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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年 11 月 8 日，吉鸿昌在天
津国民饭店（今天津和平区花园路 4
号）145号房间开会时，被英租界工
部局巡捕拘押，后被秘密押往北平
炮局监狱。国民党特务拿出一份名
单，让吉鸿昌指认哪些是共产党员，
吉鸿昌昂起头，“共产党员就我一个
人，要杀要剐都是我！”蒋介石得知
吉鸿昌“冥顽不化”后，密电“就地枪决”。

1934年 11月 24日，天上飘起了
雪花，吉鸿昌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他捡起一根树
枝，在雪地写下荡气回肠的就义诗：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

如此，我何惜此头？”
写罢，吉鸿昌对特务们说：“我

为抗日而死，光明正大，不能跪下从
背后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遂
喝令特务：“给我把椅子搬来！”椅子
搬来了，吉鸿昌面对敌人的枪口坐
下，厉声喝道：“我要亲眼看到反动
派怎样枪杀爱国者！”

枪声响了，吉鸿昌一下仰倒在
座椅上。39岁的生命之花，融入漫
天雪花之中。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吉鸿昌
被定为全党褒扬的革命烈士。

（据《新京报》《北京晚报》）

爱国将领吉鸿昌“作官不为发财”
吉鸿昌（1895—1934）河南扶沟人，字世五。1913 年加入冯玉祥部，曾任宁夏省政府主席。1930 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兼第

三十军军长。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 年，筹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北路前敌总指挥。1934 年 11 月 24 日，在北平炮局监狱牺牲，时
年39岁。

1913 年的秋天，不满 18 岁的吉鸿昌从河南扶沟吕潭镇前往堰城投军。打起仗来，他经常袒胸露背、赤膊冲杀，人称“吉大胆”。冯玉祥对他
很赏识，送他到模范连当学兵，之后提升他当手枪连连长。

1920 年 5 月，老父亲吉茂松
（字筠亭）患病，25 岁的吉鸿昌回
家探望。老父亲依依不舍地嘱

咐他：“我有一句话要向你说明，
当官要清白廉政，多为天下穷人
着想，作官即不许发财。”吉鸿昌
含泪答道：“孩儿记下了，请父亲
放心！”

老父亲病逝后，吉鸿昌把老
父亲“作官即不许发财”的嘱咐
书写在细瓷茶碗上，右题“先嚴
筠亭公逝世纪念”，左记“摘自先
嚴遗嘱 吉鸿昌谨赠”，交给陶瓷
厂仿照烧制。瓷碗烧好后，用卡
车拉到部队，集合全体官兵，举
行严肃的发碗仪式并立下誓言：

“我吉鸿昌虽为长官，但我绝不
欺压民众，掠取民财。我要牢记
家父的教诲，作官不为发财，要
为天下穷人办好事，请诸位兄弟
监督。”

吉鸿昌把“作官即不许发财”
的细瓷茶碗一直带在身边，直到
英勇就义。

吉鸿昌只读过两年私塾，从
军后切身体会到没有文化的苦
恼。1922年，部队移防河南，在文
书郝子固的陪同下，吉鸿昌回家
探亲。他对郝子固说：“要改变中
国贫穷落后的状况，光靠咱们这些
当兵的打仗不够，要让贫穷子弟上
学读书，我准备在家乡办学。”

吉鸿昌把多年积攒下的 100
多块银元全部拿出来，利用城隍
庙作校舍，创办“吕北初级小学”，
还说服郝子固留下来，当校长兼
老师。吉鸿昌交代：凡贫穷儿童
入校一律免费，书籍文具由学校
供给；特别困难者给予衣物、鞋袜
等生活补助。

吉鸿昌买来织袜子、织毛巾
的机器，组织学生半工半读，解决
他们吃饭、买书的问题。当师长
的时候，他又买来一辆快报废的

汽车，供学生学习机械原理，学开
车、修车。这些办法吸引不少贫
困子弟前来求学。

1929 年，吉鸿昌当宁夏省主
席后，在吕潭镇西北隅置地 50亩
兴建新校舍，校名改为河南省私
立吕潭中学校，学生 1600多人，规
模超过扶沟县立中学，号称“豫东
第一”。

吉鸿昌每次回家乡，都与学
生们一样食宿在校，查看学生寝
室、食堂，了解教学情况。有一次
他给学生讲话：“我办学有两种想
法：一是培养人才，使国家强盛，
不受帝国主义侵略；二是古往今
来武将很少有好下场，一旦跌倒，
难免家灭满门、财产充公。与其
叫别人充公，何如早些我自己充
公，给国家、给老百姓办点有益的
事情？”

吉鸿昌的侄儿吉星兰仗着吉鸿昌
的名望，横行乡里。1926年，他与卖
凉粉的赵兴运之妻勾搭成奸，为达
到长期霸占的目的，两人用毒药将
赵兴运毒死。时任西北军十九师师
长的吉鸿昌听说此事，勃然大怒，亲
手枪毙了侄儿吉星兰和赵妻。乡里
百姓大为赞叹。

1932 年 4 月，吉鸿昌由中共北
方政治保卫局（即北方特科）吴成方
介绍，成为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

从此，他不仅恪守父亲“作官即不许
发财”的朴素家训，更把自己的财产
和生命都献给了党和人民。

1933 年，为筹组察哈尔民众
抗日同盟军，吉鸿昌让妻子胡红霞
将家里的全部财产变卖了 6 万多
银元，购买武器弹药。抗日同盟
军失败，他脱险逃到天津后，又组
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
同盟”，继续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工作。

作官不发财 烧制茶碗牢记父亲遗训

倾囊办乡学 使国家强盛不受侵略

求真明大义 财产生命献给党和人民

我何惜此头“为抗日而死死也不倒”

吉鸿昌使用过的瓷碗。上面烧制着吉鸿昌父亲的遗训：“作官
即不许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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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2024年3月25日 星期一 值班编委 冯涛 编辑/美编 瞿玩东 校对 毕竞

陈长发，1929 年生，浙江兰溪
人，1953年随部队入朝。在朝鲜期
间，陈长发先是跟随部队打坑道，维
护公路畅通。1953年《朝鲜停战协
定》签订后，陈长发负责三八线一带
规定区域内的武装巡逻。陈长发荣
立三等功。

1953 年 2 月 7 日，毛泽东主席
发表讲话：“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
不放弃它那种蛮横无理的要求和
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
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
斗下去。”

这一年的 6月 13日，陈长发随
所在部队赴朝参战，负责在黑桥里
打坑道、维护公路畅通。

当时，为了把以美国为首的侵
略者打得老老实实在停战协定上签
字，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在进行夏季
反击战役。

7月 21日晚上，大雨如注，一块
巨石从黑桥里附近的山上滚下来，
堵在了松林到祥源的公路中央，堵
塞了 100多辆军车。

前方急需炮弹等物资，伤病员
也要后运，这条公路绝不能断！

排长陈长发召集全排党员开
“诸葛亮会”，提出疏通公路的办
法——打炮眼，炸碎它。

“朝鲜的石头都是‘金刚岩’，
一锤子打下去，只能在石头上留下
一个白点。”为了尽快打出炮眼，战
士们争着抢着抡锤子，从开始每打
50锤换一次人，逐渐到每打 80锤换
一次人，后来打百锤以上才肯把锤
子交给别人。

轰隆一声巨响，近 20吨重的巨
石被炸成碎块，官兵一齐冲上去，用
绳子拉、用肩膀扛……凌晨 5时，公
路运输恢复正常。

“服从命令听指挥是军人的职

责。”陈长发带领全排出色地完成任
务，荣立集体三等功，他自己也被记
三等功一次。

1953 年 7 月 27 日，《朝鲜停战
协定》签订后，陈长发被抽调到三八
线上的武装巡逻队，担任巡逻任务，
维持停战秩序。

三八线地形复杂，有些地段没
有明显标记。陈长发巡逻的地段，
地处山沟内，敌我双方的阵地相对，
对面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敌 方 常 常 采 取 一 系 列 挑 衅
行动——

有人故意跑过三八线 10 多
步，然后再跑回去，引诱我方开枪，
拣走子弹头，给我方栽赃。陈长发
和战友就在对方经常越线的地方，
利用夜色掩护挖陷阱，捉俘虏，取
证据……

有人把脚抬得高高的，炫耀
他们的大皮靴。陈长发和战友就
用石头砸被击毁在前沿阵地上的
坦克，宣扬中朝人民进行的是正
义战争。

针锋相对的斗争，沉重打击了
对方的嚣张气焰。

战争结束后，陈长发工作岗位
数次调整。“他从来不和我们讲部队
上的事情，每次都是一个命令下来
说走就走了。”陈长发的老伴说。

1982年，从宁夏石嘴山市大武
口区武装部副政委岗位离休后，
陈长发积极投身国防教育，为学校、
机关、企事业单位作革命传统教育
报告 50多场，听众达五六万人次。

“明明知道敌人的大炮就在前
面，我们也要去，毫不犹豫地去，这
就是军人。”忘记了枪林弹雨的险
境，忘记了艰苦卓绝的奋战，这句
话却一直深深刻在老兵陈长发的
心底。 （据新华网）

志愿军老兵陈长发：

“服从命令听指挥是军人的职责”

历史上，银川地区大规模的经
济开发大体有 7次（其中古代 6次，
近代 1次）。

第一次，始于秦汉时期。蒙恬
收复“河南地”，沿河置县，移民实
边。汉武帝时多次移民到“新秦
中”，大规模“募民徙塞下屯耕，兴修
水利”，宁夏平原成为西北地区最
大的农业灌区，黄河两岸新垦区成
了新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现了

“冠盖相望”的繁荣景象。“新秦中”
与“秦中（即关中）”相提并论，是当
时最富庶的代名词。秦汉移民和
农业开发，拉开了今银川农业开发
的序幕。

第二次，是南北朝时期。北魏
政权在历史进程中，深受农耕文化
影响，不断从内地和关东移民到宁
夏，恢复并促进这一地区的农业开
发。北魏薄骨律镇镇将刁雍坐镇灵
州的 11 年间，浚渠灌溉，恢复农业
经济，灵州全境“官课常充”，粮食自
给有余，还外运以供军需，而且开创
了黄河上游的水运先河。北魏太和
元年（477 年）平“三齐”，又将历下
（今山东济南）居民迁至秦汉浑怀障
故地，设历城郡（即今银川市兴庆区
月牙湖乡南）居屯。为这批移民专
设一郡，说明移来人数不下万户。
北周继续向宁夏移民兴屯，于建德
三年（574年）迁 2万户在大夏国改
建的丽子园及其四周，置怀远县和
怀远郡，扩大开发范围。此时，因南
朝陈国的灭亡，有大批南人来到塞
上，他们将先进的文化、风俗和先进
的生产工具与生产经验带到塞上黄
河岸边，使这片土地经济发展，民风
大变，人人彬彬有礼，与移民老家江
南水乡一样富庶和文明，始留下“塞
北江南”的美名。

第三次，是唐朝时期。盛唐时
期，西北少数民族的归附，为经济开
发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引
黄灌区水利的兴修，又为经济开发
创造了条件。唐朝的宁夏河东、河
西，已是良田阡陌，渠道如网，果树
成荫，诗人韦蟾的诗句“贺兰山下果
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就描述了
宁夏平原的繁荣景象。

第四次，是元朝时期。元代在
宁夏建行省初，郭守敬来到宁夏，
对黄河灌区的水利进行了大规模
治理。元朝政权始设行省和惠民
局，诏令流亡难民回原籍居住生
产，后又陆续设立宁夏营田司、宁
夏等处新附军万户府等屯田机
构，“自六盘山至黄河立屯田，置
军万人”，屯田数达 4000 顷。可
见，当时的宁夏黄河灌区已是粮
食丰产区了，还不断向东胜（今内
蒙古鄂尔多斯）输送粮食，从而开

通了宁夏至东胜的漕运。元代的
宁夏有天下“粮仓”之称。

第五次，是明朝时期。洪武九
年（1376年），明朝开始陆续征调内
地军民移居屯守，采取军屯戍边为
主和民屯辅助的军政合一方式，对
宁夏地区实行特殊的行政管理。这
是宁夏历史上继秦汉之后又一次大
规模的开发行动，入住宁夏的新居
民有“齐、晋、燕、赵、周、楚之民，而
吴、越居多，故彬彬然有江左之
风”。当时，宁夏的军屯建设成绩斐
然，宁夏全镇各类军士总数最高时
达 7万，所有卫所军人皆以“十之七
屯种，十之三守城”。永乐初，卫所
军为 20413 名，以 14184 名屯垦，计
耕田 8337 顷，创造了“一方之赋尽
出于屯”和“天下屯田积谷宁夏最
多”的成绩，宁夏总兵官何福因此被
朝廷“降敕奖谕”。随着水利的兴
修，水政管理的加强，至万历前期，
屯田数已发展到 18828顷。

第六次，是清朝时期。雍正朝
至康乾盛世时期，宁夏引黄灌溉网
最终形成，并扩大了上百万亩的新
灌区，使宁夏平原灌区农业发展更
上新水平。其间因人口增加，宁夏
基本结束了对外地移民的安置，多
由宁夏南部向北部进行区域性、局
部性安置。雍正四年（1726年），兵
部侍郎通智来到宁夏，主持新开惠
农、昌润二渠，使银川平原灌区从宁
夏城（今银川的老城）附近向北延伸
数百里，从而也掀起了向银川北部
内部移民和开发的新高潮。

第七次，是马鸿逵主政时期。
近代宁夏，多灾多难，人口急剧下
降。1933年，马鸿逵任宁夏省主席
后，设立垦务局，积极谋划垦务，发
布“招垦荒地，奖励生产，复兴农村”
的布告，吸引大批的外省移民进入
宁夏。最为显著的是 1939年，国民
政府从甘肃天水迁移 2万移民进入
宁夏从事垦殖，这些人后来大多停
留在宁夏北部。

就农业开发而言，因各种不稳
定因素的存在，宁夏经济开发比较
缓慢，几乎是相隔数百年上升一个
台阶。但农业开发的一个显著特点
就是，自秦汉以来，无论是汉族封建
地主还是少数民族贵族建立的政
权，其在宁夏主要职能的发挥，就是
进行大规模的移民屯垦和兴修水
利。因此，移民、修渠以及为军事
斗争和经济开发服务的交通建设
成为历代封建王朝和政权经营宁
夏的三项特殊政策，而且代代传
承。移民形成了银川平原“五方杂
处”“风俗不纯”的独特地域文化，
即称之为塞北江南的黄河文化，或
曰移民文化。（据《历史银川》）

银川地区7次大规模移民开发

吉鸿昌。

明确的考核制度

延安时期，为使考核和监督干部
有所依据，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制定
颁布了相关法律条文，形成了明确细
致的规章制度。1941年 7月 2日，陕
甘宁边区制定施行《边区公务员考核
奖惩暂行条例》，明确了考绩时限、考
绩标准及等级等。《陕甘宁边区政府
办事通则》也规定，“本府工作人员每
年进行一次考核，考核一般在年终进
行，如有重大工作任务则在工作完毕
总结时同步进行。”当时，对公务员任
职多长时间可以参加考核也有明确
规定。根据条例精神，陕甘宁边区政
府对当时登记在册在职的 522名县级
干部、589名区级干部和 1141名乡级
干部均按时进行了考绩奖惩。

1943年4月，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
边区政纪总则草案》，对边区各级机构领
导人的职权范围等作了明文规定。如

“不得擅离职守”“不得发表与边区政府政
策法令相抵触的文字或谈话”等。

为确保各级政府机关工作任务的
完成，发扬干部的积极性与模范作用，鼓
励进步反对落后，边区政府1943年4月
25日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
奖惩暂行条例草案》。1943年5月8日，
边区政府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务人
员公约》，短短10条123字的公约，明确
了各级政务人员的行为准则。特别是在
第五条加注时，对品格方面的要求专门
作了说明。这些规定，要求所有公务人
员必须自觉遵守，使其落到实处。

这些条例制度是对政府公职人
员进行考核的重要依据，对监督考核
各级公务人员具有极强的制度规范
性。此外，1941 年 5 月 21 日制定的

《工作报告大纲》，1943年 3月陕甘宁
边区政府颁布的《政务人员交代条
例》等，也对当时干部考核和监督有
重要的制度参考作用。

规范的考核程序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干部考
核与奖惩，归口由边区民政厅负责，
分级进行。1943年 4月 25日颁布的
《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管理暂行
通则草案》指出：边区各级政府所派
之干部，其登记审查、考绩奖惩等均
由民政厅统一管理。《陕甘宁边区各
级政府干部任免暂行条例草案》也规
定，由哪一级任用的干部由该级主管
领导和干部管理部门负责考核。

对干部考核时，首先要组成考绩委
员会。关于考绩委员会组成，《边区公
务员考核奖惩暂行条例》规定：“边区公
务人员每年考绩时，由各主管机关长官
及高级职员3人以上，组织考绩委员会，
以1人为主席；边区、分区、县之考绩委
员会组织后，呈请边区政府委员会批准
后行之；各机关之考绩委员会，经其主
管上级机关批准后行之。不得有任何
阻难，亦不得置之不理。”

为慎重地开展考绩与奖惩工作，
平时边区各分区县市必须设有一名
专人管理干部，并要忠实可靠、政治
上经过考验，而且必须经过各级负责
同志提出、民政厅批准者方可胜任。
考绩时，组织各级考委会负责考核。
每次考核结束，须填写并出具由边区
政府制定的规格统一的考绩书。考
绩书是干部升级调动时必须具备的
文件，在调动时如不携带，所去的工
作单位或机关可以拒绝分配。除此
之外，陕甘宁边区还通过定期鉴定进

行考核。而且，上级政府经常派员到
各处巡视，以巡视所得的材料作为考
核的参考或根据。

完善的考核标准和奖惩措施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已经把干部
忠实党的纲领政策、干部个人德才智、
干部的群众意识、干部的工作态度及奉
献精神作为考核标准，颇具先进性。如
陕甘宁边区政府明确了各级干部任用
合格的四条标准。关于考绩标准及等
级，《边区公务员考核奖惩暂行条例》规
定：“工作50分，学习25分，操行25分。”
为了掌握分寸，边区政府专门作出补
充：关于工作、学习、操作标准，例如工
作以研究进步，著有论文为一等；研究
进步富有创造为二等；学习按照最高参
考材料作成笔记为一等；按照普通参考
材料作成笔记为二等；操行以思想、意
识、行动为标准。该条例还将考绩等级
按分数多少定为七等：“90分以上者为
一等，升级；80分以上者为二等，晋级；
70分以上者为三等，记功；60分以上者
为四等，不予奖惩；50分以上者为五等，
记过；40分以上者为六等，降级；30分以
上者为七等，解职。”

在奖惩方面，对通过考核且在边
区各项具体工作方面成绩优异或起
到模范表率作用者，以提升、记功等
办法进行奖励。而对不作为、不担
当、腐化堕落的干部则进行有力惩
戒。同时规定：“因工作关系不能升
级降级须用其他奖惩者，由各考绩委
员会通知该主管机关办理之”。

显著的考核成效

在一系列有效的考核机制下，陕
甘宁边区的公务人员可谓德才兼备，

堪称模范。他们“在行政工作上，不
辞艰苦，不避牺牲，在人格修养上，不
贪污，不腐化，不虚伪，不拘格，不敲
诈与剥削人民”。1943年至 1944年，
全边区在生产、教育、拥军、防奸运动
中，共评出 147名模范干部，受到边区
政府的传令嘉奖。根据惩戒的有关
规定，对违纪、违法和贪污腐化干部
王华亭等 6人，分别给予开除及严重
警告处分，以维护党纪政纪。

通过梳理陕甘宁边区的干部考
核工作，可以看出，当年的考核制度相
对明确，仅从 1941年到 1943年，陕甘
宁边区政府关于干部考核相关方面共
发布文件 9个；考核结果同干部本人
的晋升密切相关；考核标准和奖惩措
施严格规范，真正做到了有结果、出
成果、求效果。一是考核时特别强
调，对公务人员有功或有过，人民有
用任何方式向政府控告及建议之权，
如接得人民向上级政府控告的诉状
特别是控告政务人员的诉状，必须随
时负责转呈上级政府，充分体现了中
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二是考核时特别强调各
级公务人员要在道德品行上成为模
范，为民表率。要知法守法，不滥用
职权，不假公济私，不徇私情，不贪
污，不受贿，不赌博，不腐化，不堕
落。三是考核时特别强调要把工作
和学习中的研究和创造精神列入考
核，深刻说明了延安时期对于党员
干部在工作上是否具有开拓创新
精神的高度重视。四是考核时特
别强调以巡视所得的材料作为考核
下级工作成绩的参考，真正发挥了巡
视工作的震慑作用。这些方面至今
仍然有借鉴作用。（据《学习时报》）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干部考核工作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干部考核工作，有明确的制度、规范的程序、灵活的方式、严格的标准、完善的奖惩措

施。在这些“合力”的作用下，干部考核工作卓有成效。广大干部积极向上，争当先进蔚然成风，既造就了优秀的干
部队伍，也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广大干部投身抗战和伟大革命事业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