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汉支队成立伊始就投入了全国人
民解放战争。部队在其成立的三年中，
艰辛转战于三边地区，抵御马鸿逵部队
的进犯，打击清乡团，英勇作战，屡建战
功，为保卫边区的安宁和宁夏的解放作
出了重要贡献。

羊圈山阻击战和王彪台遭遇战。
1947年 3月下旬，宁夏马鸿逵、马鸿宾部
向三边进攻。当侦知马鸿逵部暂编第九
旅先头部队进抵距雷家沟约 20里的明长
城一线时，回汉支队立即连夜撤离，经北
马坊、太平庙，进入定边县，经板窑，撤至
羊圈山。23日，马鸿宾部第一〇三团、第
一〇四团向羊圈山袭来，回汉支队利用
有利地形，组织实施阻击。经一昼夜激
战，击退马鸿宾部。之后，因马鸿逵部相
继侵占了盐池、定边、安边等县滩区，回
汉支队决定转入盐池、定边南部山区进
行游击战争。

4 月上旬，回汉支队改编为宁夏人
民解放军后不久，在转战到陕甘宁交界
处定边县刘峁塬乡王彪台村时，与马鸿宾
部骑、炮兵各一个连遭遇双方展开激
战。八支队因抢占了大坝嘴塬上的制高
点，没有遭受损失。支队在与敌交战中，
遭猛烈炮轰，战斗一开始就陷于被动。
接着又被敌三面包围，后面是一条大沟，
被迫背崖作战。由于兵力、武器差距悬
殊，部队受到严重损失。战斗至夜间，大
部分战士跳崖撤退，支队长刘振宇负伤
被俘。当夜，突围部队撤退到范塬畔与
八支队会合，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向
环县老爷山靠拢，争取与陇东军分区保
安二团会合。到达老爷山后在保安二团
的协助下，收拢了部分被打散的队员。
这次战斗宁夏人民解放军共伤亡 40 余
人。次日，宁夏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在老
爷山敬崾崄召开会议，决定将部队撤到
吴旗（今吴起）整训。部队到达吴旗后，
邓国忠调回三边地委，三边军分区派郝
耀接替刘振宇任宁夏人民解放军参谋长
兼一支队队长。失散的战士也陆续归
队，全军尚有 300多人。接着，部队先后
在蔺家砭、金佛坪、庆阳川、三道川等地
进行整训，着重抓思想和形势教育鼓舞
战士树立必胜的信心。同时认真总结了
王彪台战斗的经验教训，开展较正规的
军事训练。在整训期间，三边军分区决
定取消支队和第八挺进支队番号，恢复
回汉支队的建制，但仍保留宁夏人民解
放军的名称。将两个支队的六个分队合
编为四个中队。经过半个多月的整训，
部队情绪稳定了下来，思想觉悟和战术
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4月 11日，宁夏人民解放军配合三
边军分区二八团，冒雨夜行军 60 余公
里，包围惠安堡。两小时激战，守堡的马
部多数溃散，一部被俘，少数钻进炮楼顽
抗。经 7 个多小时围打和向炮楼喊话，
终于使其缴械投降。国民党盐池县副县

长兼警察局局长赵耀西及国民兵副队长
等 30余人被俘缴获枪支弹药及军用物资
一批。

马鸿逵部侵占三边时，盐（池）环
（县）清乡团团长赵清彦等，配合马鸿逵
部侵占甜水堡后，经常窜扰盐池五区、环
县耿湾区和定边六区、定边七区，抢劫民
财，危害人民。5月 2日，宁夏人民解放
军战士抬着云梯，连续急行军，于 3日拂
晓抵达赵清彦部占领的甜水堡，并对堡
城形成合围。当战士移动到距堡墙几百
米时被发现，枪声顿起，战士们猛扑过
去，赵清彦部大乱，弃堡逃走，宁夏人民
解放军跟踪追击五公里将其击溃，并缴
获枪支弹药和牛羊马匹及粮食等物资。
赵清彦带少数随从逃回老家山城区刘家
口子，宁夏人民解放军急奔 40余公里包
围了赵家，于 5月 9日将其活捉宁夏人民
解放军无一伤亡。6月，环县清乡团大队
长敬明君，聚众百余人时常骚扰甜水堡，
股匪苗连祥等人不断抢劫过路客商和当
地群众。宁夏人民解放军得悉后，派出
四个武装便衣跟踪侦察，于赵崾岘将股
匪苗连祥等全部抓获。6月 9日，宁夏人
民解放军在环县游击队配合下，从洪德
区大树塬出击敬明君部，先头部队突击
敬匪一部 30 余人，该匪未敢反扑，狼狈
逃窜，一分队长被抓获。又于垦区（属同
心县）党家畔杨虎岔一带，发现敬匪 100
余人，抢劫群众财物，宁夏人民解放军连
夜追击，俘虏股匪一部。经此一战，余匪
未敢再来窜扰。

1947 年 6 月，西北野战军继蟠龙大
捷后，挥师西进，直取陇东。在此胜利鼓
舞下，宁夏人民解放军（1947年 7月名称
恢复为回汉支队）士气高涨纷纷请战，要
求打出去。宁夏人民解放军决定派金三
寿、何广宽带两名战士，到环县找西北野
战军求援，解决武器装备问题。彭德怀、
习仲勋、张文舟等西北野战军领导亲切
接见了金三寿一行，并决定将攻克环县
缴获的一部分武器分配给宁夏人民解放
军。6月 23日（端午节）早晨，梁大均等
领部队赶到环县，每个战士都换上了新
枪，各连队配备了机关枪、掷弹筒。部队
马上情绪活跃，士气空前高涨。战士们
把这次到环县领枪，叫作“彭总赠枪”。
之后宁夏人民解放军随西北野战军北
上，参加三边战役，收复了定边、盐池两
县城。在收复盐池战斗中，回汉支队奉
命在县城北 20里柳杨堡的土沟村设伏。
7月 7日上午，马鸿逵部骑兵二十团由西
大滩向土沟逃来，遭回汉支队迎头痛击，
敌骑互相冲撞，狼狈不堪。战士们跃身
跳出战壕，追赶敌人，敌骑纷纷落马。此
战，毙伤敌数十人，缴获部分武器和战
马，受到西野副司令员张宗逊的赞扬。
土沟战斗后，部队进驻盐池北马坊一带
休整。根据形势的发展，三边地委对干
部做了调整。郝耀调回三边军分区司令

部，原警三旅八团副营长刘思孝调任支
队长，梁大均任政委，金三寿任副支队
长。支队设立了党的总支委员会，梁栋
岳任总支书记，彭华庵任组织委员，汪毓
斌（杨生桂）任宣传委员。

1947年 8月 8日，西北野战军东进，
佯攻榆林。马鸿逵部卷土重来，三边二
次失陷。回汉支队随同三边党政军机关
再次撤到吴旗一带山区，一面继续整训，
一面防备敌人进攻，并派出一部分人员
担任掩护红井子、余庄子工委的工作。8
月 22日，宁绥工委在吴旗张阳湾召开会
议，讨论了支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
训练工作。接着，在全支队开展整训。
经过训练，部队的军政素质进一步提
高。同时发展了一部分党员，成立了回
汉支队党委，以梁大均、刘思孝、梁栋岳、
金三寿、马立凯为委员，梁大均任书记。

1947 年 8 月底，马鸿逵部试图进犯
三边地委和军分区司令部驻地吴旗。
马鸿逵部以张廷芝三边清乡团做先锋，
进抵孙克崾崄、新安边一带。回汉支队
奉命牵制和监视该团。张廷芝部摸索多
日，得不到三边党政机关的消息，又怕遭
受突袭，于是向定边撤退。回汉支队派
二中队尾随其后，在狼儿崾崄与张廷芝
部遭遇，将其打散。

1948 年 3 月，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
部署，回汉支队在吴旗开始进行以诉苦
和“三查”（查思想、查阶级、查斗志）为主
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这次新式整
军，民主空气浓，宣传形式多种多样，生
动活泼，军事训练严格认真，整个部队政
治素质和军事素质明显提高。8月，增设
回汉支队副政委一职，由梁栋业担任。
这时的回汉支队，下设四个中队和一个
直属通讯排，总兵力最多时达 500余人。
9月初，敌暂九旅一部和团匪张廷芝部侵
犯吴旗，回汉支队奉命配合三边军分区
二团、八团，在新安边一线阻击敌人，激
战一天使敌人未能前进一步。第二天，
回汉支队跟踪敌军到达狼儿崾崄，同团
匪张廷芝部相遇，随即展开激战，打退了
敌人。之后，又击退了偷袭三边军分区
机关驻地风凰寺的团丁。这一仗，对于
保护隐蔽在山后的军用仓库、医院和家
属的安全起了重要作用，受到三边军分
区的表彰。

之后，宁绥工委带领回汉支队在盐
池县游击队的配合下，向宁夏境内发展，
开展游击活动。1949 年 2 月，回汉支队
解放了国民党盐池县里山堡和萌城乡，
取消了保甲组织，解散了萌城乡民兵集
训队，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3月，回汉
支队曾两次挺进同心县下马关镇，围困
地主民团杨正英大寨子，回汉支队围而
不攻，数次写信劝杨正英弃暗投明，交出
武装，杨正英回信允诺解放大军一到，定
交出枪支。后杨正英实现其诺言，交出
所存枪支，并协助解放军剿匪。

回汉支队的光荣历程

1946年 6月，在国民党顽固派挑起全
面内战，准备大举进攻各解放区的情况
下，宁夏工委根据中共西北局关于《紧急
动员准备战争保卫边区的指示》，领导组
织各工委和据点干部，动员移民难民和逃
兵中的回汉族青年参军参战，建立游击武
装。是年冬，余庄子游击队有 80余人，红
井子游击队有 50余人，三段地也建立起
10 余人的游击队，合编于余庄子游击
队。金三寿、马立凯、杨占彪、彭华庵（均
系回族）等在定边城西关回民乡和盐场堡
打盐队回族群众中，组织了 100多人的回
民游击支队。

1946 年底，为适应战争形势发展的
需要，经西北局批准，中共三边地委、三边
军分区决定将余庄子、红井子游击队和定
边回民游击支队合并组建为回汉支队。
1947年 1月 10日在定边城南关召开了成
立誓师大会。三边地委副书记、宁绥工委
书记朱敏，三边军分区司令员曹又参、副
司令员郭宝珊，三边地委统战部部长赵忠国
等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朱敏指出，打击
和消灭进犯三边的马鸿逵部队及其扶植
下的反动民团，保护宁绥工委开展宁夏党
的工作，控制三边西部要地，是回汉支队
的重要任务。17 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指
出：工委应把回汉支队看成是自己的干部
训练队，继续不断地抽调与培养其中的积
极分子，派到宁夏去工作……因此决定该
支地方武装在政治上属宁绥工委领导，军
事上受三边军分区领导。回汉支队的建
立，标志着宁夏人民武装的诞生，肩负起
保卫边区、解放宁夏的重任。

回汉支队为团级建制。刘振宇任支
队长，梁大钧任政委，金三寿（回族）任副
支队长，赵光祖任参谋长，政治干事汪毓斌
（杨生桂）、副官张元书记员孙克人、军医
赵文章、司务长李生福。成立时共有干
部、战士 230余人。支队下辖三个中队，
每个中队下辖两个至三个分队，各级负
责人是:一中队队长马富贵、副队长库连清、
指导员刘申，一分队队长郭生玉，二分队
队长包玉生，三分队队长张介忠：二中队
队长杨继德、指导员彭华庵、副指导员马
立凯，一分队队长纳克孝、二分队副队
长张汉英：三中队队长董英、指导员张
玉林（长征红军）、副队长张元，一分队队
长尹秉翰、副队长马天忠：二分队队长杨
富荣。每分队下设三个班，每班六至八
人。回汉支队武器既少又陈旧，计有步
枪 130 支（能用的只有 81 支）驳壳枪 2
支、轻机枪 1挺、手提式机枪 1支、掷弹筒
2 个、手榴弹 60 多枚、大刀 8 把，有“七
九”子弹 1850 发、“六五”子弹 185 发、马
连匣子弹 115 发、水连珠子弹 165 发、轻
机枪子弹 290发，部分战士徒手。

回汉支队成立后，即开赴盐池县四
区政府驻地雷记沟进行集中整训。宁绥
工委和支队部采取办训练班的办法，加强
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纪律教育。在开展
军事训练的同时，把政治教育列为首要内
容，使全体指战员明确为谁当兵、为谁打
仗，如何具备一个革命军人的基本条件。
经过近两个月的整训，全体指战员在思想
上、政治上都有了较大的进步。

1947年 3月，三边失陷后，回汉支队
被迫向南部山区撤退。4月初，当部队转
移到定边南山吴阳山时，三边地委常委、
保安处处长邓国忠来到驻地，传达了三边
地委、三边军分区司令部命令：扩大回汉
支队编制，成立“宁夏人民解放军”，共约
500人以便造成对敌斗争的声势。

回汉支队的成立

1949 年 9 月，回汉支队配合西北
野战军第十九兵团参加解放宁夏战
役。 1950 年 1 月，回汉支队与原定边
游击大队（县大队）在银川市东郊合编
为宁夏（省）军区独立团。回汉支队这
支革命的民族武装在国民党马鸿逵严

密统治和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发扬人
民军队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革命精
神，与马鸿逵部英勇作战，保卫和巩固
了后方。

在瓦解敌军、围剿土匪、开辟游击区
和新区、恢复和建立人民政权方面，发挥

了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的作用，为保
卫陕甘宁边区、解放宁夏作出了重要贡
献。他们不仅为主力部队输送了优秀的
骨干，而且为宁夏工委训练和培养了大
批回族干部。

（据《宁夏文史资料》）

回汉支队——宁夏（省）军区独立团

回汉支队：为解放宁夏英勇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战斗在陕甘宁地区一支由宁夏籍回汉青年组成的革命武装回汉支队，为保卫边区和宁夏的解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这支

队伍的成长发展在宁夏党史及统一战线历史中具有深远而独特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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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山又名陇山、鹿盘山，位于宁夏
隆德县境，最高峰米高山海拔 2942 米，山
体雄伟壮丽，是红军长征中翻越的最后一
座高山。红军长征期间，有 3支红军部队
先后翻越六盘山，经过宁夏。一支是红二
十五军，一支是陕甘支队（即红一方面军北
上部队，亦称中央红军），还有一支是红二
方面军。这 3支红军部队翻越六盘山，都
不是轻而易举的，而是经过激烈战斗，歼灭
或击溃了敌人，取得了战斗的胜利，才通过
六盘山的。

红二十五军攻占隆德县城战斗

红二十五军是翻越六盘山、经过宁
夏的第一支红军部队，也是率先到达陕
北，迎接中央红军的部队。1935年 8月 17
日，红二十五军从兴隆镇、单家集出发，
沿西兰公路北侧东进。当晚攻占隆德县

城，歼守敌鲁大昌部第十一旅二团一营
大部，俘该县县长、保安团长等 30 余人。
乘胜连夜翻越六盘山。于 9 月 16 日到达
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同陕北红军红二
十六军、二十七军胜利会师。会师后，三
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

陕甘支队（即中央红军）青石嘴战斗

1935 年 10 月 7 日 11 时，毛泽东在
六盘山青石嘴捕捉战机，亲自指挥战
斗；陕甘支队第一纵队 3 个支队协同作
战，歼灭敌东北军骑兵第七师第十九
团两个骑兵连，缴获战马 100 余匹及大
量军用物资。红军用这些战马武装了
侦察连，从此红军有了自己的骑兵部
队。青石嘴战斗结束后，固原守敌令
一个骑兵团赶来增援，与红军担任后
卫的十三大队相遇，十三大队占领有

利地形，打了一场英勇顽强的遭遇战，
歼敌近 200 名，俘获战马百余匹，掩护
主力部队继续前进。

陕甘支队翻越六盘山后，于 10 月 19
日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结束了长征。
不久，在甘泉县下寺湾一带与红十五军团
会师，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番号。从此，中共
中央和中革军委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设在
陕北，为夺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奠定了坚实基础。

红二方面军六盘山南山脚下战斗

1936 年 10 月 20 日，红二方面军总指
挥部率第二军团长征到达六盘山南山脚
下，遭遇敌马鸿宾部第三十五师骑兵部
队和东北军骑兵第六师一个骑兵团的伏
击，敌先后从东北、东南两个方向向红二
军团第四师发起进攻，敌机也飞临上空，

进行扫射、轰炸。四师指战员在师长卢
冬生、政委李井泉指挥下，英勇战斗，顽
强抗击。经数次激战，将敌击溃，掩护主
力部队顺利通过六盘山，于 10 月 22 日到
达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实现了
红军三大主力全部胜利会师，结束了伟
大的长征。

综上所述，六盘山是红军长征的胜利
之山，确有以上光辉战例为证，实至名归，
名不虚传。并已载入军战史和宁夏地方史
志，青史留名，为举世所公认。

1985 年，为纪念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
长征翻越六盘山暨经过宁夏 50 周年，继
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自治区党委和人
民政府在六盘山主峰修建了六盘山红军长
征纪念亭，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题
写了亭名。

（据银川党史网）

为什么说六盘山是“胜利之山”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 1964年至 1978
年间展开的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为宏
大的一次工业体系建设。

简单地说，就是在以四川为中心
的广大西南地区建立相对全国独立
的、“小而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工业生
产体系、资源能源体系、军工制造体
系、交通通信体系、科技研发体系和战
略储备体系。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
因，当时中国 70%的工业分布于东北
和沿海地区，一旦战争开始，中国的工
业将很快陷入瘫痪。为了抗御外敌，
毛泽东提出三线建设的战略构想：把
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战略后
方，分别简称为一线、二线和大三线。
按照中国军事经济地理区划，沿海地
区是第一线，包括沿海和边疆省区，如
北京、上海、天津、辽宁、黑龙江、吉
林、新疆、西藏、内蒙古、山东、江苏、
浙江、福建、广东等。三线则是指长城
以南、广东省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
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地区，包括
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
青海 7个省区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
等省区靠内地的一部分，共涉及 13 个省区。四川、
云南、贵州及湘西、鄂西为西南三线，陕、甘、宁、青
及豫西、晋西为西北三线。相对于西北、西南的大
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腹地称小三线。用今天的概
念来说，它基本上是指不包括新疆、西藏和内蒙古
在内的中国中西部。介于一、三线地区之间地带，
就是二线地区。

20 世纪 60 年代初，面对两个超级大国加紧对
中国进行军事威胁的国际形势，党和国家十分重
视把经济工作中的战备问题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中共中央于 1964 年 5 月 15 日至 6 月 17 日在北京召
开工作会议，中心议题之一就是研究经济工作中
的三线建设问题。从 1964 年秋冬开始，全国上下
广泛深入地进行了三线建设的动员和部署，实际
上又开始了新形势下对国民经济的再次大调整。
根据全面部署，国家决定对一、二线建设采取“停”

“缩”“搬”“分”“帮”的方针，即：停建一切新开工
项目。压缩在建项目，将部分企事业单位全部搬
迁到三线地区，把一些企事业单位中分出的部分
力量转移到三线地区，从技术力量和设备等方面
对三线企业实行对口帮助，较大规模的三线建设
全面开始。“三线”地区是全国的战略大后方，宁夏
属于三线地区。

针对宁夏经历了 1954 年省建制撤销和 1958 年
自治区成立的较大区划变动、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
现状，国家在调整全国工业建设布局中，国务院有
关部门决定在宁夏安排一批列入三线建设范围的
重点建设项目，从 1965 年初开始，由沿海和内地陆
续向宁夏整体搬迁或合并创建了一批大中型工业
企业。这批迁建企业，在迁出省、市党政领导机关
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党政领导机关的密切配合下，建
设项目商定、迁出职工动员、人员设备接送、迁建企
业动工等方面都进行得较为顺利，许多企业创造了
当年破土动工、当年基本建成的工业建设新速度，
受到了国家有关部委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表彰。
1965年下半年，三线建设中一批被列为国家或国务
院有关部委重点企业的大中型骨干企业，在宁夏各
地陆续建成投产。其中包括：7月 1日，由石家庄拖
拉机配件厂迁建的以生产拖拉机、内燃机、汽油机
活塞和活塞环为主的吴忠配件厂，在吴忠县建成投
产；10 月 1 日，由北京仪器厂迁建的以生产电子式
万能拉力试验机、机械式万能拉力试验机、扭转试
验机等为主的青山试验机厂，在青铜峡县建成投
产；10 月 25 日，由大连机床厂迁建的以生产数控车
床、仿形车床、组合车床、铣端面钻中心孔机床等为
主的长城机床厂，在银川建成投产；11 月 15 日，由
大连起重机器厂迁建的以生产起重机、减速器等为
主的银川起重机机器厂，在银川建成投产；12 月 1
日，由沈阳中捷人民友谊厂迁建的以生产方柱立式
钻床、珩磨机床等为主的大河机床厂，在中卫县建
成投产；12 月 31 日，由青岛橡胶二厂和沈阳第三橡
胶厂部分合并迁建的以生产载重汽车轮胎、轻卡汽
车轮胎、轿车轮胎、航空轮胎、子午线轮胎、农用轮
胎及航空轮胎翻新等的银川橡胶厂，在银川基本建
成投产；年底，由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 435 室、
436 室、215 室合并迁建的全国最大的钽、铌、铍生
产科研基地和全国唯一的铍材料研究中心的宁夏
有色金属冶炼厂（又称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
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建成投产。1966年初，又有两家
重点企业建成投产：2月，由大连仪表厂迁建的以生
产插入式、圆环式涡流流量计等流量、压力类仪表
为主的银河仪表厂，在银川建成投产；3月 30日，由
上海自动化仪表七厂迁建的国内规模最大的调节
阀生产厂家的吴忠仪表厂，在吴忠县建成投产。

1969 年，随着中断了两年的全国计划工作恢
复，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执行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此形势下，因“文化大革命”停止的三线建设又继
续进行。1969年 9月 12日，由沈阳中捷人民友谊厂
迁建的以生产全国主要机床厂所需机床铸件为主
的长城机床铸造厂，在银川建成投产；10月 1日，由
辽宁瓦房店轴承厂迁建的以生产广泛用于铁路、石
油、化工、冶金等行业所需各类轴承为主的西北轴
承厂，在平罗县大水沟基本建成投产；同日，由天津
红旗仪器厂迁建的以生产硬度计、冲击试验机、蠕
变及持久强度试验机、包装容器试验机等为主的吴
忠微型试验仪器厂，在吴忠县建成投产；1970 年 4
月 10 日，由山东 732 迁建的以生产军用配套设备等
为主的兴庆机器厂，在银川建成投产；9月 15日，分
别由张家口煤矿机械厂、淮南煤矿机械厂、抚顺煤
矿机械厂迁建的以生产综采普采刮板机、车载机、
破碎机、皮带机、洗选设备、矿井专用设备、各类防
爆电机等为主的西北煤矿机械一厂、二厂、三厂，在
石嘴山市大武口建成投产（1973年成立西北煤矿机
械总厂后统一领导）；1976 年 10 月 1 日，由吉林省
524 厂等迁建的清河机械厂，在固原县建成投产。
按照原定计划，有一批沿海和内地的大中型工业企
业陆续迁建宁夏，后因“文化大革命”被迫中止。三
线建设中陆续建成投产的企业，为宁夏填补工业空
白、改善工业布局、壮大工业基础、增强经济实力，
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宁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大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条件，极大增强
了自治区成立之初的工业基础和经济实力。

（据宁夏党史学习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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