马鸿逵等首要战犯
与官僚资本的财产，依法予以接收。”
随即，没收了马鸿逵统治时期的农民
银行、中国银行、中央银行、通商银
行、大同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绥省
银行办事处、交通银行、宁夏省银行 9
家官僚金融机构，没收了马鸿逵和旧
官僚们经营的工商业，摧毁了国民党
宁夏政府的军阀、官僚及买办所垄断
经营的工商业和金融机构。在此基
础上，建立起“宁夏贸易公司”“宁夏
电灯公司”“粮食公司”和“中国人民
银行宁夏分行”与社会主义国营企业
及金融机构。为尽快恢复与发展工
商业，活跃市场，战胜不法商贩的干
扰和破坏，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
权，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稳定金融，加强市场管理。1949年
10月 15日，军管会发布《整顿市场，巩
固人民币在人民中的信誉的决定》，
明令禁止银元、铜元等硬币及金元
券、法币等旧纸币流通，并明确规定
凡持有国民党统治时期流通的各种
纸币、硬币及作为流通使用的金、银，
一律到中国人民银行宁夏分行兑
换。还确立了新的货币信用制度，把
分散在国家机关、团体、工厂的大量
现金集中于人民银行，用来支持和发
展国营工商业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
私营工商业。中国人民银行宁夏分
行于 1949年 10月 18日正式营业后，
至 10 月 27 日，黑市银元价格就由
8500 元（旧币）兑换一块银元，降至

5800 元（旧币）兑换一块银元。随着
人民币信誉的提高，银元及其他货币
在银川市场上逐渐绝迹。

另外，为了稳定和平抑市场物
价，军管会、市委和政府，积极组织
力量调运市场上缺少的农副产品，
尤其是搞好粮食、布匹、棉花及各种
杂货的收购和调运，解决宁夏内外
的余缺调剂。1949 年 10 月至 11 月，
各公司调运和推销面粉 2895 斤、小
米 6000 斤、宽面布 1000 余匹、棉花
1500 余斤、水烟 700 余封、各种杂货
销售额 1.1 亿余元（旧币）。还组织
对外省区贸易，运往北京、天津的
羊、驼绒毛 30 余万斤；运往兰州、陕
坝碱 2 万斤，食糖 1 万斤；换回部分
市场必需的各种商品，对稳定物价
起了重要作用。由于这些措施的实
施，银川市物价当时就下降了 25%，
基本上稳定了金融市场和市场物
价，为恢复和发展银川市经济打开了
新局面。

制定恢复和发展生产，努力保障
供给方针。1949年 12月，银川市召开
了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议
期间军管会主任杨得志作了题为《两
个月来军管工作基本总结和建设银
川的方针》的报告。《报告》指出：目前
首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金
融，发展正当的工商业，实行城乡、省
内外沟通，使农副产品和工商品畅销，
稳定市场物价，保护有利于国计民生
的工商业生产和经营。《报告》还强调
利用银川市现有条件，发展生产，为建
设新银川而努力。《报告》成为 3年恢
复时期银川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方
针。方针制定后，许多工商业者拿出
资金，积极从事生产和经营，自此工商
业开始呈现出发展的态势。截至 1950
年 1月，银川市工商业户 3125家，人员
5260人，资金 30.92亿余元（旧币）。其
中工业户 1106户，2448人，资金 89.42
多亿元（旧币）；商业户 1012户，1759
人，资金 20.43 多亿元（旧币）；摊贩
1007户，1053人，资金 15.46多亿元（旧
币）。工商业户有所增加，共新增 883
户（其中工业 362 户，商业 237 户，摊

贩 284户）。
动员工商业者积极发展生产。

1950年 1月，市委和政府在了解工商
业的具体情况和掌握他们经营和生
产特点的基础上，提出着重加强对
流动摊贩管理的要求，发布《银川市
工商业登记暂行办法》，规定：“凡在
本市没有固定厂址、作坊、门市部、
字号的摊贩或流动营业者，一律进
行登记，并给予法律上的保护。”在
广泛宣传和教育的基础上，工商业
者明确了党的工商业政策，消除了
恐惧心理，纷纷到政府有关部门进
行登记开业。据当时不完全统计，
登记开业的工商户达 80%以上。与
此同时，市委和政府还组织市、区政
府的机关干部深入到市、区，分别与
工商界人士座谈，向他们宣传党的
工商业政策、金融政策，组织他们学
习《共同纲领》，积极动员他们尽快
行动起来，恢复商店营业，发展生
产。

1950年，经政府摸底调查，划分
行业，按不同经济性质组成 24个同业
工会，即：百货业、文化用品业、食品
业、饮食业、修理业、皮毛业、化学
业、照相业、钢铁业、粮食业、旅栈

业、缝纫业、理发业、医药业、日用杂
货业、纺织业、蔬菜业、牛羊肉业、油
木泥建筑业、运输业、浴池业、烟酒
业、行商管理委员会、摊贩管理委员
会。取消了以张子珍、乔森荣为首组
织的旧商会，组成银川市工商业联
合会筹备委员会。 1951 年，正式成
立银川市工商业联合会。1952年，对
私营工商业重估财产时，经工商登
记发证的私营商业就有 2300 余户，
小手工业 1100 余户，全市私营工商
业户的全部资产达 160 余万元（旧
币），其流动资金不到 100 万元（旧
币）。期间，先后复兴了一批大中型
企业，如百货业有庆瑞成、晋源昌、
忠信文、义成德；医药行业有德泰
永、协力厚、万盛祥、益寿长、兴盛
岐；皮毛行业有自立全、天德裕、晋
生祥；其他行业还有敬义泰、福茂元、
义盛酱园、宝珍照相馆、同福居、黄
鹤楼、德丰隆、永义池、玉清池、惠宾
旅馆、利宁铁工厂等。还有傅老第、
董玉林、贺自正、芮学诗、眭光晶等
八家斗行，基本上控制了银川市粮食
行业的交易。

（据银川党史网）

我是随着浙江支宁人员上
的第一趟火车，记得 1959 年 4 月
28 日从金华发车，5 月 4 日到宁
夏。金华对口的是吴忠地区，又
是夜间到达青铜峡火车站，因深
更半夜没有举行欢迎仪式。5 月
13 日浙江省会杭州市的专列，到
达银川市时，自治区、银川市的
各级领导、各界群众代表在银川
火车站广场召开了隆重的欢迎
大会。会上由自治区党委常委、
政府副主席王金璋致欢迎词 。
开完会后，各接受单位派汽车，
有的开拖拉机把浙江支宁人员
接到安置地去。各单位领导专
程迎接，都很重视。

据统计，1959 年、1960 年，浙
江支宁人员共有 97462名到宁夏安
家落户，这就是号称十万大军的
由来。其中青年 79667 人，约占
总数的 82%；文化程度小学以上
38479 人 ，占 青 年 总 数 的 48% 。
家 属 17895 人（其 中 老 人 1018
名，小孩 16877 名）。有 40118 人
安置在引黄灌溉条件较好的银
川、永宁、贺兰、灵武、吴忠、中
卫、中宁、金积、宁朔、平罗、惠
农 11 个县市，有 35619 人安置在
灵武、前进、贺兰山等 9 个国营
农牧场和银川、宁朔、陶乐等市
县农林场；还有 20625 人安置在
青铜峡水利工地及工矿、水利、
交通、机械、冶金、地质、建工、
财 贸 、文 教 、卫 生 等 部 门 。 另
外，根据需要，经过统一考试，
录取 700 名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
浙江青年，到自治区各中等技术
学校学习。

根据我掌握的情况，当时浙

江支宁青年中，有 1 万多人本身
都是有工作的。采取对口安置
后，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少数
浙江人有这个行业到宁夏却没
有这个行业，那就只好另行安
排。像我老婆她是浙江省丝绸
厂职工，宁夏没有这个岗位，后
来就把她分配到铁路上，火车站
售票。

浙江支宁人员来到宁夏，当
时各单位都安排一个星期给大
家休息，但支宁青年们热情很
高 ，很 多 人 一 下 汽 车 ，背 包 一
扔，马上就下田劳动了。当时在
报纸上有许多报道，而我是亲眼
所见。

我到宁夏后，被调到自治区
民政厅安置办公室工作。同时
有 7 名支宁带队干部也调到安
办一起工作。当年，厅里决定
我到石嘴山尾闸浙江青年队，
做驻队工作。因为在当时安置
方法上，自治区党委确定的是

“大分散，小集中，自成一个生
产 、生 活 和 基 本 核 算 单 位 ”原
则，至于安置后会怎样，需要跟
踪了解。我去驻队，实际上也
就是要掌握支宁人员安置下来
后会有什么变化和问题，有问
题要及时反映。

1960 年 6 月，厅里领导根据
新来一批支宁人员情况，又决定
我们 5 名安置办干部，到接收浙
江支宁青年较多的平吉堡农场
蹲点。按照自治区要求，通过教
育安置工作，使支宁青年安心扎
根、开花结果，为宁夏建设作出
贡献。

（吴金遨 马晓虎 整理）

一生承诺支宁情
汪智泉 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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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阙州安置铁勒的斛薛部，即
前文中所说“斛萨”部。参加灵州盛
会中的回纥十一部，也有斛薛。原
在阴山的高阙一带驻牧，《旧唐书·
北狄·铁勒》记载，于贞观二十一年
迁在灵州回乐县界，安置人口约 2
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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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浑部之皋兰州共万帐皆徙黄河以
北。详址待考，疑在皋兰州以北，即
今永宁县或西夏区的贺兰山东麓洪
积平原。

东皋兰州安置铁勒浑部之羁縻
州。贞观二十一年，设皋兰州都督
府，在回乐县界内，后罢都督府为东
西二州，永徽三年（652年）废。开元
初复置东皋兰州，侨治今鸣沙县界，
即今中宁县东北。《旧唐书·地理志》
卷三十八：“永徽元年，废皋兰等三
州。调露元年，又置鲁、丽、塞、含、

依、契等六州，总为六胡州，开元初
废，复置东皋兰、燕然、燕山、鸡田、
鸡鹿、烛龙等六州，并寄灵州界……
东皋兰州，寄在鸣沙界，九姓所处，
户一千三百四十二，口五千一百八
十二。”据此，东皋兰州应在今中宁
县鸣沙镇东。

烛龙州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在
灵州温池县（治今盐池县马儿庄老盐
池村）界始置，详址待考。安置铁勒
九姓掘罗勿部。《旧唐书·地理志》卷
三十八：“烛龙州，在温池界，户一百
一十七，口三百五十三。”

祁连州贞观二十一年在灵州界
置，安置回纥阿史德俟斤部属，治地、
户口皆不可考。

高丽州贞观二十一年在灵州界
置，安置铁勒九姓部落，治地不详。

燕然州安置铁勒的多滥葛部，或
作“多滥”，原处薛延陀之东，滨同罗

水，有胜兵万人。薛延陀灭亡后，其
酋俟斤多滥葛末入朝。贞观二十
一年正月，在灵州回乐县（今吴忠
市利通区）界置燕然都督府（后改
为燕然州），授多滥葛末右卫大将
军、府都督。《旧唐书·地理志》卷
三十八：“开元初置，户一百九十，口
九百七十八。”

鸡田州安置铁勒的阿跌部。或
作诃咥、蛱 跌 ，贞 观 二 十 一 年 始
置，治地不详。开元初在灵州回
乐 县 界 复 置 ，详 址 待 考 。《旧 唐
书·地 理 志》卷 三 十 八 ：“ 开元初
置，户一百四，口四百六十九。”其
部曾依附后突厥可汗默啜，鸡田
州随之撤销。开元初默啜死后，
其俟斤夹跌思泰来降，置鸡田州，
故户口锐减至百余户。其后裔李
光进战功卓著，赐姓李，官至光禄
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充单于大都

护、振武节度使，元和八年任朔方
灵盐节度使。胞弟李光颜以功高
拜司徒、节度使。

鸡鹿州安置铁勒的奚结部，回
纥十五个种姓之一，原驻牧于鸡鹿
塞，即今内蒙古西部磴口县（巴彦
高 勒）西 北 ，狼 山 西 南 段 峡 谷 南
口。贞观二十一年正月，在灵州回
乐县界置鸡鹿州安置其部，具体位
置不详。其部曾依附后突厥可汗默
啜，州废。《旧唐书·地理志》载：“开
元初复置，户一百三十二，口五百
五十六。”

燕山州贞观二十一年始置，治地
不详。开元初在灵州温池县县界复
置，详址待考，安置部族不详。《旧唐
书·地理志》卷三十八：“燕山州，在温
池县界，亦九姓所处，户四百三十，口
二千一百七十六。”

（据《宁夏文史》）

唐代在宁夏设置的羁縻州（三）

大武口站最初设计为石汝支线
和汝箕沟站的联轨站，定为编组站，
潮石支线建设时改为中间站，后来
汝箕沟支线虽不在此接轨，但作业
量增加，又改按编组站设计，设计发
调车线 11 股及机走线、客车底停留
线、站修线等，还有转向三角线和货
物线。

有山必有口，有口必守兵，贺兰
山下的打硙口（大武口），自古以来就

是兵家必争之地，是有重兵把守的炽
热沙场，地方志《嘉靖宁夏新志》、史
书清同治二年五月（1863年 7月）的文
献上都有记载。1969年 11月，一节节
军用专列，徐徐驶进平罗县大武口镇
火车站。列车上满载着千里移防后
的部队，昔日清冷的火车站，顿时沸
腾起来。

20世纪 60年代至 70年代，火车
站向西通向贺兰山的一条公路，左边

有驻守部队；再向西是贺兰山、北武
当庙区域，土长城、烽火台、寿佛寺
（慈禧当年题字）与大武口火车站遥
遥相望，一同在晨曦中镀金，在夕阳
里染醉。贺兰山脚下的北武当庙又
名寿佛寺，素有“山林古刹 西夏名
兰”之谓，是中国著名的道、佛合一的
寺庙，至今已有几百年历史，在每年
几次传统庙会上，远郡近县的朝山拜
佛者云集，盛极一时。

火车站西北面、贺兰山东麓北端
韭菜沟和归德沟之间的山前洪积山
坡上，有一个占地面积上万公顷的森
林公园。山上有烽火台和秦、明长
城，北长城俗称大武口长城，西起贺
兰山枣儿沟，东到黄河岸，长约 25公
里，是明朝为防御蒙古部落侵扰而
建，为万里长城的组成部分；列车轰
鸣的节奏，是大山和长城的生命之
音，那强烈的心跳，是大地的律动，西
域的律动。

历史进入 2006年，大武口站已有
货物线 4 条、段管线 1 条、专用线 13
条，大武口火车站成为兰州铁路局较
大的装卸站之一，被兰州铁路局确定
为战略装车点。该站担负着石嘴山
市境内的煤炭和煤炭制品以及矿山
机械和农产品等运输任务，年货物发

送量 1200 万吨，日均装车 530 万吨，
占宁夏地区铁路总运量的 40%以上，
并与 350多家大、中型企业建立了运
输协作关系，为大武口、石嘴山甚至
宁夏经济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现
在货运日均 3957 吨，装车日均 62 辆
火车皮，卸车 68 辆火车皮；客运每
天出入一对，发送旅客 190 人，到达
110 人。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
进出山多凭火车，那时旅客很多，出
山的多于进山的。随着时代进步、
交通发展和山里人口减少，客运量
减少，日均接发旅客列车 2 列，接发
货物列车 23 列。从前此站是二等
站，后为一等站。

客运火车每天早上有一趟银川
发汝箕沟的普客绿皮小火车，载着寥
落的乘客穿群山峻岭过大滩，经大磴
沟、呼鲁斯太、石炭井、大峰矿、枣儿
沟、桃子沟、宗别里、柳树沟、汝箕沟、
白芨沟等只停 2分钟的小站，数钻山
洞，最终到达汝箕沟车站；下午 4 点
多，冒着黑烟的火车头渐行渐远，大
武口火车站又归于沉寂。一趟从山
里驶出的火车，经平罗、石嘴山车站、
西大滩、暖泉、芦花台，最终将乘客送
到银川。

（据石嘴山市档案馆）

车轮滚滚六十载 小站情怀满关山（二）

站台内的围墙和标语。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