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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四）

“五反”运动后党的工商业
政策

“五反”运动后，在私营企业的内
部，资本家的权力受到了限制，劳资
关系普遍紧张，有的资本家对经营持
消极态度，有的私营工厂停产，有的
私营商店关门。在同一时期，国营经
济和合作经济继续发展，也使私营工
商业的经营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为
此，1952年 11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
调整商业的指示》，主要内容为：一是
扩大百货商品的批零差价，由原来规
定 8%至 10％扩大到 10%至 18％，可
以使私营零售商从批零差价中增加盈
利；二是国营商业以经营批发业务为
主，收缩国营商业零售网点，让出部
分零售市场给私营商业发展经营；三
是取消一些限制私营工商业的不适当

规定，向资本家宣传党的政策，鼓励
按社会需求，积极发展生产和经营。

市委和政府根据上述指示精神，
对工商业进行了调整：一是在公私关
系方面，根据产、供、销三者兼顾的原
则，对 840多种商品的批零差价按有
关规定作了调整，调动了经营者的积
极性；二是在劳资关系方面，明确划
清了劳资、师徒、雇佣关系，对发生不
同程度纠纷的 14个行业，进行了调整
和纠正，加强了劳资双方的团结，取
消了一些限制，提高了生产与经营的
信心。三是市场管理方面，在稳定物
价、保护正当的工商业发展的前提
下，划分地区，动员摊贩进入指定地
点交易，取缔“八大斗行”和从事剥削
活动的“牙纪”58人，处罚 5户典型的
投机商贩，并对公私营企业使用的大
小秤 2634 支进行校验。从而促进了

自由贸易，不同程度地激发了私营摊
贩的经营积极性。

1951年底，银川市工商业已发展
到 4 个行业，2560 户。其中商业 999
户，占 39%；手工业 964户，占 37%；行
商、摊贩 597户，占 23%。共雇用店员、
工人 571户 1316人。资金总额 17.6亿
元（旧币），其中资金在 1亿至 8亿元的
有 37户，占 1.4%；资金在 1000万元以
上的有 276户，占 17%；1000万元以下
的有 2274户，占 87%。全市从业人员
约 9535人。这一时期发展较快的商号
以庆瑞成、万庆公、大同庆等为代表。
1952年至 1953年间，银川地区工商业
户发展到 3800余家，营业额大大上升，
私营工商业比重已上升到 70%。

工业方面：1952年底，全市工业发
展到 119 个，比 1949 年增加了 4 倍。
其中：国营 7个，公私合营 1个，合作

社 9 个，私营 102 个。工业总产值为
586万元（旧币），比 1949年增加 2倍。

商业方面：1952 年底，全市社会
商品零售额达 15627万元（旧币），比
1949年增加了 2倍，其中商业零售额
达 1239万元（旧人民币），比 1949年增
加了近 2倍。

人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全
市平均每人占有粮食从 1946 年的
513 斤，增加到 1952 年的 734 斤，职
工平均工资从 1949 年的 165 元，增
加到 1952 年的 278 元。这些成绩，
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恢复
和发展，而且为有计划地大规模地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经济基
础，也为 1953 年开始实行计划经济
及编制实施银川市第一个五年计划
创造了条件。

（据银川党史网）

病人的康复是我最大的快乐（一）

——记宁夏医学院原院长陈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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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独绝奇石山 旅游胜地名在外（一）

乌氏县、朝那县地望的
自然地理特点

乌氏县和朝那县均处于泾水
上游的发源地区，为泾水正源上游
最靠西北部的县。泾水现代称泾
河，为黄河二级支流，渭河一级支
流。区内，干流在泾源县境内，长
39公里。泾水正源分别为北源和
南源。南源发源于泾源县二龙河，
经崆峒峡流入甘肃平凉西北，与北
源会合。北源，汉代又称乌水，现
称颉河。北源颉河发源于六盘山
主峰东侧大湾乡，流经瓦亭峡（北
魏、隋唐又称弹筝峡，宋代称金佛
峡），出三关口，从安国镇进入甘肃
平凉市西北，与南源会合。区内河
长 30 公里，流域面积 286 平方公
里。北源与南源会合后，正式称为
泾河。

乌氏县治瓦亭距宁夏固原市
府所在地固原城关约 40公里，距甘
肃平凉市府所在地平凉城关亦约
40余公里。瓦亭距清水河流域与
泾水流域的分水岭（位于宁夏固原
市原州区开城镇）约 20公里。乌氏
县地理环境，地势西北高东南低。
乌氏县境位于秦汉萧关道（萧关道
东南西北走向，东南始于甘肃平凉
市安国镇，西北至固原东南 30里开
城乡，亦可延伸于固原城北战国秦
长城），扼通往关中的泾水河谷要
道，说明了战国秦国、秦朝时乌氏
县的鲜明军事性质。

朝那县辖境为泾水的二级支

流茹河流域。茹河发源于泾源县
大湾乡，流经宁夏泾源县、彭阳县，
在甘肃镇原县入蒲河，再入泾河，
区内河长 91 公里，流域面积 2011
平方公里。

学术界一致意见，北魏之前
（包括秦汉）朝那县治应为今宁夏
彭阳县古城镇。朝那县治在茹河
上游（又称迺家河）河谷地带。朝
那县治，距清水河流域与泾河流域
的分水岭开城岭（位于宁夏固原市
原州区开城镇）约 15公里，距固原
市府所在地原州区城关约 30 公
里。茹河河谷道，经甘肃省镇原
县，至宁县，过泾川，达关中，为秦
汉之前（包括秦汉）的传统行军大
道，该道路西与萧关道在今固原市
原州区开城镇青石村处相接，朝那
县治（今宁夏彭阳县古城镇）距与
萧关道连接处约为 17公里。茹河
河谷道亦为扼守关中的分道之一。

朝那县治古城镇坐落在茹河
上游支流任山河（峡石川）、廼家
河、小岔沟河汇合而形成的河流阶
地上，为一开阔地带。该开阔地带
宽 2.5公里，长约 7公里，是茹河河
谷上较少的开阔地形。

据此，乌氏县和朝那县均为
清水河流域以南，扼守泾水流域
通往关中两个最主要、最大的河
谷通道流域上游上的政治、军事
据点。乌氏县和朝那县以及泾阳
县担负着经营防御泾水上游地区
的重任。

（据《宁夏文史》）

宁夏南部先秦
秦汉时期政区地理初探（下）

陈树兰是吉林长春人，中共党
员。1931年生，1952年毕业于中国
医科大学，1953年调宁夏省人民医
院、现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工作
至今，先后任住院医师、主治医师、
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副教授、教
授、硕士研究生导师。1960年兼任
宁夏医学院内科学教师。1979 年
调宁夏医学院从事教学、科研和临
床医疗。1983年至 1994年任宁夏
医学院院长。曾被评为全国“三
八”红旗手、全国先进工作者、当选
中国共产党十一、十二、十三届全
国代表大会代表。1994 年被国家
卫生部人事司等四个单位联合授
予“边远地区优秀医学科技工作
者”称号；1996年被评为“宁夏十大
女杰”；1999年被自治区政府授予

“科技明星”称号；曾当选“感动宁
夏·2010年度人物”、2013年获塞上
英才称号、2014年被中组部授予全
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称号、2021
年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共产
党员称号。

陈树兰家里收拾得特别干净，
家中最多的是书架，医疗专业方面
的书占据了绝大部分，阳台的东侧
还有个小书架，这种摆放不常见，
她说是为了方便在享受阳光时可
随手拿起书来读。

采访中，她不时起身去小书架
上取书。陈树兰家中养的花生长
旺盛，几盆君子兰根深叶绿，显示
出强劲的生命力。家里的墙壁上
挂有漂亮的字画，均为名家名人墨
宝，陈树兰讲，她对字画不太懂，但
很喜欢，一是好看的书画作品养
眼，更重要的是这些字画都是被她
抢救过的病人送给她的。这中间

不仅凝聚着病人对她精湛医术的
肯定，还有病人对她的尊重和无私
奉献的感谢。

陈树兰：要讲移民，我应该算
新中国成立后较早进入宁夏的移
民，开始是从吉林移到了宁夏省，
后来宁夏与甘肃合并，又成了甘肃
移民，1958年成立了宁夏回族自治
区，我又变成了宁夏人。说是移民
了两个省，但始终从事临床医疗和
医学教育事业，我从 22岁到宁夏、
到现在已快 70 年了，70 年干了两
件事，就是看病救人和医学教学。
我很喜欢医生这个职业，最高兴的
是看到病人经过治疗后健康地走
出医院。有的时候很多年过去了，
再见到经过我们治疗的病人还很
健康，那就更开心了。所以说移民
到宁夏，从不后悔。

92 岁高龄的陈树兰头脑清
晰、身体健康，还经常阅读专业书
刊并写读书笔记，科里遇到疑难病
患，还常会请她参与会诊。在近
70 年的临床诊疗、传道授业和治
病救人过程中，陈树兰在宁夏的医
疗事业发展中创造了很多个第
一。她是宁夏人民医院内科和心
血管内科的奠基人。是最早进入
宁夏心脏病诊治领域的专科医
生。1957 年她亲手做了宁夏第一
张心电图，并主持开展了宁夏心电
图业务；1959 年首先应用超声心
动图诊断心脏疾患；1961 年做了
宁夏第一例右心导管手术；1981
年又和团队一起，开展直流电复律
抢救室上性心动过速合并心原性
休克心力衰竭患者，把患者从死亡
线上拉回来。

（蔺银生 撰稿）

上世纪60年代，陈树兰做出宁夏第一张心电图。
位于石嘴山市大武口东南部的

华夏奇石山名胜旅游区，南与星海湖
紧紧相连，是五湖四海石嘴山人战天
斗地、化腐朽为神奇，转型发展的又
一杰作。

石嘴山市地方志办公室曾作《华
夏奇石山赋》一篇：

华夏独绝奇石山，旅游胜地名在
外。西屏贺兰，听武当之梵音；东眺
黄河，相望龙腾星海。三面临水，筑
石缘高台；游人广场，立九龙柱础。
柱身攀绕二龙戏珠，祈愿吉祥平安四
时康泰；柱础卧俯七龙吐瑞，恭迎风
调雨顺万事如意。荟萃天下奇石成
园，山水园林文章独蕴。千姿百态兮
奇巧美怪；自然天成兮精妙万般；情
趣横生兮蕴奇雅涵。赋诗方觉人情
好，玩石更觉天地宽。雪世界，雪地
飞龙显英豪；仙花坊，奇花异草吐芬
芳。石趣坊，制石命名寓妙意；拓片
坊，组字弄画得雅趣。以石为尊，塑
大德圣贤；借承为传，筑永世丰碑。
颂中华同源，倡民族精神；敬栋梁之
材，展名家碑范；呈伟人宏思，传育德
经典；悟学问智慧，扬古今文才。石
石自有真情，园园别有洞天。游人大
观，自觉万象皆从石中出；贤者小憩，
始信刻画境界天有工。美哉，华夏名
胜奇石山。

华夏奇石山，不同于名山大川。
它现在还名不见经传，与名山大川相
比也算不上雄伟壮观。奇石山，自然
少不了石，但仅仅石头多，还不能称
之为“奇”。奇石山的“奇”，首先在于
石的形状之奇、来源之奇。这里汇聚
了各地知名的奇石，有临沂的奇石，
有灵璧的奇石，有泰山的奇石，当然
最多的还是就近取材的贺兰山奇石，
其个体之大、造型之奇、数量之多，令

人惊叹。奇石山的“奇”，还在于凝聚
在石上的文化，因为这里的每块石头
都有自己的文化内涵。有些石上不
仅刻有文字而且有雕像。奇石山的
景物，主要就是由这些石头构成的。
不同的石头又构成不同的园区。这
里有 3个石林区、9个雕塑区、4个文
化园、1个三十六计擎天柱区、1个儿
童乐园、1个演艺广场、1个中心广场、
9个景观亭、1座景观桥。此外还有天
圆地方台、四通八达台。这里有世界
名人园、民族之花园、56个民族大团
结园、石嘴山文化精神园、楷模园和
著名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教育家
园。特别是由 200多块巨石组成的人
物方阵，一人一石，一个雕像，一段文
字，道尽人物风貌，颇为壮观。徜徉
其间，可以目睹古今中外许多令人敬
仰的人物。仔细观察，可以学到许多
宝贵知识。无心插柳柳成荫，在观察

游览之际，就可以了解到大量文化历
史知识，得到一次精神洗礼。

奇石山除了石就是花草树木，奇
石山的美化是由石和树、花、草共同
完成的，而奇石山的绿化，则完全是
由树、花、草巧妙搭配、有机组合完成
的。奇石山原来没有一株树、没有一
朵花、没有一寸草，完全是一块不毛
之地。短短两年时间，富有创造精神
的石嘴山人就通过义务劳动等方式
铺设了 24公里输水管道，栽植乔木 24
万株，灌木 24 万株，另外还种植了 3
万平方米的草坪。落叶乔木、常青
树、花灌木点缀于各个园区之间，与
各类奇石共同构成奇异景观，林中有
石，石在林中，三季有花，四季常绿，
怪石争奇，鲜花斗艳，韵味十足，魅力
四射。石嘴山地区，年均降雨量不足
200 毫米，空气相当干燥。但是登上
中华奇石山却完全没有干燥的感

觉。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一缕湿润、
一股清新、一丝快意，令人顿觉神清
气爽。

一个新景点的诞生，是以一个旧
地名消失为代价的。如今，说起中华
奇石山，在当地人尽皆知，而矸石山、
煤灰场，竟让好多人感到陌生了。

说来难以令人置信，中华奇石山
的原址既无山，又无石，有的只是堆
积如山的煤矸石、粉煤灰。原来那里
竟然是大武口发电厂 1 号粉煤灰
场。占地 1平方公里的粉煤灰场，高
达 13 米，堆积的粉煤灰竟达 1100 多
立方米。这是自发电厂投产以来，几
十年形成的人造“山”。直到 2006
年，这里的人造“山”还在加高、扩
大。风起，粉尘弥漫；雨落，浊水四
溢。这里成为石嘴山市大武口地区
的主要污染源，也成为几十万石嘴山
人心头的一患。

2006年 3月 15日，是改变煤灰场
命运的日子，也是煤灰场与奇石山的
分界线。石嘴山从这一天开始停止
向这里排放粉煤灰和煤矸石，也开始
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壮举。这个“放坡
推土造型工程”动土 150 万立方米，
堪称重整河山；1米厚的黄土将原来
的粉煤灰场盖了个严严实实。原来
的粉煤灰场，顿时失去了颜色，也失
去了往日的威风。从此，粉煤灰场由
黑转黄。不久由黄转绿。粉煤灰场
也就此逐步转变成了中华奇石山。
从此，中华奇石山如有神助，一天天
展现它的神奇。中华奇石山，为石嘴
山的显山、露水、透绿、通畅、和谐书
写了浓重的一笔，也为这座塞上煤城
向山水园林城市的转变，增添了一大
亮点。

（据石嘴山市档案馆）

国学碑林。

1949 年 9 月 23 日，人民解放军
十九兵团进入银川，宁夏全省各级人
民政府相继建立。但为数不少的匪
盗散兵利用人民政权立足未稳之机，
兴风作浪，扰乱社会治安，破坏国民
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危害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新生人民政权面临严
峻考验。

解放初期宁夏境内匪特情况

1950年，时任宁夏军区参谋长的
牛化东负责宁夏南部山区的剿匪工
作。上世纪 80年代，他在回忆录中写
道：“据当时侦查，同心、海原、固原地
区共有大小股匪二十余股。小至三五
成群，大至一二百人。他们为非作
歹，鱼肉百姓，甚至偷袭宁夏军区所
属部队，我军伤亡 170余人。”

回忆录详细记载了当时的匪情：
“宁夏南部山区地处陕甘宁三省交界
地带，山多沟深，地形复杂，交通闭
塞。此外，当时溃散的几万马鸿逵部
官兵，仅丢失于民间的枪支就有 8000
多支。”

除了南部山区以外，当时活跃在
宁夏的土匪中有两股危害最大：一股
是阿拉善旗北部的“德王”（德木楚克
栋普鲁）和李守信；另一股是在贺兰
山占山为王的惯匪郭栓子（郭永胜）。
郭栓子在贺兰山一带为匪 20余年，以

“贺兰山王”自居。
这些土匪趁各级人民政府刚刚建

立，到处骚扰抢劫，伤害干部群众，时
隐时现，作恶多端。1950年春季，正当
人民解放军开展生产运动之际，土匪
的反革命活动达到了最猖獗的地步。
土匪头子郭栓子、马绍武、张海禄、
阎廷芳等勾结地主恶霸、兵痞流氓和
帮会头子，组织武装暴乱，公然袭击
区、乡人民政府，抢劫国营贸易公司，

破坏工矿企业生产，阻碍公路干线通
道，对社会安定造成了极大破坏。

据 1950 年 3 月、4 月匪情通报统
计，在贺兰山和南部山区的部分地
区，先后共发现匪特 20余股，有匪徒
3000余人。在这些股匪中，由马鸿逵
的退职军官所率领的就有四五股。

郭栓子匪气瘴贺兰

贺兰山地处银川平原西部，是银
川平原的天然屏障。贺兰山总体呈西
南—东北走向，绵延 200余公里，宽 30
至 60公里不等，海拔一般在 2000米以
上，面向银川市的一面为东坡，山势
巍峨，岩崖陡峭，地形复杂，自古以来
就是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地。

解放前，一些土匪凭借贺兰山山
势险峻，长期以贺兰山为匪窝扰民害
民。惯匪郭永胜，在宁夏为害作乱多
年，马鸿逵曾口喊剿匪，但屡剿不灭，
反而使其匪势大涨。1934年冬天，以
封官许愿的手法招降郭栓子于贺兰
山，委任其为贺兰山警备司令（后改
任贺、平、惠三县保安司令）。郭栓子
名义上被招编，实际上听编不听调，
正如匪徒们的顺口溜道：“咱们的军
队没徽章，拉着富汉要款项，驮洋钱
还要姑娘，郭司令听编不听调，光花
他妈的军饷（指马鸿逵所发的），贺兰
山里还是咱的老窝。”

郭栓子籍贯原惠农县燕子墩乡
人，幼年时放羊，性粗野，常奔走于贺
兰山林之间，结识了土匪周墩子，后
勾结周手下人，干掉周墩子，成为贺
兰山一霸。此后，在平罗、贺兰、惠农
一带行劫 20余年。郭栓子以“贺兰山
王”自居，其匪卒吹嘘“郭大王是黑虎
星下凡转世，手使双枪，百发百中”。
宁夏解放时，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威
力下，经知名人士李冲和等人劝说，

接受人民解放军收编，担任贺兰山保
安大队长，驻军黄渠桥。人民解放军
派一名教导员带几名干部和战士，到
郭栓子部做该部的改造工作。但被编
之后，郭栓子匪性未改，遂于 1950年 3
月 5日，以上山开荒为名，带领亲信 40
余人，携机枪一挺，短枪 50多支，子弹
7200 发，窜至贺兰山为匪，后发展匪
徒 300余人。

郭栓子与来自兰州的国民党特
务联系，被台湾蒋介石委任为“西北
反苏讨共救国军宁夏军区司令”，并
许诺为其提供军需和经费。郭栓子帮
凶张绪绪被任命为副司令。下设四个
队：一队长任狗子，二队长刘同路，三
队长谢占奎，四队长马文贺，分别活
动在王全口、潮湖堡、归德沟、北岔
口、简家子地区，抢粮、抢钱、抢物。
郭栓子四处招集敌伪散兵，勾结地痞
流氓，勾结惯匪张怀忠、徐四、吴国昌，
到处烧杀抢劫，中断交通要道，挑起
民族矛盾，杀害地方干部，袭击生产
部队，阴谋组织叛乱，妄图颠覆新生
的人民政权，实行反革命复辟。

一次，郭栓子的帮凶谢占奎带着
匪徒把村长吴国泰绑到西山河，用毛
绳活活勒死。张绪绪带匪徒在王全口
伏击人民解放军一九四师教导队 20
余名生产人员。有的人民解放军被抓
去后被土匪残忍地割去生殖器。一
次，洪广营一位叫何喜的老农民，给
剿匪的人民解放军送了一篮子香瓜，
结果当晚就遭土匪杀害。有一次，
郭匪杀死 4名剿匪积极分子，惨无人
道地将头割下悬挂在一剿匪连队驻地
旁的大树上，并在纸条上写道“谁顺
共产党，谁就是这个下场”。

1950年 3月，在金积、吴忠、灵武
一带，以原马鸿逵部暂九师师长马福元、
团长余正朝等为首的反动军官，也组

织了“反苏讨共救国军”，委任营、团、
军等职，筹集枪支弹药，结伙为匪，与
郭栓子、马绍武、张海禄、李成富等股
匪遥相呼应。

1950年 7月 31日，郭栓子派匪首
谢占奎率 60余名持枪匪徒，围攻阿拉
善旗政府所在地定远营达十几个小
时，接着又在贺兰山三关口设伏，将
参加中共宁夏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返回
途中的该旗工委书记曹动之和警卫员
杨万山、张永祥杀害。

仅在 3 月至 8 月的几个月中，
郭栓子匪部先后杀害人民解放军指
导员、区乡干部、小学校长和无辜群
众 140 余人，伤 6 人，抢走各种枪 151
支，手榴弹 18枚，子弹 8483发，及大批
军用物资和群众的财产。土匪成了宁
夏人民的最大祸害。

曹动之血染苏峪口

曹动之，原名曹开诚，字动之。
1906 年出生于陕西省横山县塔湾乡
清河沟村一户农民家庭。

1927年，经钱维新介绍加入中国
共产党，任横山县特别支部书记。因
革命斗争的需要，他将家产卖掉，购
买枪支弹药，捐献给革命队伍，在靖
边县西沟村组建了有两支枪和 10余
人参加的游击队。

1934年，曹动之带领骑兵游击队
参加了陕北工农红军，被编为二十二
支队，任队长兼政委。

1947年 3月，曹动之任三边东线
指挥部副指挥，会同王子庄、孙润华
率领骑兵团、蒙汉支队、保三营，依靠
骑兵的机动性，依托山区，积极开展
张家畔地区的游击战。在芦河阻击
了马鸿逵骑兵，保卫了转移到天赐
湾、小河村的中央前委和毛泽东主席
的安全。 （据银川党史网）

解放初期清剿土匪斗争（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