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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国家在
西北地区兴建包头、酒泉钢铁公
司，修建包兰、兰新铁路，建设火力
发电厂，为了就近解决能源问题，
开发了贺兰山等煤炭资源。

煤炭工业带动了相关工业的
发展，20世纪 60年代中后期，煤炭
部在“三线”建设中，开始规划在石
嘴山市贺兰山东麓建设西北煤矿
机械厂。

在煤炭部最早的规划中准备
筹建 9个厂子，最终要搞一个煤矿
机械制造业的托拉斯，后因“文革”
的影响，只建了一、二、三厂 3个厂
子，没有西北煤矿机械总厂。

一、二、三厂是“三线”建设时
期按照煤炭部的要求，从 1966年开
始同时选址筹建，后因“文革”，来
的人又撤了回去，直到 1968年才正
式开始建设。

基本建设是由煤炭部 79、80、
81工程处承建，这 3个处各负责一
个厂的建设，几乎是同时开工，同
时建成投产。

按照煤炭部的文件精神要求，
当时一厂是由张家口煤矿机械厂
负责筹建，先后从张家口来了 700
多人；二厂是由淮南煤矿机械厂负
责筹建，从淮南来了 200多人；三厂
是由抚顺电机厂负责筹建，从抚顺
来了 200人，主要为一、二厂配套防
爆电机，企业规模比较小。

刚开始筹建一、二、三厂时都
带有战备性质，各厂都由军代表负
责管理，厂房建得很小，这是从战
备的角度考虑的。

这 3个厂子刚开始都属煤炭部
管，不久煤炭部又将他们下放给贺

兰山煤炭公司管理，而贺兰山煤炭
公司当时管理着西北五省及内蒙
古西部的煤炭企业，也就是从内蒙
古到新疆这一片煤矿都归贺兰山
煤炭公司管理。

到了 1970 年全国企业管理权
限下放，这 3个厂子又下放给宁夏
管理。

宁夏当时煤炭行业主管部门
是燃化局，煤炭、化工行业都归燃
化局管。燃化局接收一、二、三厂
后，决定成立西北煤矿机械总厂，
具体管理一、二、三厂和西北煤矿
技工学校。

当时国家正式批准的有 4个县
团级单位，就是一、二、三厂和技工
学校，技工学校也是同期煤炭部办
的学校。

从当时的情形分析，一方面燃
化局按照煤矿管理体制，即矿务局
管煤矿的体制，想成立一家单位具
体管理一、二、三厂和技工学校；另
一方面也是为了安置“文革”受迫
害的老干部，在成立总厂时，矿务
局系统许多受迫害的老干部先后
被安排到总厂担任领导。

1973年，自治区和煤炭部批准
成立总厂时，企业名称是西北煤矿
电器厂，在后期的发展中又改名为
西北煤矿机械厂，最后又叫西北煤
矿机械总厂。主要负责管理一、
二、三厂和技工学校这一片，全长
7.5公里。

总厂成立后，从矿务局及周边
一些单位来了一大批干部，后来贺
兰山煤炭公司又来了许多干部。

成立总厂并没有真正把一、
二、三厂全统起来，一、二、三厂始

终保留着法人资格。因为这 3 个
厂都由原厂成建制搬迁过来，生产
的产品不一样，地区也不一样，
人们的生活习惯、民风习俗等都
不一样，想把 3个厂的人融合到一
起很难。

在那个历史时期，实际上总厂
就是机关，名誉上它是个实体，其
实仅仅起了一个上传下达的作用。

在 1980年左右，总厂想把一、
二、三厂按专业化进行整合，即把
各厂相同重叠的设施、工艺分类
整合，比如把一、二厂的锻造合并
到一厂，把这两个厂的铸造合并
到二厂，而原来都各有各的一套
人马，一些生产环节是重叠的。后
来因两个厂调整的人员难以融合，
大部分来的人又返回原厂，最后没
有搞成。

这几个厂子最早归煤炭部机
械制造局管，交地方后，从行业讲
依然归煤炭部机械制造局管。

1983年厂领导班子调整中，将
年龄大、文化程度低的原总厂领导
班子“一刀切”，一批新人走上厂领
导岗位。新领导班子组成后，正逢
国家抓企业整顿、企业管理，总厂
才跟着抓起了企业管理。

1984年，在国家倡导领导干部
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
时，王发清被选拔到总厂当副厂
长，后来担任总厂厂长。当时，二、
三厂和总厂共有全民职工 7600 多
人，加上集体职工，近 1万人，其中
总厂机关就占了 1100多人，企业机
构庞大，人浮于事。这个企业发展
的出路何在？

当时发现总厂其实阻碍了

一、二、三厂的发展，因为一、二、
三厂虽为法人实体，但他们都不
对外，对外完全由总厂负责，而内
部生产则由各厂自行安排，总厂
左右不了各厂的发展，还背着沉
重的包袱。

总厂虽是法人，但不是实体，
既没有产品，也没有销售，不创造
价值，怎么生存？

那时每年主要从煤炭部争取
资金解决总厂的生存，为解决总
厂的生存与发展，首先对总厂机
关和下属企业人员进行了精简压
缩。当时搞了几条规定，采取哪
儿来的哪儿去，后期调进的先留
下，对厂属医院、学校等单位采取
简政放权，鼓励其自主发展。结果
这次改革一次精简管理和辅助人
员 600多人。

也曾设想组建西北煤矿机械
制造集团，但后因各厂的想法不
同，最终没能统起来。最后总厂发
展陷入困境，经请示自治区同意，
撤销了总厂。

从技术和产品质量来讲，这几
个厂子搞产品开发比较早，当时主
要为了生存，技术是从引进仿造开
始逐步演变来的。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提出要
建 10个大庆、10个开滦，一些专家
认为国外的煤炭综采设备效率高，
一个工作面年来煤上百万吨，建议
我国引进。

随后国家从 7 个发达国家的
17 家 公 司 引 进 了 100 套 大 型 综
合采煤设备，但引进后才发现这
些 设 备 与 中 国 的 煤 矿 不 适 应 。
我们的矿井工作面巷道窄，运输
条件也不具备，综采设备一时难
以发挥作用，后来开始挑选一些
典型的矿进行推广。推广中综
采 设 备 的 零 部 件 损 坏 怎 么 办 ？
这种情况下国内的煤矿机械厂
都开始制造国外综采设备的零
配件，国内第一台煤炭刮板输送
机 是 1982 年 在 一 厂 研 究 成 功
的；二厂是皮带输送机，其产品
研究成功也比较早；三厂生产防
爆电机。

现在这 3 个企业分别更名为
天地奔牛集团、西北煤机制造有
限公司、西北骏马煤矿电机制造
有限公司，石嘴山市逐步形成了
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煤矿机械制
造业基地。

（摘自《石嘴山往事》）

与西北煤矿机械厂的变迁

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
上，有许许多多家庭因敌人的
残酷迫害而家破人亡，但他们
在面对敌人以家人生命相威胁
时，毅然选择为革命事业牺牲
小我，中共宁夏工委第一副书
记孙璞的家人即是如此。受红
军影响，孙璞三兄弟先后参加
革命，国民党当局将其父亲逮
捕入狱并威胁道：“只要孙璞兄
弟回来，不给共产党做事，就可
以放人”。由于父亲拒不妥协，
最终被敌人折磨致死。

孙璞，1915 年 8 月出生在
宁夏盐池县一个牧民家庭，祖
辈以放牧为生。1935 年，孙璞
中学毕业后回盐池县城完小任
教。1936年 6月，西方野战军在
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红七
十八师韩先楚部解放了盐池
县。当时孙璞目睹了红军纪律
严明、秋毫不犯、官兵平等、尊
重群众等场面，于是暗下决心，
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

新成立的盐池县委吸收了
大量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参
加革命，到各区乡开展宣传教
育工作。孙璞响应党的号召，
踊跃报名，后被分配到盐池县
三区五乡任文书，由于工作成
绩突出，在县委书记王敬民的
培养下，1938年 6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1942年 7月，回到宁夏任
盐池县代理县长。

自从参加革命后，孙璞就
把一切献给了党的事业，在主

持工作期间，带领人民群众开
展开荒种地、打盐运盐、办合作
社、大生产运动等工作，亲自指
挥盐池县游击队配合西北野战
军和回汉支队的军事行动，与
马鸿逵部队及清乡团展开了顽
强的游击战，有力地打击了敌
人，鼓舞了盐池县人民的斗志，
巩固了革命根据地。

1948 年夏，中国人民解放
军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反
攻阶段，战争形势迅速发展。
随后，西北野战军收复了陕甘
宁根据地，把战线推进到西安
附近，解放宁夏的问题逐渐提
上日程。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
成立中共宁夏工委，孙璞为第
一副书记。工委的主要任务是
为解放宁夏做好一切准备工
作。1949年 9月中旬，中共宁夏
工委全体成员组成 4个工作组，
由赵忠国书记和孙璞副书记带
队，到已解放的各县协助部队
工作。9月23日，银川解放。9月
24 日，孙璞开始负责银川市工
作。 9 月 29 日,银川市政府成
立，孙璞任市长。

刚刚解放的银川，百废待
兴，孙璞带领新政府班子成员，
协同银川市军管会接管政权，
建立新政权，没收旧官僚资本，
打击残余反革命势力，维护社
会秩序，创立新的社会体制，发
展经济，努力改善人民生活，为
银川市的政权巩固和经济建设
作出了贡献。（据银川党史网）

孙璞：解放后银川首任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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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况的回忆讲述。

原民盟甘肃省委员会负责人之
一的孙寿名，原名义德，宁夏固原
县人，生于 1916 年。他生前在党
的领导下，在西北从事民主爱国
活动多年。 1949 年 8 月被国民党
秘密杀害。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年仅
15 岁的孙寿名，怀着抗日救国的愿
望，入伍于甘肃新一军邓宝珊的新十
一旅，任司书。后到国民党中央军校
第七分校学习，毕业后回原部队任
排、连长及旅参谋等职。

“七七”事变后不久，适逢该部
要派一个抗日先遣营去前方，孙寿名
被任命为先遣营营长。他率领西北
健儿开赴前方，被编入第二十七师，
曾参加过中条山、永济等战役。

1940 年，他被调回西安游击干
部训练班学习，毕业后留校任上校区

队长。当时中共地下党员任教官曾
主动给他做工作，讲解马列主义和党
的政策，使他逐渐对中国革命有了较
明确的认识。

1941 年，他率领旧部张子铭、
石挽澜、高月波、焦国栋等十余人离
陕到甘，希望从国民党内部寻找机
会，打开局面。在担任甘肃省保安
第二团团长期间，他策动了岷县农
民武装起义，但因泄密失败，被调回
兰州软禁。后因没有拿到什么证
据，此案便搁置起来。在此期间，他
刻苦研读马列书籍和毛主席的《论
持久战》等著作，专心致志地投入民
主活动。1943 年，他为了团结进步
力量，有组织地进行抗日民主活动，
秘密联络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
省的进步青年数十人，在兰州成立
了“西北青年民主促进会”，简称“西
进会”，以“主张民主，反对独裁，主
张抗日，反对内战”为纲领，制定了
会章。吸收会员的对象是主张民主
和爱国的军人、公务员和学生。活
动方法是从宣传抗日救国，反对贪
污腐化入手。他被选为领导人之
一。同时，他还代表“西进会”参加
了当时民主党派的联合组织“中国
民主政团同盟”。

1944 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改为“中国民主同盟”，“西进会”接受
中国民主同盟领导，将会员称为民盟
盟员。贯彻民盟中央提出的“主张民
主，反对独裁专政；主张抗日到底，反
对中途妥协；竭诚与中共党员合作，
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的政治主
张，并积极发展武装力量，以甘肃为
活动中心。

1944 年冬季，民盟西北负责人

杜斌丞到固原开展民盟的工作（当
时高桂滋部在固原驻防），与孙寿名
回顾了以往的教训，商讨未来的活
动计划，并决定取消“西进会”之
名。此后孙寿名在平凉和任谦（当
时任平凉专员公署保安副司令）共
策 共 励 ，密 切 配 合 ，坚 持 民 主 活
动。为了掩护同志们秘密集会和研
讨工作，孙寿名领导盟员郭耀山
等，在固原南关租赁杨宏毅的房
子，在平凉北门巷租赁田育民的房
子 ，挂 牌 成 立“ 利 华 股 份 有 限公
司”。当时国民党特务对此已有所
察觉。为了顺利进行工作，孙寿名
遂于 1945年春在平凉担任了国民党
第三十八集团军副官处处长。日本
投降后，该部奉命移驻河南，他途经
西安，又与杜斌丞多次接触。此事
被特务侦知，一到河南，便调任他为
有职无权的高参。

1946 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
定，依靠美帝国主义发动了反共反
人民的内战，对爱国进步人士大肆
屠杀，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
惨遭杀害。孙寿名愤慨地说：“我
们要对敌人以牙还牙，不能束手待
毙。”即电邀在甘肃工作的唐铁僧，
并拟出计划一份，让唐铁僧密交杜
斌丞审阅。这年，他被裁减分到西
安军官总队，便利用失意军人的不
满情绪继续进行工作，启发他们认
清形势，弃暗投明，并发展了一些
盟员。

当时开展工作，他曾多次向《秦
凤日报》《工商日报》投稿，无情地揭
露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报社被
特务捣毁后，他联络高建白、郭建化
等人筹办《民主周刊》，但因特务破

坏，未能办成。后来，他将所写的
《西北青年应有的认识》《纵横西北
观》《西北青年饥饿线上的呼声》《西
北农村建设》等文稿，变换方式，组
成抄件，在盟员联系的群众中秘密
传阅。

1947年春，他与同志们商定，让
唐铁僧、贾耀如、石挽澜、高月波等分
赴陇南、河西、陇东、兰州等地区，设
法打入地方武装进行活动，他本人也
回甘肃到各地帮助同志们工作。他
在兰州与同志们接头后，即到平凉和
固原进行秘密活动。

孙寿名和任谦在平凉居住时，
只有一墙之隔，时时聚首研讨工
作。在党的地下组织的领导和支持
下，1946 年至 1947 年间，他以合法
身份掩护过不少党的地下人员和进
步人士。

为了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孙寿名
冒着极大危险，领导张子明、石挽澜
等，在西安通过同事、老乡等关系，多
次从国民党方面为陕甘宁边区游击
队购买武器弹药。

1948 年秋天，他应韩练成之邀
到兰州，两人多次会晤。当时甘肃
正在扩编保安团队，他认为可以乘
此机会掌握地方武装实力，以便为
迎接解放大西北贡献力量。他与民
盟甘肃省委员会负责同志吴鸿宾、
魏自愚、陈伯鸿等会晤后，决定由他
自己负责军事方面的工作，推动军
运活动。

1949 年 2 月 16 日，孙寿名不幸
被捕。在狱中，他受尽了各种酷刑。
于 1949 年 8 月 22 日，孙寿名在兰州
监狱被敌人秘密杀害，年仅 33岁。

（摘自《宁夏文史资料》第二册）

红色记忆红色记忆 孙寿名：宁夏最早的民盟成员

虎家小园子位于宁夏彭阳
县东部边缘冯庄乡境内，和甘
肃省镇原县相连，地处泾河流
域在蒲河上游的雅石沟河和安
家川河的交汇点。

虎家小园子党支部是固原
地区第一个党支部，也是宁夏
境内农村最早的地下党支部。

虎家小园子坐落于彭阳县
东部边缘冯庄乡境内安家川河
和雅石沟河交汇处的一条弯弯
曲曲大山沟里。这里群山起
伏，沟壑纵横，东面毗邻甘肃省
镇原县三岔镇。

1936 年 6 月，红军西征部
队解放了今彭阳县东北部，驻
防在三岔一带，建立苏维埃政
权，成立抗日组织，并不断向西
推进。深秋时节，对红军知之
甚少的虎家小园子群众，听说
红军很快就要到来的消息后，
大部分人跑到山沟里躲避。过
了几天，三岔传来消息说红军
纪律严明，待人和善。到三岔
红军驻地打探消息回来的村民
王克俭也说，红军待人特别客
气。但是，当腰里别着一支手
枪的张万年和背着一支长枪的
徐步起两位红军干部进入村子
时，许多老百姓还是藏了起来。

这 时 候 ，留 在 村 子 里 的
虎克敏看到进村的两位红军面
带微笑、和蔼可亲的样子，便主
动和红军干部接触，请他们住
在自己家里，听他们讲革命的
道理。在他的影响下，越来越
多的群众消除恐惧心理，积极
配合红军的工作。红军干部
张万年不分昼夜地接待群众，
逐一谈话，了解情况，讲解政
策，待时机成熟，主持召开了全
庄群众大会，宣讲红军政策，民
主选举成立了三岔第三乡苏维
埃人民政府。王克俭任乡主
席、虎克敏任副主席兼文书，并
设有土地、武装、政治、粮秣、调
解等委员，负责抗日组织工
作。办公地点也从虎克敏的家
里搬到堡子山上。

乡政府成立后,虎克敏等几
位地方工作者积极宣讲红军政
策，组织群众打土豪分财产，运
输粮食支援红军。1936年 12月
一个寒冷的夜晚，在虎家小园
子堡子山上的窑洞里，张万年、
徐步起主持了虎克敏，王克俭、
王国政、虎克贵等 5名新党员的
入党宣誓仪式。摇曳的油灯
下，5 名平日面朝黄土背朝天、
老实巴交的农民，向着鲜红的
党旗举起了右手庄严宣誓，固
原境内第一个党支部正式成立
了，虎克敏任党支部书记，王克俭
和另外一位同志为委员，王国政、
虎克贵为成员。党支部成立后
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级
党组织决定虎家小园子党支部

的活动由安家川扩大到三岔、
孟塬、马渠一带，虎克敏带领支
部一班人夜以继日地工作，在
不到 4 个月的时间内就发展了
10多名党员。他们深入发动群
众，调查了解敌情，掌握敌人动
态，积极向上级组织汇报，紧密
配合红军开展地方工作，广泛深
入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打土豪、
分田地的政策，掌握群众思想，
消除群众顾虑，动员群众起来与
当地土豪劣绅、反动武装进行针
锋相对的斗争。

当时，安家川保的保长刘武，
仗着固原县伪保安队中队长卢
业广的关系，欺压百姓，无恶不
作。在群众中大搞反动宣传，
疯狂地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甚
至威胁恫吓群众不准参加红军
召集的村民大会。虎家小园子
党支部及时将这一情况向驻三
岔工作团团长（时任曲子县委
书记并兼任固原县委书记）的
李庭序作了汇报，经上级党组
织批准，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
极支持和密切配合下，逮捕了
安家川保的保长刘武，并送到
三岔工作团的驻地关押。贪生
怕死的刘武经审问教育，供出了
他所藏匿的枪支和苛榨下的大
量银圆等物，并主动要求给家里
写信，让赶快把枪支等全部交
出。他家先后交出长枪 5支、手
枪 10 支、银圆 500 块、麦子 5 石
以及铺子里的全部东西。这次
除恶行动，不仅打击了当地土豪
劣绅的嚣张气焰，而且还有力地
支援了边区红军。

后来，由于三岔工作团发
展政权组织的需要，虎克敏和
王克俭被调往老庄壕组建新
区。撤离老庄壕后，虎克敏又
调任三岔区委工作。虎家小园
子党支部经调整后，继续坚持
工作。

1938 年，国民党自卫队队
长卢业广指示其部下祁杰山和
伪保长柳生海乘国共合作、共
产党一心抗日不打内战之机，
企图占领小园子。安家川副保
长、中共地下党员杨国仓到三
岔向党组织报告了敌人马上要
占领虎家小园子的情报。虎克敏
接到情报后，冒着生命危险，马
上向当时曲子县委书记徐锡铃
请示对策，但由于当时敌情复
杂，党组织未能及时果断采取
措施，致使虎家小园子支部遭
到了敌人的破坏。敌人占领虎
家小园子后，开始疯狂地搜捕共
产党员，部分暴露身份的党员被
迫转移到边区，未暴露身份的隐
藏了起来。由于白色恐怖严重，
支部工作中断。直到解放战争
时期，这一带党的组织活动才重
新恢复。

（据固原市委党史研究室）

虎家小园子：诞生宁夏农村
第一个党支部

宁夏天地西北煤机有限公司。（资料图片）

孙寿名。（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