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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清剿土匪斗争（六）

解放初期，同心、海原、固原
等地共有土匪 85 股，达数千人之
众，三五成群，占山为王。他们相
互勾结，狼狈为奸，利用地利之
便，建立许多秘密联络点，到处流
窜，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其中，
在匪患最为严重的固原、海原地
区，马绍武、张海禄是实力最大、
作恶最甚的匪首，他们装备有骑
兵、火炮、机关枪等，经常流窜于
固原、海原、同心一带，打家劫舍，
祸害百姓。

匪首马绍武是同心县大沟沿
人，早在 1936 年任马鸿逵部游击
队长时，就曾伏击红军部队。由于
慑于人民解放军的威力向西北独
立第二军投诚，后又率众 60 余人
叛 变 为 匪 ，与 张 海 禄 、李 成 富 、
马青云等匪徒合股，盘居于海原县
庙山一带，扬言“扫平西海固，打
到银川去”。他们拦截宁平公路汽
车，抢劫行商骡马，伏击人民解放
军驼队，掠取军用物资，反动气焰
十分嚣张。

曾任过马鸿逵部旅长的匪首
张海禄比马绍武更为狡猾残忍，
他懂指挥，善夜战，聚匪反共，造
谣污蔑，蛊惑人心，多次血洗基
层乡政府。在不到一年时间内，
西海固地区先后发生重大被抢劫
事件 80 余件。

针对西北各地匪患严重的情

况，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出了坚
决剿灭匪特的决策。宁夏省委和
省军区在 1949 年 12 月中旬成立了
同心、海原、固原剿匪指挥部，全
力清剿宁南山区土匪。

1950 年 1 月 25 日，马绍武部
匪徒在海原县高崖乡庙山集结。
这里地势险要，海拔 1700 多米，有
古刹一座。剿匪指挥部得知情报
后，制定了采取突袭、从东西北三
面实施合围的作战方案，剿匪部
队分别从灵武、定西连夜长途奔
袭，于 1 月 27 日拂晓赶至豫旺地
区，隐蔽待命。后又趁夜幕连续
疾行 100 余公里，到达指定位置，
形成合围态势。

土匪借地理优势，居高临下，
首先向我军开火。我军用重炮轰
击敌山头阵地，马匪指挥部火光
冲天，顿时被摧毁。敌匪血肉横
飞，鬼哭狼嚎，我军不失时机地
发起了冲锋，一鼓作气攻上了山
头。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击
毙击伤俘虏土匪近百人，其余匪
徒丢盔弃甲，仓皇逃跑。匪首马
绍武被击伤后犹如惊弓之鸟，东
躲西藏，逃往川口地区。我军指
战 员 顶 风 冒 雪 ，连 续 追 击 7 天 7
夜，终于将其生擒。匪首马绍武
被活捉后，其余土匪即刻成了无
头之蛇，我军乘胜追击，先后在
盐池和豫旺地区歼灭了马青云、

郝福祥两股土匪，王彦福等百余
名 土 匪 向 我 军 缴 枪 投 降 。 截 至
1950 年 3 月 上 旬 ，同 心 一 带 的
马绍武残匪基本被肃清。

1950 年 6 月 12 日黄昏，悍匪
张海禄部偷袭西山窑乡政府，剿匪
部队得知情况后，出兵包抄，但凶
残狡猾的匪徒血洗乡政府后迅速
撤退溜走。6 月 14 日，张匪又在同
心黄谷川一带抢劫。我军两次剿
灭扑空。土匪得意忘形，气焰更加
嚣张。剿匪部队认真总结经验教
训，认为以变应变，以快制快，才
能取得主动权。不久，土匪又在海
原县兴仁堡抢劫，我军火速出动，
紧紧咬住这股抢匪，猛追猛打，从
兴仁堡一直追到甘肃省靖远县，土
匪惊慌失措，又逃回海原县。剿匪
部队又连续追击，土匪又逃回了黄
谷川老巢。最终，被剿匪部队逼到
了瓦窑河村的一个山洞里。已精
疲力竭的张海禄等 8 名匪徒只得
缴枪投降。

至 7 月底，固原山区的 20 多股
土匪基本上被肃清。

随 着 剿 匪 斗 争 的 节 节 胜
利，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
其 残 余 势 力 和 特 务 勾 结 土 匪 武
装，挑拨民族关系，煽动胁迫群
众叛乱，他们围攻县乡政府，杀
害 革 命 干 部 、解 放 军 战 士 和 无
辜群众。

1950 年初，曾任胡宗南部参谋
长、潜伏特务梅书成勾结原国民党
第八十二军旅长马云山秘密策动
叛乱。 3 月下旬，马云山到处串
联，网罗势力，进行军事准备，企
图 以 甘 肃 平 凉 监 狱 在 押 犯 为 内
应，攻占平凉县城，继而图谋泾
源、固原、西吉等地。 5 月，匪首
马云山在平凉、固原、西吉、海原、
隆德地区，纠结惯匪、特务、恶霸、
地主、兵痞、流氓等 8000 余人，裹
胁群众 5000 余人，打着“忠义救国
军”的旗号，于 5 月 8 日凌晨在平
凉、西吉、海原、固原地区同时发
动暴乱。叛众疯狂袭击区乡政府，
穷凶极恶地杀害干部群众和解放
军官兵。

“5·8”叛乱发生后，为迅速平
息匪患，西北军区急令驻甘肃、宁
夏的几支部队进行清剿。接到命
令后，剿匪部队两路夹击，把叛匪
包围在西吉偏城地区，经过一天的
激战，大部分叛匪被歼。之后，又
平息了海原县高崖的叛匪。 6 月
23 日，我军回民骑兵团二连在海
原南华山油房院化装假扮土匪，活
捉了叛乱重要匪首马成龙。7 月 1
日，叛匪高层由于矛盾激化，闹起
内讧，匪首马云山被“自家人”击
毙，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7 月底，

“5·8”叛乱被平息。
（据银川党史网）

病人的康复是我最大的快乐（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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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春军医大学
那段时间不长，但很快乐。在学校
陈树兰当起读报员，参加过学校组
织的演讲比赛，得了三等奖。这是
她人生第一次获奖。

1949 年 3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
长春军医大学部分学员并入了沈阳
中国医科大学。陈树兰又和 100 多
名同学一起，转入中国医科大学继
续学习。大学生活第二年，文静漂
亮、学习刻苦的她成为同桌刘善理
心中的女神，在亦学亦友亦兄长般
的关怀下，陈树兰收获了爱情。这
时的陈树兰每天都被阳光包围，她
还当选了团支部委员、化学课代
表。花前月下谈论最多的是学好专
业，报效国家。

1950 年底，抗美援朝开始，很
多地方的医生都被补充入伍上了前
线，国内医学专业人才特别紧缺。
按规定医科大学是五年制，为适应
特殊的需求，学校让她们提前毕
业 ，直 接 充 实 到 各 地 医 疗 单 位 。
1952年陈树兰结束了快乐的大学生
活，走上工作岗位。被分配到卫生
部在西安的直属医院，在满怀报国
激情中她向老家吉林说了再见，那
年她 22岁。

陈树兰：大学我们少上了一年，
因为抗美援朝开始后，各地都需要医
生，所以我们就提前毕业，后来学校

又把我们那期同学全部招回学校，补
课一年。我们是国家第一批统一分
配的大学生。毕业前学校天天教育
我们，青年人要志在四方，号召我
们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
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当时是入
党积极分子，在填写毕业志愿时，
还专门找了个艰苦的地方，就是大
西北。我和刘善理一起报的名，学
校把我们分配到西北军政委员会卫
生部直属医院。到西安后，西北军
政委员会卫生部部长还接见我们：

“这里就是你们施展才能和实现理
想的地方，国家需要你们、西北需
要你们、人民需要你们。”到新单位
上班时，满脑子都是怎么更好地为
人民服务、为国家作贡献，浑身充
满着激情和力量，有时候上班连轴
转，也从不叫苦叫累。那时还经常
学习毛主席《纪念白求恩》那篇文
章。白求恩精神也是我更好的为病
患服务的一个动力。

西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直属医
院工作条件比沈阳差了许多，也累
了许多，刘善理被分配到西北民族
医防队，还担任了副队长，工作地
点在阿拉善左旗，为牧民看病，每
天骑马在草原上巡诊、为牧民送医
送药，出诊时常常是一边挎着医药
箱，一边挎着匣子枪，因为当时草
原上还有土匪伤人，必须严防，英
武的身影中隐藏着更多的是艰辛、劳
累与付出，还真有点白求恩同志献身
革命和医疗事业的味道。与陈树兰
聚少离多，常常靠写信相互寄托思
念、送去问候。

陈树兰从迈进西北军政委员
会卫生部直属医院大门后，就以勤
奋好学、不怕吃苦、兢兢业业和无
私奉献的精神获得病患和同事们的
好评，当年就被评为先进工作者，那
时候的陈树兰可以说是工作和爱情
都在蒸蒸日上。

（蔺银生 撰稿）

——记原宁夏医学院院长陈树兰

1936 年 8 月的一天清晨，斯诺
和海德姆在豫旺堡城墙上散步，海
德姆观察到斯诺对从保安到豫旺
堡的采访中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
对斯诺说：“你从陕北苏区到西征
前线，耳闻目睹采访到共产党和红
军的真实情况，报道出去是投向国
民党种种谣言诽谤的一颗重型炸

弹，对中国革命是一大贡献呀！”斯
诺回答说：“你能和中国人民一起
战斗不也是幸福吗?”海德姆情不
自禁地告诉斯诺，他决定将自己的
名字改为马海德。斯诺听了赞不
绝口。

他俩交谈着，来到了南城墙
上，他看到：“在豫旺堡高高结实
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
吹号，这个堡垒一样的城中有一角
落飘着一面大旗，上面的黄色锤子
和镰刀在微风中时隐时现，好像后
面有一只手在抚弄一样。”旗套上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一行
字耀眼醒目。这些战士都是军团
部为各师团训练的号兵，他们都很
年轻，脸上带着孩子的天真稚气，
十分惹人喜欢，红军首长亲切地称
他们“红小鬼”。斯诺十分喜欢这
些孩子们，他也亲切地称孩子们

“红小鬼”，在《西行漫记》中有这
样一段描述：“一天早上，我登上
豫旺堡又宽又厚的黄色城墙从里
面往下看……在开了枪眼的雉堞
上 刚 兜 了 一半，我就遇见一队号
手。这时总算要休息，这叫我感到
高兴，因为他们的响亮号声已连接
不断地响了好多天了，他们都是少
年先锋队员，不过是小孩子。因此，

我停下来对其中一个号手谈话时就
采取了一种多少是父辈的态度。他
穿着灰色短裤，戴着一顶褪了色的
灰帽子，上面有一颗模模糊糊的红
星。但是帽子下面那个号手可一点
也不是褪色的，红彤彤的脸，闪闪发
光的明亮眼睛。这样的一个孩子你
一看到心就软了下来，就像遇到一
个 需 要 友 情 和 安 慰 的 流 浪 儿 一
样。我想，他一定是非常想家吧 .
可 是 很 快 我 就 发 现 自 己 估 计 错
了。他可不是妈妈的小宝贝，而已
经是一位‘老红军’了。他告诉我，
他今年 15 岁了，4 年前在南方参加
了红军。”斯诺看到这是一个好镜
头，便拍了一张集体吹号的照片。
但他感到不满意，想了一下，对号
兵教练说：“请你站到这里来，对着
红旗吹号。”教练是个十八九岁的
青年，长得很漂亮，是经过长征的
老战士。这时太阳从豫旺东塬缓
缓升了起来，斯诺感到景色很好，
边对焦距边说：“你看着红旗心里
想千军万马在你的号声中奔向抗
日战场，挺起胸，把军号再举高一
些。好，好，你吹冲锋号 !”斯诺望
着号兵教练全神贯注的神态，仿佛
在战场上吹号一样，他非常满意，
赶快按下了快门，摄取下了一张珍

贵的照片——《抗战之声》。
《抗战之声》中形象究竟是谁

呢？据考证，他就是时任红一军团
教导营的党总支书记谢立全。当
时红军各种物资很缺乏，战士们的
军装显得比较破旧。8 月下旬的一
天，与红军对峙的国民党军队突然
袭击红军后勤部门，把红军筹集的
还没来得及上交的 200只羊、100多
头牛及做棉衣的布匹、棉花全部掠
走，还抓去几名红军战士。经批
准，红一军团教导营总支书记谢立全
率领两个连，军团侦察科长唐子安
和营长何德全率两个连，分两路包
抄袭击敌军师部，营救出了被俘的
同志，夺回全部被掠的牲畜、物资，
还缴获敌人 400 多匹马和部分武器
弹药。

这次战斗谢立全荣立战功，上
级奖励给他一套新军装。当谢立
全穿着新军装和战友们一起畅谈
战斗情景时，被采访红军的斯诺看
见了，一位衣冠整齐、英俊的青
年，背着手枪，看样子还是红军干
部。他立即让翻译黄华和成仿吾
把谢立全叫来，拉到豫旺堡的城墙
上去拍照片，留下了这珍贵的历史
镜头。

（据宁夏党史学习教育网）

（资料图片）

一张珍贵的照片——《抗战之声》

吴忠市同心县下马关古城墙边，
有两口 5 米多深的水井——大井和
小井。大井是供人饮用的，也叫官
井，不知是缘于下马关的“关”字，还
是因为下马关曾经是县衙所在地的

“官”字，井就那样被“关”“官”不分地
叫着。官井泛出的水比较甜，出水量
大，适宜人饮用，不论天有多旱从来没
有枯竭过。小井的水质略有些苦涩，
还有些咸，是当地群众用来饮牲口的。

这两口井其实很有些年头了，
相传明万历年前就已经存在。离这
两口井西面不远，有座龙王庙，和

“兄弟井”共同构成了下马关旧城
一道独特的景致，有儿歌为证：“下
马关，有座城，城外面，有口井，挨着
井，有座庙，庙里有个和尚，在念经。
先有井？先有庙？我不知，和尚也不
知……”

大井小井也叫“兄弟井”。之所
以叫“兄弟井”，是因为两口井看上去
像一对亲兄弟，还因为“兄弟井”周围
的好几百户回汉居民、几百年来同住
一条街，同饮一井水，尊重各自的风
俗习惯，团结得就像亲兄弟般。遇有
大旱之年，回汉居民互相帮助，互相
谦让、每天人挑车拉驴驮取水，共同
渡过难关，并及时维护水井。“兄弟
井”也就凝聚着下马关回汉群众兄弟
般的友谊和感情，传颂着许多民族团
结的佳话，其中一段军民一家、亲如
兄弟的感人故事至今广为流传。

1936 年夏天，西征红军红十五
军团在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的
率领下，率七十三师、七十五师由宁
条梁经大水坑直插豫旺县境，包围了
豫旺县城下马关。驻守城内的马鸿逵
军想尽办法负隅顽抗，首先从水源下
手，派兵把守住官井，封锁了水源，封
锁了水源消息，妄想渴死红军，迫使
红军撤退，并威胁城内老百姓，说凡
有给红军提供水源消息者将以“通
匪”论处，严惩不贷。

红军初到下马关，大部队的吃水
成了一大问题，严重影响部队战斗
力。红军只得先寻找那些废弃的水
井，修葺取水，以解燃眉之急。

而那些井里的水跟官井的水简
直无法相比，苦涩得难以下咽不说，
喝久了还得各种各样的怪病，当地有
首歌谣形象地形容这种现象；“爹爹
有嘴抽不成烟，妈妈抬头看不见天，
哥哥有肩不能担，嫂嫂有手不能干。
爷爷奶奶瘫在炕上几十年，只有我弯
腰驼背当羊倌”。那样的井水不要说
人饮用，牲口喝了都麻得直甩头。为

了能让牲口勉强饮用，人们只好在水
面撒一层麸皮骗牲口，牲口喝几口抬
头看看主人，主人再在水面上撒一层
麸皮，诱惑着牲口继续喝。

红军一开始吃的这种井水，使许
多战士拉肚子，缺水使西征红军陷入
生存的窘境，面临着西征以来的又一
次严峻考验。

海东等军团首长也一筹莫展。
下马关的回汉百姓听说红军是解放
自己的救命恩人，看到红军喝着这些
又苦又咸的井水，疼得直揪心；很多
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就将官井是
甜水、水量很大的情况悄悄告诉了红
军。有的百姓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从
家中舀出存贮的甜井水给红军喝。

得到官井情报后，徐海东连夜制
定了作战计划，把夺取官井作为攻取
下马关的第一战、关键之战，派一个
加强连去攻打。战斗打响后，马家军
起先抵抗得很顽强，企图拼死守住官
井，以实现他们渴死红军、让红军不
战自退的妄想。但马匪部队看似人
多势众，实际上没有什么战斗力，加
之守卫官井的头儿一心惦记着城内
的家眷和金银财宝，以进城搬援兵为
借口溜进城。守护管井的士兵一看
当官的都溜之大吉，遂如鸟兽散逃命
去了。

红军顺利地攻占了官井，官井又
回到了人民手中。城外的放羊人又
能在小井里给羊饮水了，看着羊儿欢
快地喝水，放羊人高兴得唱上了干花
儿，“青丝麻挽的（者）打鱼网，网么下
咧清水的浪上；我和尕妹心一样，都
走在一条路上。”官井也像是很有灵
气似的，似乎要为红军、为下马关的
解放多作贡献，泛水量非但没有因为
取水量增大而减弱，反而更旺，更多
了些甘甜。红军喝上了官井又清又
旺的甜水，保证了补给，经过休整，于
6月 27日拂晓发动总攻，一举攻克了
下马关城。

多少年来，为保护这两口“兄
弟井”，回汉百姓出资将井壁箍了又
箍，栏杆由青石换成木杆，木杆又做
成水泥护栏，直到上世纪 80年代，在
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下马关东部引
水工程竣工，人们终于喝上了清澈
甘甜的自来水，但“兄弟井”没有因
此而退役，继续担当着羊只牲畜的
饮水重任。

今天，“兄弟井”仍然见证着历史
的变迁，清澈的井水在不停地流淌，
书写着回汉团结友谊和谐的篇章。

（吴忠市政协供稿）

兄弟井
张 昱

上世纪 60 年代初陈树兰（左）
与刘善理一起研究病例。

长城，是中国古代一项最为雄伟
壮观的军事防御建筑工程；它是中
华文明的产物，是中华民族文明历
史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留给世界
的重要文化遗产。

中国修筑长城的历史自战国开
始。各个朝代修筑长城的目的不尽
相同，秦汉长城是古代开疆拓土的
伴生物，而明代长城则重于防御。长
城的构成元素，由外及里分别是：烽
燧、壕堑、边墙（含墙台、战台和望
台）、障城、关隘、城堡、仓储、驿站、道
路桥梁和星罗棋布的驻军屯堡。

在我国长城建筑史上，宁夏境
内修筑长城时间较早，始于战国时
期，修筑长城的里程也较长，是我国
北方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宁夏境内战国时期修筑的长
城名为战国秦长城。战国秦长城
与秦长城，是两个不同历史时段
的产物，一些关于长城的著述里，
或者不提战国秦长城，或者将战
国秦长城与秦长城混一表述为万
里长城。

战国秦长城修筑的背景

战国秦长城的修筑，与我国春
秋时期社会发展进程有密切关系。

“春秋之世，田有封洫，故随地可以
设关，而阡陌之间一纵一横，亦非戎
车之利也。观国佐之对晋人则可知
矣！至于战国，井田始废，而车变为
骑。于是，寇钞易而防守难，不得已
而有长城之筑。”（顾炎武《日知录集
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井田制是中国奴隶社会的一种

土地制度，井田制的废弃是长城修
筑的直接原因。春秋战国时期，井
田废而骑兵装备逐渐兴起，各国为
满足军事防御的需要，长城修筑应
运而生。秦国长城，地域“边于匈
奴”。春秋战国长城的修筑反映了
一个重大历史背景：一是在军事上
兵种、战略战术发生了变化，由之前
车、兵协同作战变为以骑射为主。
因此，依山势而修筑长城成为军事
防御的需要。二是铁器的使用与普
及，为长城的修筑提供了物质与技
术上的支撑。

春秋时期，各国为了加强防御
开始在边境和交通要道上利用险要
地形修筑关塞，驻军防守。战国中
期以后，各国在边境开始修筑长城，
配套修筑亭（瞭望台）、障（小城堡），
并设置了报警的烽燧设备，相互间
推进军事防御。当时长城可分为两
类：一类是内地长城，即中原各国之
间的长城，修筑的目的是防御邻国
军事进攻。一类是边地长城，即秦、
赵、燕三国长城的修筑，目的是防御
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匈奴、东胡、林
胡、楼烦等）的侵扰。这是春秋战国
时期军事防御的重大变化之一，也
是战国秦长城在固原修筑的特殊背
景和具体表现。

义渠戎国与战国秦长城

战国秦长城的修筑，缘起义渠
戎国。义渠戎国建国于西周时期，
是远古时期西戎民族的一支。《史
记》里有详细记载：“义渠之戎筑城
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於惠王，

遂拔义渠二十五城……秦昭王时，义
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
诈而杀义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残
义渠。於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
筑长城以拒胡。”义渠戎受关中农业
文明的影响，是一个文明程度较高
的国家。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
272），秦国起大军灭掉存在了 800年
左右的义渠戎国，固原地域纳入秦
国版图，属于北地郡管辖，郡治在今
甘肃宁县境内，但北地郡最高军事
武官——北地都尉却驻防在萧关（固
原东南瓦亭、三关口一线）。

秦国攻灭义渠戎国后，在新获
得的土地上设置陇西、北地、上郡地
方政权建制，并筑长城以防御北方
少数民族的进攻。从筑城背景看，
公元前 270 年，秦昭襄王灭义渠戎
国后，“筑长城以拒胡”。秦昭襄王
五十六年卒，这一年为公元前 251
年。战国秦长城的修筑，是在秦昭
襄王时期完成的，前后历时 19年时
间。换句话说，固原战国秦长城始
筑在公元前 270年前后，公元前 251
年前已修筑完成。这就是宁夏境内
战国秦长城，史家称为秦昭王长
城。战国秦长城修筑之所以穿越固
原城以北，除筑城的山水地理环境
外，义渠戎国时期可能在固原城所
在的清水河西岸已筑有城池（堡）一
类防御性建筑。

原州区战国秦长城

战国秦长城西起于甘肃岷县，
途经渭源、陇西、通渭县，然后转而
北上，进入定西县，由静宁县八里镇

穿越北峡口，从闫庙村进入固原市
西吉县东台村，出马莲河河谷，即进
入固原市原州区张易镇。在张易镇
西的长城内侧筑有一城障（是在长城
险要处修筑的供官兵驻守的小城堡，
也称障），呈东南至西北长方形。至
黄堡东，长城转折为东北方向进入红
庄，这里有一处较大城障，其北侧紧
贴长城，长城已成为一条土垅，其他
三面无任何城垣夯筑痕迹。

长城过红庄后进入滴滴沟，滴
滴沟水系发源于六盘山北麓下游，
名为东至河（亦名冬至河），在固原
城北汇入清水河。东至河上游是一
条长十多公里的峡谷，两山高耸对
峙，长城修筑在滴滴沟东岸狭窄的
山坡及台地上，随山势地形起伏蜿
蜒，亦筑有城墩沿沟谷相伴随。这
段长城的修筑，一是长城墙体及城
墩修筑就地取材，所用为由山石风
化的砂砾土混合物，夯土层厚且土
层不清晰；二是陡峭狭窄处墙体的
修筑采用另一种方式，即将山坡拦
腰堑削成一道平台后，再将外侧继
续适度堑削，以达到一定高度且具
备一定的防御功能。

长城出滴滴沟山口，地势豁然
开阔，城墩、城墙与起伏山巅清晰可
见。在滴滴沟山口高地上俯视，长
城继续向东，伸进海子峡河谷地，海
子峡河呈南北走向穿长城而过，这
里的长城内侧亦筑有城障。该地
的孙家庄以南至吴家庄谷底川道
上有多道长城穿越。通过调查发
现，这里有战国秦长城，也有宋代修
筑的长城。 （据宁夏新闻网）

固原战国秦长城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