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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春深老树绽新姿
——灵武园艺试验场（灵武林场）变迁实录

王其健

郭雪六：讲台是我生命的高原

（五）

解放初期宁夏禁烟肃毒工作（下）

1952 年 10 月 30 日，银川市首
次召开 2 万人参加的宣判大会，依
法处决烟犯马炳珍，并对马有福等
5 名烟犯依法判决。会前还逮捕 38
名烟毒犯。 11 月 16 日，市内各区
分别召开有店员、商人、工人及烟
犯等 3000 余人参加的群众大会。
会上，反复宣传党的“坦白从宽、抗
拒从严”政策，根据群众检举，将 15
名烟毒惯犯押上会场，对当场坦白
者，当场释放 ;对拒不认罪、情节严
重者，当场宣布判决。由于政府充
分体现了“主动从宽，拒不坦白者
从严”的政策，当时的禁烟运动起
到了教育争取多数、孤立少数顽固
分子的作用。

11月 26日，银川市召开各公安
分局局长联席会议，再次部署摸查
工作，讨论制定行动方案。行动中
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组织积极分子
调查研究，控制嫌疑，逐一证实。
在摸查工作中共查出烟毒犯 20 余
名，缴获大烟 8000 余两，尚有 10293
两散藏在 17 家存烟户中，其中存烟
500 两以上者多为旧官吏、地主或
上层民主人士，其或为高价出售牟

取暴利，或为保住被政府留用之地
位，宁烂不交。各级公安机关配合
有关部门，一边侦查烟毒来源及存
放、出售、转移地点，一边利用清查
存毒小组监视烟犯活动，按具体情
况分别处理。对大量贩毒者，先捕
后查，追缴毒品；对大量存烟并少
量贩卖者，经市肃毒办公室批准，
传唤至公安分局令其坦白，同时动
员其亲朋邻居等进行规劝，促使其
转变思想；对大量存烟，证据确凿
者，经市肃毒办公室批准，搜查取
毒后予以逮捕。

12 月 8 日，银川市公安局第三
次召开有 1.3万名群众和省、市各机
关干部参加的公判大会，当 60 余名
烟毒犯被押进会场时，“全市人民团
结起来与烟毒犯作斗争！”等口号此
起彼伏，市长纳长麒号召“全市人民
进一步动员起来，大胆检举烟毒
犯！”市人民法院院长当众宣布，依
法判处陈子亮等 11 名烟毒犯 1 至
15 年有期徒刑，并对另一名烟毒犯
予以当场释放。许多群众涌向主席
台检举烟毒不法活动，共收到检举
材料 800 多份。公安机关根据群众

要求，依法逮捕了负隅顽抗、罪行严
重的苗汗卿、梁凤祥等 8 名烟毒犯，
对雷鸣春等 6 名罪行轻微的烟犯，
由各公安分局带回责令其坦白并予
以训诫。

在运动中，市委和政府严格执行
党的各项禁烟禁毒政策、法规，充分
体现教育争取多数、孤立少数顽固分
子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严
厉打击烟犯，教育烟民，对个别证据
确凿、民愤极大的烟毒犯依法处以
极刑；对证据确凿、认罪态度好的
烟毒犯，依法判处关、管或交群众
教育改造。其余近 80%的烟毒犯，
通过教育愿意悔过自新，则免予处
分。整个运动基本上使全市的烟毒
犯受到应有的制裁，烟民受到了极大
的教育。

1953年 1月 6日，银川市根据省
委“把运动转入经常性工作”的指示，
大规模的禁烟运动即告结束。到运
动结束为止，全市共逮捕烟毒犯 92
名，宣判处理 40名，移送法院判决 52
名。全市 442名未关押烟犯（郊区 34
名除外），根据情节轻重和坦白态度，
104名交群众管理 6个月至 3年，330

名免予处分。全市 356 家存烟户有
234户交出万两以上，其中 9292两大
烟交卫生医药部门使用。查获毒具
3080 副，缴获黄金 251 两，追缴赃款
5410.5万元（旧人民币），上交国家有
关部门。

1954 年省民政厅在《四年来民
政工作总结和今后的任务》报告
中指出，“经过普遍的禁种、禁运、
禁售、禁吸及组织劝诫小组和重
点县市的肃毒运动后，偷种烟毒
者在本省已基本上绝迹，个别偷
贩、偷售、偷吸的不法之徒在公安
部门严密缉查及发动广大群众联
院、联村、联乡严格监督、包戒下，
已基本肃清。”

综观银川市禁烟禁毒工作，有
许多成功的经验，其中最根本的一
条就是整个运动在市委和政府的领
导下，紧紧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
严格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及地方政
府制定的各项政策，因地制宜，突
出重点，打防并举，标本兼治，使这
一丑恶的社会现象，在较短的时间
内彻底根绝。

（据银川党史网）

值得一提的是，曾在建场 60
周年之际，灵武园艺试验场隆重
而热烈地举办了场庆，几代职工
相聚一起，回首过去，抒发情怀，
感慨逝去的岁月，展望更加美好
的未来。其间，表彰了功勋人物；
出版了精心编撰与颇具品位的场
志和抒发职工心声与感慨的文学
作品集等。

一路走来，历经风雨坎坷，心中
酸甜苦辣五味杂陈。除了为后人留
下一片果园绿洲，两鬓斑白或银发皓
首的老园艺人更为引以为荣的是为
其留下了一种精神，一种宝贵无价的
艰苦创业精神。

灵武园艺试验场 60年的前进发
展史，如同大海行船波浪式前行一
样，大致划分六个阶段，真正大发展
快开发和突飞猛进时期为第二阶段
（1958—1966 年）、第四阶段（1979—
1991 年）、第 五 阶 段（1992—2007
年）、第六阶段（2007年以后）。这个
漫长时期，产生神奇推力的是遍及
华夏的“大跃进”；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改革航船”的高扬风帆；

“包产到户”的体制改革；重振雄
风的二次创业。多年中，场里为
确保大开发胜利达标，全场范围
的“大会战”、局部范围的“突击
战”、小范围的“攻坚战”连绵不
断，名称各异。值得一书是前期

的大会战，全厂上下齐上阵，情景
蔚为壮观。现场大红横幅高高悬
挂，彩旗飘舞，歌声飞扬，进取向上
的氛围催人奋进，比学赶超与争先
恐后的画面，令人动情。那时机械
化程度低，全靠小拉车、独轮推车、
毛驴车拉运，背篓子背土，脸盆子
端水等。然而，参战人员不惧艰难
困苦与风吹日晒，战严寒顶烈日，
干得争先恐后，热火朝天。因为他
们怀揣梦想，心中燃烧着激情，所
以不计个人得失，在风沙弥漫中忘
我冲锋，硝烟阵阵中勇往直前。直
到大会战画上句号，职工们才拖着
一身疲惫撤出工地。采访时，老园
艺们已记不清大会战的确切数字。
他们动情地说：“时光催人老，记不
太清了。但是，大会战再苦再累，也
让飘香的硕果驱赶得无影无踪，日
后更是干劲冲天，信心百倍，年复一
年地加油干！”

在上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
在改革春风吹拂下，灵武园艺试验场
走进了鼎盛时期，拥有职工 670 人，
专业技术人员 48人。2006年移交灵
武市管理后人员构成发生了大的变
化（退休与支援新场），职工总数为
319人。场部建制由原来三科一室变
为生产、供销、计财、保卫、办公室及
工会、妇联、纪检、汽车队、建工队、医
务所、商店、食堂、招待所、果品加工

厂、子弟学校等，场部下辖四个果树生
产队。1989 年，水果年产量猛增为
1400万斤，年创利润 92.86万元，创造
了历史最高纪录。这在灵武园艺场
60年发展史上无疑写下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

灵 武 园 艺 试 验 场 成 立 70 多
年，场领导班子更换频繁，到现任
场党委书记、场长杨文彬为班长
的这届领导班子，屈指算来已是
第十八任。

一晃，杨文彬接过接力棒已 6个
年头。试验场走到今天，呈现出繁荣
稳定，人心凝聚，与时俱进，蓬勃向上
的大好局面，春深老树在灿烂阳光与
春风和畅的新时代，向大千社会绽开
了新姿。

看到这些，杨文彬心中有着欣喜
与慰藉，感慨万千。荣誉也好，成功
也罢，均是过眼烟云。前进之路不会
平坦笔直，否则，就不是路，准确说不
是人生与事业之路。这就是古今人
之皆知的哲理。

谈到下一步的奋斗目标和场
里的未来，杨文彬沉稳平静、语速
平实地说：“经过几年的努力，第一
步稳和保的主要目标已经实现。
下一步的工作经过班子研究，提出
了‘126’的工作思路，即实现‘建设
和谐美丽园艺场’一个目标，坚持

‘稳中求突破和高质量发展’两个

原则，落实‘重科研、优结构、美环
境、固基础、补短板、提效益’六项
举措。从基层党的建设、产业发
展、环境提升、作风建设、基础设施
改善及项目谋划等方面实现新的
发展。在对 8000 亩林地统一规划
的同时，走出一条集生产科研、观
光旅游、休闲娱乐、经济发展‘四位
一体’的成功之路，逐步建立完善
管理科学规范、约束有力、讲求实
效的生态经济林管理模式和运行
机制。”

事业没有句号，继往开来是一
种永恒。对于以杨文彬同志为班长
的园艺场党委班子，自我加压、勇毅
担当的事业类型的人来说，还要加个
更字。

贺兰山巍峨岿然，顶峰直插云
天。远远眺望，似乎看到一行登山的
人，奋进在狭窄而弯曲的山路上。他
们的目标是登上峰顶，尽览光明。最
前边的领队人，高大魁梧，健步生风，
不时高举起小红旗，为全队鼓劲加油
和助力……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全
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中国散文学
会、宁夏作家协会、宁夏诗词学会会
员，宁夏作协报告文学专委会委员，
《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特聘驻宁首
席作家、主任记者、宁夏文史研究馆
研究员。）

郭雪六如鱼得水般的讲课持
续时间不长，随着文化大革命到
来，先是停课闹革命，后又复课闹
革命，外国文学被列入封资修的内
容，不能再讲了，郭雪六这位对外
国文学谙熟于心的老师只能放下
她喜欢的文学，讲起了革命样板
戏，尽管她不懂京剧的唱腔，但可
以把剧中的唱词和故事结构讲得
明明白白，有些学生对她讲样板戏
评价很高，也有个别学生对此表现
出极大的厌烦。

郭雪六：文革时期，外国文学成
为课堂的禁区，学校也没办法，只能
开样板戏课，我不懂京剧，只能边学
边讲，讲故事结构和人物性格，有一
次一名学生很不耐烦，我只能提醒
他，不听可以，但不要影响别人，事
后这名学生还专门给我道歉，我告
诉他，这是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我
必须教，也必须教好。后来这名学
生还成为我的好朋友，经常写些东
西发给我看，还说我是师恩如海。

在无奈与压抑中，郭雪六依
然爱着讲台，她视课堂为生命。
文革结束后，外国文学重新进入
课堂并成为重要的课程，很多经
典外国名著还成为打开封闭的头
脑、接触西方文明的窗口，郭雪六
在外国文学授课中的学识积累也
能够尽情地发挥，她的课一下子
成为宁夏大学中文系的热门课，
有的学生为了占据最好的听课位
置，提早一个小时进入教室，只为
了坐在前排。很多学生不仅课堂
上全神贯注地听，还喜欢课后再
找郭老师交流，以致一些学生成
为郭雪六家里的常客。

郭雪六：文革前很多课不敢大
胆地讲，比如爱情，普希金的爱情
诗多美呀，但不能深入地讲，更不
能对爱情的心理进行分析，改革开
放后可以大胆地讲了，每当讲到
一些纯洁的爱情诗时，学生们都
特别的全神贯注，课堂里甚至能
听到学生的呼吸节奏，有时候讲
到重要的章节时我落泪了，同学也
是一边记笔记一边哭，因为很多同
学也都有婚姻的阴影，所以特别能
打动学生。

宁夏大学原副校长王伟：郭雪六
老师讲课时有种特殊的风采，她往

课堂上一站，那种气质就能吸引住
你所有的注意力，特别是讲现实批
判主义的课文时更是透骨地剖析和
入情入理的分析与引导，我至今还
能想起她讲莎士比亚的高利贷、威
尼斯商人的政治婚姻，老人与海的
凄凉与孤独，印象很深的还有她讲
《项链》时最后一句话：虚荣心让她
咽下了无法名状的终身痛苦。这些
都与我们后来生活中遇到的很多事
情有着似曾相识的偶合。

1985年，在课堂上挥洒自如的
郭雪六遇到了她人生的无法回避的
痛苦，而且持续时间很长，频率也很
高，从 39岁起，她先后做了 12次手
术，但她始终以乐观向上的态度面
对着一次次的身体劫难，很严重的
一次右手臂严重血栓，整个胳膊肿
胀呈黑色，面临着截肢的风险，在病
危通知书下达后又奇迹般被大夫从
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还做过肿瘤
切除手术，但这些都没压倒坚强的
郭雪六，她自己写过一篇文章，题目
就是《生命的高原》。

郭雪六：我最担心的一次是甲
状腺的手术，手术大夫反复声明怕
一不小心碰到声带，还对我说：郭
老师，万一碰到了声带，你以后就
不能唱歌了，其实我怕的不是能
不能唱歌，因为我本来也不是歌
星，我最怕的是说不出话来，不能
站在讲台上给学生们上课。

刘世俊：她做过很多次大手
术，在手臂血栓时，大夫说最坏的
结果可能要截肢，她知道这个情况
后没有表现出一点恐惧，而是跟我
说可以练习左手板书，她的这种敬
业精神让我很感动，甚至她在病床
上还给大夫讲托尔斯泰。多次手
术后她写了《生命的高原》这篇文
章，是给世界妇女代表大会的赠
文，获得了世界妇女代表大会论文
二等奖。

用微笑面对病痛，让乐观与病
魔共舞，这是郭雪六晚年生活的真
实写照，在我们结束稿件的撰写时，
已经 88 岁高龄的郭雪六又一次住
进了病房，又面临着一次手术，我们
坚信，微笑与乐观能够战胜病痛，光
明始终会向这位最优秀的外国文学
教授招手。

（蔺银生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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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着一面猩红的大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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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总算在休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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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今年十五岁了，四年前在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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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珍贵的照片——《抗战之声》

吴忠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灿烂
文化和光荣革命传统的地区。

1919年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
爆发，各种进步思想在吴忠地区传
播。1925年 8月，共产党员宣侠父、
钱靖泉随西北军刘郁芬部途经广
武等地，利用休息时间向民众宣传
革命思想。

1926年 9月，国民联军在五原
誓师支援北伐，由绥远取道宁夏入
甘援陕。是年冬，进驻盐池的国民
联军二十四旅政治部主任共产党
员王恩培及罗进成、王自成等，向
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先后发展油漆
匠李志恒等人入党，并于同年 11月
建立了盐池县第一个党支部。

1930 年至 1931 年，在中共地
下党的领导下，家住叶盛堡的青
年学生梁大均积极参加革命活
动，参与组织“宁夏学生同乡会”，
组织参加银川“小南门兵变”。

1936 年 5 月，红军东征胜利
回师陕北后，为了打退蒋介石军
队对陕甘苏区的围攻，巩固和扩
大革命根据地 ,迎接红二、四方面
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停止内战，团
结抗日，党中央决定组建西方野
战军，向国民军统治薄弱的陕甘
宁 边 界 地 区 进 攻 ，进 行 西 征 战
役。是年 5 月 18 日，党中央发布

了西征命令及西征战役计划。由
彭德怀任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
委，率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等部
队共 1.7 万余人，分左、右两路进
行西征作战。5 月 19 日至 23 日，
各路红军相继从延长、延川出发，
左路军（红一军团）挺进陇东，攻占
曲子镇，取得阜城大捷。右路军
（红十五军团）攻克靖边、定边。随
后各路红军相继进击宁夏，转入钳
击二马（马鸿逵、马鸿宾）的战斗。

西征红军进军宁夏，解放了
盐池、同心、海原等大片地区，打
通了连接宁夏，会合红二、四方面
军的重要通道。 1936 年 6 月 16
日，红一军团红二师在师长杨得志、
政委萧华率领下攻占豫旺堡，接
着红一军团继续西进，攻占七营
等地。 6 月 21 日，红十五军团第
七十八师在师长韩先楚、政委崔
田民指挥下攻克盐池县城，歼敌
两个连及民团 200 余人。同日，
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攻占同心
东南部最大的回民聚居地——王
家团庄。 6 月 27 日，红十五军团
军团长徐海东指挥红七十五师攻
克国民党豫旺县政府所在地下马
关。 7 月初，红十五军团进行了
韦州之战和红城水反击战，给予
来犯的马鸿逵部队以迎头痛击，
毙伤敌 300 余人，使之撤回。至 7

月底，西征战役胜利结束，西方
野战军在豫旺地区集结休整，准
备迎接红二、四方面军。

西征红军在同心、盐池活动
近半年时间，留下了宁夏革命史
上最辉煌的篇章。同心是西征红
军军政活动的核心区。西征红军
指挥部先后设在豫旺堡和吊堡
子，十五军团指挥部设在下马关，
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曾
住在吊堡子村的一个四合院里。
在中共陕甘宁省委的领导下，先
后建立了盐池、豫旺、豫海三个县
委和县苏维埃政权。特别是 1936
年 10 月 20 日，豫海县回民自治政
府代表大会在同心城清真大寺隆
重举行，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
立 的 第 一 个 县 级 回 民 自 治 政
权。会议讨论通过了《陕甘宁省
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处理债息
暂行条例》《减租减息条例》等有
关议案，选举雇农出身的马和福
为主席。在广大农村和城镇，广
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民
族政策，建立区、乡基层革命政
权，组织革命武装，组建群众团
体，为红军筹措粮款，帮助群众
发展生产、恢复商业。深入发动
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红军严明
的纪律和模范行动，在驻地回汉
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他

们积极送子参军、捐粮捐款。同
年 夏 秋 ，吴 忠 堡 回 族 青 年 农 民
马怀蔺、金三寿等投奔根据地参
加革命。

西征红军在同心休整期间，
美 国 记 者 埃 德 加·斯 诺 和 医 生
乔治·海德姆来到同心。 8 月 22
日，西方野战军总指挥部在豫旺
王家堡子召开了欢迎斯诺、海德姆大
会。斯诺在同心一带采访达 20多
天，收集了大量有关红军的故事，
后来公开出版了享誉世界的不朽
著作——《西行漫记》。

三大主力红军会宁会师后，
转战同心。1936 年 11 月 12 日，又
在同心城胜利会聚，并在同心城
西门外河滩上召开了军民万人联
欢大会。朱德、张国焘、彭德怀、
贺龙、关向应、萧克及豫海县回民
自治政府主席马和福等参加了大
会，朱德等领导讲了话，马和福代
表回民自治政府致欢迎词。11 月
上旬，会师后的红军主力向东转
移，寻机歼敌。 11 月 17 日，红四
军、三十一军在萌城、甜水堡地区
的石梁山、魏家山、羊福山一线设
伏，对追敌胡宗南部第一师的一个
团发起攻击，毙伤敌团长以下 600
余人，迟滞了胡部的疯狂追击。

（作者系吴忠市委党史研究室
退休干部）

红色基因 薪火相传
黎锦宝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