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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后，陕甘宁边区党委、
三边特委、宁夏工委等党组织加强了在
吴忠地区的活动。1938 年 4 月，在中共
宁夏工委领导和推动下成立的“宁夏少
年战地服务团”，来到宁朔、金积等县
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938 年春，中共党
员金三寿、马宗彪被派回家乡吴忠堡等
地开展工作。1940 年 2 月，在小坝小学
正式成立了新的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
崔景岳任书记，白玉光任组织部长，
王博任宣传部长。宁工委遭敌破坏后，
为恢复党在宁夏的革命工作，1942年 9月，
中共三边分区委员会（1943 年 1 月改为
中共三边地委）决定成立中共金（积）
灵（武）工作委员会（又称河东工委，代
号 ABC）。书记为何广宽，工委办公地
点设在靠近灵武边境的曾家畔（盐池三
区政府所在地）。 1944 年 5 月，中共三
边地委为加强外部工作，派干部在盐池
县二区余庄子、五区红井子和伊克昭盟
的三段地建立了三个工作据点 ,积极开
展宁夏方面的工作。1945 年 3 月，又成
立了河东工作组，统一领导这三个据点
的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盐池县委和政
府巩固发展党组织，推行“三三制”政权建
设，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整风运动和大生
产运动。在支援抗战，建设和保卫陕甘宁
边区，向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党的工作等方
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5月，中央正
式恢复和重建了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在
盐池余庄子、红井子成立了两个基层工
委。以金、灵、吴地区为重点开展统战、
宣传、策反等工作，对解放宁夏起了积极
作用。

1947 年 1 月，中共三边地委和三边
军分区决定，将余庄子游击队、井子游
击队与金三寿彭化庵等人领导的回民
支队合编，成立宁夏人民武装——回汉
支队”。支队成立后在盐池雷记沟进行
短期整训，随即投入游击战争，打击进
犯边区的马鸿逵军队和地方武装团匪，
在战斗中逐步成长壮大。1948年9月21日
至 25 日，三边地委在唐平庄召开了会
议，决定从建党、武装等六个方面开展
对宁夏的工作，迎接全国革命新高潮的
到来。

1949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
军在司令员彭德怀的率领下挺进大西
北，发动了扶眉战役、任山河战斗和兰州
战役，扫清了解放宁夏的障碍，打开了解
放宁夏的南大门。9月 2日，解放军十九
兵团六十三军、六十四军、六十五军和陕
北三边独立一师、二师，在司令员杨得志、
政委李志民的率领下，分兵向宁夏挺
进。9 月 12 日解放同心县，9 月 14 日解
放中宁县，控制了黄河南岸。9 月 17 日
攻占天险牛首山。马鸿逵、马敦静父子
执迷不悟，拒绝和谈，下令“死守宁夏”。
为阻止解放军进军，悍然挖掘汉渠堤 30
余处放水，淹没大量良田、民宅，制造了
金积西南 20余里的黄泛区。19日，十九
兵团六十四军一九一师、一九二师从牛
首山东、西两翼向金灵进攻。20日拂晓，
西路一九一师所属五七三团对余家桥驻
守敌军贺兰军保安一师二团发起强攻，
敌方大部被歼灭，残敌败逃，敌人防御体
系余家桥一线被突破。20 日傍晚，一九
二师主力逼近吴忠南大门——涝河桥。
21 日晨，五七五团一营三连发起对敌的
攻击，遭敌桥头碉堡群工事轻、重机枪疯

狂扫射，三次架桥都未成功。据此，五
七五团重新组织火力，用炮弹摧毁了敌
机枪火力点 ,突击队迅即过桥炸毁碉堡，
占领了桥头。一九二师主力过桥后与
一九一师等部队分路穷追猛打，于 11时
解放吴忠堡。在战斗中，我方有 135 人
英勇牺牲。

1949 年 9 月 19 日至 21 日的金灵之
战，歼灭国民党宁夏兵团主力一二八军，
共毙伤敌 165人，俘敌 7300余人，解放军
取得了重大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银南各县
（市）始直属宁夏省委和省政府领导。
1953 年 4 月至 1958 年 10 月设立“吴忠回
族自治州”，辖吴忠金积、灵武、同心、盐
池。1972年 2月 23日国务院批准设立银
南地区，辖吴忠、青铜峡、中卫、中宁、灵
武、同心、盐池七县。1998 年 5 月 11 日，
国务院正式批准“撤销银南地区设立地
级吴忠市”（后灵武划归银川市，成立中
卫市，中宁划归中卫市）。地级吴忠市成
立以来，吴忠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
阶段。

（吴忠市政协供稿）

自治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协办夏 文 史
NING XIA WEN SHI宁 072023年7月31日 星期一 值班编委 郑 桉 编辑/美编 吴佳 校对 张晨阳

（二）牛琦：陕北的小八路

YI MIN SUI YUE
移民岁月第一百一十九期

1936 年 6 月下旬，获得新生的盐池
县虽然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但反动分子在
暗中破坏，城内商店不开门，城外老乡不
进城，居民买不到粮食和柴火，群众必需
的生产、生活用品得不到供应。恢复和
发展商业贸易，解决群众和驻军的粮食
供应问题，是摆在苏维埃政府面前的一
项艰巨任务。

1936 年 7 月，正当盐池县城市革命
委员会发动群众打了几家兼营土地的大
商号，为如何发展经济，如何实施内外贸
易政策发愁的时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中央临时政府驻西北办事处经济部部长
毛泽民到盐池检查指导工作。毛泽民与
工矿科长高登榜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
盐池的实际情况，召集城市革命委员会的
负责人座谈，从政策上、途径上寻求和开
创盐池发展商业贸易的办法。毛泽民指
出，盐池地处宁夏和边区的交界处，尽快
恢复和发展盐池的经济，对于沟通边区的
商品交流，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都具有重
要意义。他指示盐池县城市革命委员会，
为了搞活苏区经济，不能只单纯依赖现有
的私人商业，必须筹办群众性的消费合作
社，要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
积极发展经济贸易。在他的帮助下，盐
池县城市革命委员会把没收“聚和兴”和

“万兴和”两家豪绅的货物集中起来，以
此为基础，于 7 月初筹办建立了第一个
合作社——城区消费合作社，开门销售
群众生活必需的日用杂货。为了吸收更

多的资金，合作社发动群众积极入股，每
股 3角钱。

7月 4日，合作社召开了入股大会，为
了宣传建立消费合作社的目的、意义和管
理办法，扩充资金，发展合作社的业务，推
动合作社事业的发展，毛泽民部长在会上
就办合作社的目的、意义和办法作了生动
讲演。他说：“消费合作社不是政府开的
商店，也不是几个有钱人合伙开办的以赚
钱为目的的商店，它是广大群众的集体的
经济贸易组织。过去我们向商人买货物，
他们不但数量不足，而且价钱还高，一年
不知吃多少亏；我们卖出剩余产品时，他
们压价很低，一转手又赚去好多钱，我们
要抵制商人的这种过分剥削，节省开支，
增加收入，把过去一向依靠商人替我们买
卖的事情，拿过来自己办。办合作社，人
少、资本小，固然办不成，人众钱多没有组
织也不行，所以我们要组织起来，大家拿
出股本，选出几个我们信任而善于做生意
的人去管理、去经营，专门为我们大家办
好福利，赚了钱依照规章，还可以按股分
红，我们开办这样一个商店就叫它‘消费
合作社’。为了办好合作社，大家要多入
股金，人多力量大，资本雄厚，才能给我们
多办好事，合作社才能有力量担当起这一
重大任务。”

毛泽民的讲话，对大家的启发很
大。会后，由于消费合作社给入股者按股
分了红利，没过几天，入股者纷至沓来，合
作社吸收新股 654 股，共合现洋 190 多

块。后来，各区也成立了合作社。
为了尽快发展盐池的经济，最急迫

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商品交流的媒介——
货币统一兑换的问题。毛泽民与盐池县
城市革命委员会协商，发布了关于法币和
苏票（苏区的货币）兑换的公告，并由合作
社同时收售法币和苏票，允许个人和商贩
随时可以用苏票到合作社或苏区的银行
营业所兑换法币，政策活了，外地的商贩
们络绎不绝地到盐池做买卖。这样一来，
盐池的食盐、毛皮、甘草可以通过商人贩
运出去，有力地促进了边区商品经济的流
通和交换。

毛泽民在盐池认真宣传贯彻中共
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十条）》中
对于“地富兼营的工商户部分给予保
护”的政策，及时纠正了城市革命委员
会在打土豪、分浮财中打击面大的偏
差，在工商界影响较大。县城内的 20多
家商铺全部开门营业，一些不愿意出售
紧缺商品的店主，也把奇缺货物摆上柜
台，城乡物资得到交流，商品市场逐渐活
跃起来，农村人、城里人都十分高兴。积
极的商业政策赢得了许多商贩的赞同，
许多逃亡商人闻讯后，返回盐池重操旧
业，有的合伙开办工厂，有的扩大商业
组织，经营盐业，繁荣市场，受到边区政
府表扬。

为了体现党的民族政策，保护民族
工商业者，团结蒙民抗日，毛泽民与西征
红军政治部主任刘晓经过商议达成共

识，将马鸿逵侵占的北大池、苟池和熬
包池退还给蒙民。为了进一步发展边
区经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毛泽民在盐
池整建税务工作，确定了应征税目和各
项税率，防止乱征乱罚。毛泽民虽然在
盐池工作的时间只有两个多月，但他灵
活地运用中央和西征总指挥部的政策，
对刚刚获得新生的盐池经济建设和发
展，对组织互助运动发展商业，打破敌
人的经济封锁，保卫红色政权和促进边
区的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作出巨大
贡献。

1936 年 10 月 10 日，《红色中华报》
载：“盐池的群众，在我们工作与群众积
极起来的情形下，各级组织均已建立起
来。赤卫军的组织在北区已成立一个
连，城区成立一个排；少先队在北区已成
立两个小队，其他各区现在进行组织赤
卫军。不仅建立了组织，而且在捉拿反
革命与敌探方面起到很大作用。北区赤
卫军曾捉获一名假借红军名义强迫该地
群众筹募抗日基金的土匪，送到县革委
会处理。”

中共盐池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成立
后，积极发展武装力量，保卫革命果实；破
除封建迷信，发展文化教育，进行土地改
革，发展农牧业生产；兴办合作社，发展经
济贸易，使广大人民群众过上了当家作主
的新生活。

（作者系吴忠市委党史和地方志
研究室副主任）

毛泽民与盐池县第一个消费合作社
胡建东

清光绪年间晋商交易银元铜钱
行情

天成西商号是山西交城县天元恒
皮货庄的股东郭、丁、沈三家投资创办，
地处今银川鼓楼北侧。初创时资金
4000 块银元，在盐池、内蒙古鄂托克旗
设有分号，自养骆驼、牛、羊，中华民国
初年年收入 20多万银元。

敬义泰商号创办于清朝同治末年，
山西回民李子荣在其父辈基础上创办经
营，是唯一一家清真综合食品加工企业。
初创时资金约 1000 块银元，后发展到年
收入 20万两银子。敬义泰商号在银川附
设敬义酱园，生产酱油、醋、酱菜、糕点，还
有闻名遐迩的黄酒和玫瑰露酒。

隆泰裕商号为山西省临县荆姓商人
创办，初创资金约 1000 块银元。兴旺时
年收入十八九万银元。在阿拉善旗养有
骆驼、牛、羊。

合盛恒商号为山西省临晋县荆姓商
人创办，同治末年迁到老银川。主要经营
日用百货，后来发展成为拥有股金 1.2万
两银子，年收入 12万两银子的富商号，在
中卫、平罗、黄渠桥均有分号。

百川汇商号为山西省平遥县商人
雷泽霖创办，初创资金是 3000 两银子。
中华民国以后，资金达 30多万银元，附设
万元汇分号以酿酒零售为主。后改为德
丰隆商号。

在晋商中，凡称为商号的经营范围
类似，其他则批发货栈兼客商旅店。商
号在外进货的渠道主要有两条。一是从
山西省本乡本土进货，货物全是手工作
坊和家庭手工业生产的土布、土线、火柴
等土货，约占进货的七成以上。一是从
天津进货，然后运送到包头，再由包头通
过水运和陆运到达银川。货物主要是细
布、蜡烛、利华牌肥皂、铁钉、袜子等，约
占三成。商号采购员长年住在天津采购
商品，从天津选购一些洋货，主要是布
匹，还有荷兰的白糖、德国的方块冰糖、
各种化妆品、自行车、怀表、座钟、卷烟
等。此外，还从天津购进海味之类，称之
为“海菜”。

商号工具——算盘

商号运货路线，先从山西的平遥、汾
阳、离石至军渡，过黄河入陕西境内，经吴
堡西行至绥德，再由此北上到米脂、榆林，

再向西南进横山、靖边、安边、定边入宁夏
盐池，再由横城渡黄河到达银川。商号多
是从本土将各种商品运送到宁夏，然后收
购宁夏的羊毛、枸杞、甘草和发菜等土特
产。那时候的商人很苦，光从山西平遥运
货到银川，就需要走 20多天，有的商号用
骆驼和骡马驮运货物，也有的商号雇用专
门从事货物运输的脚行送货。山西商人
很聪明，他们将在宁夏收购的特产打包发
往天津，然后通过货栈买办和洋行，将货
物卖给广商、港澳商或英国商人。

据《宁夏老字号》一书记载，“宁夏八
大家”沿袭山西商人的行帮旧习，商号内
只招山西人为学徒，绝不招宁夏人，而且，
这些被招进商号的学徒都与股东、掌柜等
商号上层人物有亲朋关系。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天津、绥远、
包头等地相继沦陷，“宁夏八大家”开始逐
渐由兴旺走向衰败。到 20世纪 40年代后
期，由于兵荒马乱和宁夏地方军阀对商家
的不断压榨盘剥，晋商们无奈之下忍痛从
宁夏的商业统治和垄断情势中退出，除
敬义泰商号、天成西商号和百川汇商号勉
强支撑到新中国成立后，其余 5家先后倒
闭，退出市场。

以“宁夏八大家”为代表的晋商，曾
备受宁夏百姓欢迎。晋商不仅给宁夏百
姓带来从未见过的京、津等地近代机器工
业生产的精美纺织品和洋货，还带来令宁
夏百姓耳目一新的早期先进的资本主义
经商理念及作风，他们推行送货上门和
上门收购等服务，并坚持薄利多销的经
营方针。

“宁夏八大家”除在银川设立总店
外，还在天津和宁夏其他一些县城设分
号或货栈、牧场，使得信息更加灵通，以
便其及时调动急需商品。各大商号在宁
夏建造了从无到有的商贸流通体系，曾
统领宁夏、内蒙古河套地区、陕北一带的
流通商业，为这一区域性经济的繁荣作
出贡献。

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和举国上下呼
吁诚信经商的局面，促使晋商在今日的
宁夏再次开始联合，酝酿掀起二次大创业
的高潮。2007 年 9 月，宁夏山西商会成
立，有数千名山西籍商人，他们在银川投
资兴办的企业有上百家，涉及制酒、粮油
加工、餐饮娱乐、建筑交通、煤炭运销等
多种行业。

（据《历史银川》）

八大商号

抗美援朝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的
一次规模最大的战争，也是对诞生不到一年的新
中国最严峻的一次考验。中国共产党高举国际主
义、爱国主义旗帜，在毛泽东主席的决策下，为了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
作战，与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军一道抗击以美帝
国主义为首的由 16 个国家军队参战的“联合国
军”。在没有制空、制海权及后方供应万分艰难的
情况下，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战争。在 1951年四次
战役最危急的时候，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从前线
回到北京，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汇报前线战
况。他充满激情地说：“国内只知道取得三次战役
胜利的一面，并不知道严重困难的一面。第一批
入朝的 9个军，经过 3个多月作战，已经伤亡 4500
多人。另外，生病、冻伤、冻死约 4万人……几十万
志愿军既得不到充足的粮食供应，更吃不到新鲜
蔬菜，第一线部队只能靠一把炒面一把雪坚持作
战……这些可爱的战士在敌人飞机坦克大炮的轮
番轰炸下，就趴在雪地里忍饥挨冻，其艰苦程度甚
至超过红军时期。”之后，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增
产节约，捐款捐物，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支援前
方”。为此，中央军委作出了有利于改善前线条件
的一系列决定，由周恩来总理组织安排国内支前
物资，派洪学智在东北负责统一组织运送过江到
前线。

1951 年 6 月 1 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
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
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军属的号召》。6 月 11 日，
宁夏省抗美援朝分会发出通知，要求宁夏各地
区、各单位积极响应“六一”号召，各界上层人士首
先捐款捐物。6月 30日，政协宁夏省委员会发出
通知，号召市、县、旗政协的委员大力宣传和贯彻
总会的“六一”号召。宁夏人民捐献飞机大炮从
1951年下半年开始，到 1952年底基本结束，全宁夏
共捐款旧人民币 117亿元。在捐献中，人民群众积
极报名捐款捐物，甚至连家中老底都捐出来了。
中宁县仅仅用 40 天时间就完成 16.5 亿元的捐款
任务，平均每人捐 20400元（旧币），是全宁夏省的
第二名。按总会规定武器价格计算，捐献人民币
（旧币）15亿元作为捐献战斗机一架，50亿元作为
捐献轰炸机一架，25亿元作为捐献坦克一辆，9亿
元作为捐献大炮一门，8 亿元作为捐献高射炮一
门。宁夏省抗美援朝分会根据完成捐献任务的
情况研究决定命名两架战斗机：“银川号”“中宁
号”。中宁人民的爱国热情在支援抗美授朝战争
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摘自《中宁文史资料》）

中宁县人民为抗美援朝
捐献一架“中宁号”飞机

1950年 10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
唱响全国。共同目标就是打败美帝野心狼。1951年初，牛琦
所在的部队接到上级命令，要求轻装赶到北京长辛店集
结，当时部队已经开始搞农业生产。军令如山，部队立即
轻装，丢掉刚刚配备的农业生产工具，打起背包就出发。

牛琦：我所在的西北独立一师基本是陕北的青年人，
没有离开过家乡。一听去北京，很多人就不愿意去了，部
队就动员，强化纪律教育。出发时就带个步枪，途中要步
行。途经甘肃、陕西、河南、河北，走了 19天，每天 90多里
地。到了河南咸阳，部队又接到命令，不到北京长辛店，转
到东北四平，在咸阳上火车。这时候纪律要求又变了，变
成巩固部队，不能让战士跑了。印象最深的在河南郑州的
兵站里吃了一顿饭，猪肉白菜粉条豆腐，馒头白米饭，大
家吃得很香。西北部队配发的是棉衣棉裤，到了东北还是
冬天，零下二三十摄氏度。

部队从西北直接拉到东北，为抵御寒冷全部换了装，
皮大衣、皮帽子、皮靴子代替原来的棉装。3天后，全师召
开大会，师长告诉大家，部队被编入新组建的坦克师，准备
入朝参战。负责训练他们的是苏军远东坦克师的教官。

装甲部队是个新兵种，坦克车对这些从西北农村走出
来的小伙子们来讲更是稀罕物。所有的知识都需要苏军
官兵手把手教，包括机械常识、驾驶技术、作战模式、管理
方法和战场救护等。

牛琦：我们卫生队跟苏军学的是医疗中心管理，战场
救护、伤员用药、后送治疗、药品分配等，都是苏军的那一
套。把我们编入新中国第一个坦克师的重要原因是，西北
独立一师参加过延安保卫战，中央对这个部队特别信任。
我也从陆军军医变成装甲兵军医。

紧张的训练让士兵掌握了现代战争的基本规律，熟
练掌握了驾驶技术后，战士们入朝参战的热情十分高
涨。1951年 3月，新组建的志愿军坦克第三师分别开往朝
鲜参战，进入了炮火纷飞的抗美援朝战场。部队从丹东跨
过鸭绿江入朝，为了保持部队的隐蔽性，全师装备和人员
都是分散分时段过江。牛琦讲，最让他吃惊的是过江时
看不到桥面。后来才知道，为了防空，大桥全修建在江水
30公分之下，桥上插着小旗引导，美军的飞机更不可能看
到桥面。

入朝后的第一要务是防空袭，车辆昼伏夜出。吃的是
大葱就饼干。尽管战士们对打败美帝信心十足，但战争的
残酷还是超出了他们预想，几次战斗下来，敌人的炮弹片
炸伤了牛琦的腿，他被战友扶了下来。

牛琦：战争太残酷了，每天都有敌人的飞机轰炸，部
队减员多数是被飞机炸伤。在朝鲜的凌静江边，我们要
配合三十九军，战场抢救伤员时我被敌人的炮弹炸伤，送
到医院治疗，伤好后又归队。我的腿没炸断，不需要回国
手术。

伤愈归队后已到 1952年，这期间两军对抗激烈程度降
低。处在谈谈打打阶段，美军的飞机轰炸还是天天继续。牛琦
说，美军的飞机轰炸很野蛮，来了就炸，一波又一波，志愿军
也在轰炸下不断减员。

（蔺银生 王旭阳 撰稿）

清代，宁夏府城内商业繁荣，时有“小南京”之誉。史载，宁夏府城“民饶富，石坊极多，民屋栉比无隙地，百货俱集，贸易最盛”。乾
隆三年地震，府城几近毁殁，“非复向时饶洽之象”。乾隆中后期，府城重建，一度没落的商业也再度兴起。至中华民国时期，已恢复昔
日繁华之景，从当时的旧街巷名称来看，行业划分清晰，农副产品都有固定市场。如米粮市专营粮食，碴子市则买卖煤炭，芦席巷买卖
芦苇席地，木头市买卖木材，垡垃巷买卖土坯。还有骡马市、菜市场、旧货市场。铁匠街则是专门经营打铁和制造农具的地方。以鼓楼
为中心的东西大街、复兴南街、新华街、中山南街等更是繁华胜于各处，这里店铺林立，货物杂陈，商贾云集，买卖兴隆。在这其中，最为
著名的当属由晋商分别创立的敬义泰、天成西、隆泰裕、合盛恒、百川汇、广发隆、福兴店和永盛福，号称“八大商号”。这些商号不仅在
银川扎根，在外省市也多设立分支机构，一时颇具影响，所以人们都以“宁夏八大家”或“银川八大家”来统一称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