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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十大建筑是 50 年代社会
主义建设成就的标志性建筑。1959
年 9月，北京人民大会堂落成以后，
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意见，以全国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设计、命名了会
议厅。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决定，各
省、自治区自行设计布置。

人民大会堂会议厅作为人民
代表参政议政的场所，“宁夏厅”作
为与外省区交流的一个窗口，广大
干部群众都希望把宁夏厅布置得新
颖别致，能体现地方特色和民族特
色。这样，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委
员会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刚从北京
调来宁夏任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的黑伯理同志。

人委会办公厅为了圆满地完
成这项艰巨任务，先后派同志到
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军事
博物馆查找毛主席的手迹，又在
毛主席所有的诗词中寻找《清平
乐·六盘山》词中的字，希望把这
些字拼起来组合成一首词。但
是，找到的这些字连起来的词特
别别扭，体现不出毛主席书法艺
术的特点。最后，黑伯理就向审
查委员会提出了向毛主席求字的
构想。因为黑伯理曾经在北京工
作过，跟董必武的秘书关系密切，
可以通过董必武向毛主席求字。
这样，黑伯理利用到北京出差的机
会，向董必武副主席的秘书提出了

想法，并给董必武写了一份信。
董必武看了信后非常重视，殷

切地说：“主席一般是不愿意为人
们写书法作品的，但考虑到宁夏回
族自治区是一个回族聚居的地方，
我估计毛主席会写，我来替你们说
说看。”便写信向毛主席说明情况，
请毛主席写《清平乐·六盘山》一
词。直到 1961 年 9 月 8 日，毛主席
在庐山会议的休息期间，用 6张 16
开宣纸书写了《清平乐·六盘山》，
并给董必武写了一封短信：“必武
同志，遵嘱写了清平乐一词，如以
为可用，请转交宁夏同志，如以为
不可用，可重写。祝健康。一九六
一年九月八日。”

董必武十分关心少数民族地
区的发展，1963 年 10 月到宁夏视
察，除了听取当地党政领导同志的
汇报，还专门约见民主人士听取发
展宁夏的意见和建议。董必武指
出，西北地区特别是宁夏地区要注
意植树造林，这样做可以保持水土、
调节气候，还可以解决群众的盖房
和烧柴问题，是为子孙后代造福的
大好事。他提醒当地政府要妥善地
解决好林权问题，要照顾国家、集体
和群众三者的利益，农业方面不要
搞什么高远的东西，一切从实际出
发，要因地制宜发展生产。

（据《中国青年报》、中国共产党
新闻网）

董必武：始终密切联系群众

肩负使命首次经停宁夏

1926年 8月，党中央应冯玉祥
的请求，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中
山大学留学生中选派 20 余名中共
党员到冯玉祥部工作，时年 23岁的
邓小平（当时名为邓希贤）就是其中
之一。1927年 2月，邓小平、王涤亚、
朱逸尘一行 3 人从莫斯科出发，骑
乘骆驼，经由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
兰巴托）穿越沙漠，来到宁夏，住在
银川市鼓楼南街的宁夏后方留守
处。这个留守处，实际上就是共产
党的后方党委和接待处，留守处处
长王一飞负责接待工作。邓小平一
行，在银川休整约两周时间。期
间，他们利用各种机会了解宁夏的
社会状况和人民生活情况以及宁
夏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等。他们
也向当地的青年学生宣传马克思
列宁主义，介绍十月革命胜利后社
会各阶层的变化、政权建设、经济建
设等情况。

2 月底，在王一飞的安排下，
邓小平、王涤亚、朱逸尘同《中山日
报》编辑兼记者刘贯一，因病留在
银川的西北军事政治干部孔广耀、
彭桂林 6人结伴同行，骑马经吴忠、
灵武、同心、固原前往西安。在每日
的行程中，邓小平向随行的同志讲
苏联革命故事，进行革命教育。沿
途每到一处，邓小平同志都调查当
地的百姓生活和风土人情，并积极
做好宣传发动群众工作。

历经一个多月，行程 1000多公
里，3月底，邓小平一行抵达陕西西
安，被分配到中山军政学校工作，担
任政治处长兼政治教员，并任学校
党组织书记。

为革命两次转战宁夏

在距离首次驻足宁夏 8 年之
后，1935 年 10 月，时任红一军团政
治部宣传部部长的邓小平，跟随中
央红军经过艰难的长征翻越六盘
山，第二次踏上了宁夏的土地。

在宁夏的日子里，邓小平同志
随军行动，先后在隆德、西吉、彭阳、
固原驻扎，同广大红军指战员一起
战斗生活，并亲历了隆德山坡、固原
青石嘴、彭阳白阳城战斗。

几个月之后，西方野战军剑指
宁夏，兵锋所指，所向披靡。1936年
5 月，在党中央作出西征的重大战
略决策后，已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
主任的邓小平，第三次来到宁夏，率
部队分别驻固原七营（今属海原七
营镇）、马莲窝子、吊嘴子、双井子等
地，军团指挥部驻七营镇，邓小平带
领政治部的部分干部战士住吊嘴子
村内。在这里邓小平与时任政治部
主任的朱瑞同志对驻防该地的国民
党东北军，开展了大量统一战线工
作，争取与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互
不侵犯，并与东北军白凤翔部秘密
签订了《停止冲突互不侵犯协议》，
分化了敌人，发挥了我党统一战线
工作的威力。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
对西安事变的爆发和全国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

1936年 10月，红军三大主力先
后在会宁和西吉将台堡胜利会师。
10月 21日，邓小平与刘伯承、贺龙、
聂荣臻、任弼时、左权在西吉县平峰
镇会面。23 日，邓小平与聂荣臻、
左权在将台堡致电党中央毛泽东同
志，报告会师情况。24 日，邓小平
同志在将台堡向红二方面军营以上

干部传达了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
国主义的策略》和瓦窑堡会议精神，
并作了统一战线及少数民族地区工
作报告。

邓小平同志第三次到宁夏，留
下了很多感人的事迹，当地流传着
不少他的故事，如《邓小平在七营》
《邓小平背粮》等，集中表现了在革
命年代，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不畏艰难险阻，追求民族独
立解放的精神，体现了他们以身作
则，与广大官兵和老百姓同甘苦、共
患难的宝贵品格。这些故事被载入
地方志，至今为人们所传颂。

1936 年 8 月 1 日，为纪念南昌
起义 9 周年，军团政治部在七营镇
清水河东岸的河滩上搭起舞台，举
办联欢晚会。当天晚上，广大官兵
和附近群众都早早来到舞台前等
候，就连东北军的一些官兵，也装扮
成当地百姓模样来观看红军官兵的
精彩表演。在晚会进行当中，直属
队的同志提议邓小平表演节目，在
大家的强烈要求下，邓小平走上舞
台，用法语为大家演唱了《马赛曲》，
高亢嘹亮的歌声博得了台下的阵阵
掌声，把晚会推向了高潮。

为建设发展四到宁夏

1964年 3月，时任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彭真来宁夏视察工作。列
车抵达银川站已是凌晨 1 时，为避
免打扰地方同志，邓小平、彭真一行
在列车上就宿。翌日 8 时许，在自
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杨静仁、第二书
记李景林等人的陪同下，邓小平、
彭真一行参观了市容市貌和玉皇

阁、承天寺、海宝塔等名胜古迹，并
在海宝塔前合影留念。随后，在自
治区人民委员会听取了自治区的
工作汇报后，邓小平同志对宁夏的
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强调要动
员各方面力量加快宁夏社会主义
建设。邓小平指出，宁夏作为少数
民族地区，特别是西海固地区，一定
要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做好民
族统战、宗教工作，回汉人民团结起
来把宁夏建设好。

视察期间，邓小平、彭真还抽
出时间到杨静仁办公室查看了宁夏
贺兰山防空图，与杨静仁、李景林以
及宁夏军区政委江波一起，分析贺
兰山天然屏障和现有防空设施的
特点及在未来战事中的重要意
义。邓小平指出，要进一步加强防
空设施的配套与维护，保证一有情
况就能派上用场。邓小平、彭真等
中央领导的这次宁夏行，实际上还
有指导“三线建设”的重要任务。当
时为了保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关
于“三线建设”的指示内容未作公开
报道。

下午 5时，邓小平、彭真一行登
上专列，离开银川。邓小平此次宁
夏行，是他革命生涯中的第四次，也
是他毕生最后一次来宁夏。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一直
深切关注着宁夏的规划与发展。
1983年 3月 2日，他和几位中央负责
同志谈话时说：“到 20世纪末实现翻
两番，要有全盘的更具体的规划，各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要有自己
的具体规划，做到心中有数。”他还特
别强调，“落后的地区，如宁夏、青海、
甘肃如何搞法，也要做到心中有数”。

（据《共产党人》）

邓小平四次宁夏行
宁夏是一片红色的土地，从革命战争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等各个历史时期，这片土地上流传着无数可歌可

泣的斗争故事，也镌刻下了老一辈革命家们在这里挥斥方遒、指点江山的英雄壮举。邓小平同志曾先后四次到
过宁夏，给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和珍贵的历史片段。

盐池县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和边区的西北门户，具有十分重要的历
史地位。在抗战中，盐池县发生了许多感人的故事。

为抗日红军筹粮

1936年 11月下旬，红军三个方面军在联合作战取得了山城堡战役重
大胜利后，全部后撤到陕甘宁三省交界地带的山区休整。红军前敌总指
挥部（总指挥彭德怀、政委任弼时）驻在盐、定交界处的梢沟塬村。此时，
毛泽东电示李维汉、董必武在定边成立“筹粮委员会”，由李维汉、董必武
负责，高岗、贾拓夫均为委员。

筹粮委员会成立以后，马上在盐、定两县开展筹粮工作，至今，在宁
夏博物馆还保存有向盐池县南区三乡农民白天义借谷子二斗五升的《借
粮证》。上面写着：“为着抗日战争胜利，保证抗日红军给养，征求爱国人
民自愿地借粮给苏维埃，以便充分供给抗日红军，这是每个不愿当亡国奴
的人民的光荣义务!”

毛主席甘当“运盐政委”

抗战时期，国民党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把边区军民逼到了几乎没
有衣穿，没有油和菜吃，没有纸用的生死边缘，战士们没有鞋袜，工作人员
冬天没有被子盖。党中央毛主席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伟大号召，同
时首先想到了“到盐池驮盐去”。

党中央和边区党委派王震 359旅部队四支队到盐池打盐，三边专员
罗成德亲自带领干部下湖打盐。据统计，1939年三边产盐 19万驮（每驮
平均 200斤左右），1940年 23万驮，1941年 29.9万驮，1943年 38.8万驮，边
区军民将这些盐运往西峰、关中、西安等地，换回急需的粮食、棉花、布匹
等等，为缓解经济困难，支援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为抗战情愿出人、出粮、出钱

在盐池县档案馆，有一份 1940 年 2 月 13 日的《盐池县扩征工作报
告》。“扩征”就是在正式征集之后又增加的数额。这次三边分区给盐池县
分配的扩征任务是粮食 600石（每石 500斤），扩军 40名，募集抗日救国券
1万元。结果在半个月之内完成征粮 761石 2斗 2升，募集救国公债超额
570元。虽然当时老百姓都很困难，但是，为了抗战，大家情愿出人，出
钱，出粮，都很踊跃。“报告”中说，征粮都是在大会上一石、两石、七斗、八
斗自己报名交纳的。有些贫困户不应出粮，但他们也报名要求出粮，如四
区五乡回六庄的回民，原本不计划征他们的粮，但他们自愿交出 10石；三
区三乡的赵国珍自报交 4石，众人觉得他负担太多，一致提出减少，结果
拿了 6斗；一区贫困户李三成、姚学林、田举等，也在大会上报名一定要出
粮，结果每家 4斗。还有实在无粮可交的人，自己报名帮助纳粮多的人把
粮送到粮站。扩军，捐款工作也是一样，还互相竞争比赛。

1938年，盐池商会甘草庄在 7天之内就募集军鞋 500余双；全县还募
集羊皮，为前方缝制皮衣 142件;1940年，募集救国公债券 10570元；1941
年完成救国公债券 16000元，还超额完成了救国公粮。每年秋收后，群众
都争着早交粮，交好粮，一边打碾（米谷都要碾成黄米、小米），一边赶上
毛驴爬山涉水，把粮草送往粮站和前方。

全民支前抗战

在抗战期间，盐池县真正做到了全民动员，成为边区的铜墙铁壁。
全县青壮年除了参军参战而外，在家的 2000多自卫军（民兵）都组织了起
来，少年儿童也组织了少先队。自卫军平时除了站岗放哨、锄奸防特、传
递情报而外，还要随时准备协助部队参加战斗。当时的鸡毛信传递，就像
运动场上的接力赛跑。信传到谁手里，不管他是正在吃饭或睡觉，要扔掉
饭碗马上就走，绝不能等到饭吃完或者睡到天亮了再走。

当时的盐池人民，除了要搞好生产，种好田，养好畜之外，还要承担
大量的战地公勤任务，不惜用自己仅有的一斗粮，分出来半斗来支援革
命，一分钱掰成两半，一半支援革命，用肩扛，背驮，赶着毛驴，赶着耕牛，
支援前线。 ［据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局（馆）］

盐池人民支援抗战的二三事

抗战初期，宁夏也曾有过一个救
亡运动活跃的时期，这是在 1937年的
下半年到 1938年底这一时期。当时，
在全国抗日浪潮推动之下，一方面宁
夏当局也在全省各县建立了抗敌后援
会的组织，并对宁夏民众救亡运动又
未加以积极阻止；另一方面，在宁夏中
小学生及小学教员中涌现出来一批抗
日积极分子，从事于救亡运动之组织
及活动。1938年 1月，首先在宁夏省
城的实验完全小学成立了少年战地服
务团，由宁夏当局批准其成立，并得到
省党部的经济帮助。当时参加这个团
体的学生有 200余人，在这个团体下，
组织了歌咏队、宣传队、剧团营，分别
进行活动。创办了街头壁报，获得了
宁夏人民的欢迎。该团宣传队曾在省
党部帮助之下出发各县工作一次，于
是把抗日救亡的影响由宁夏省城开始
扩大到外县去。

由于实验小学战地服务团的影
响和推动，跟着在平罗也成立了该团
的分团。参加的教员、学生有 100 余
人，工作较为积极。平罗少年战地服
务团分团的话剧团，在宁夏当时是最
好的一个，影响也较大，他们经常有
计划地下乡工作，同时在平罗城内，
也成立了一个少年农村服务团，有团
员 150余人。

其后，由于上述各青年救亡团体
的活动，引起了顽固分子的注意，于是

挑拨离间的各种谣言不断发生，而宁
夏国民党省党部对少年战地服务团，
不但不予帮助，反而加以监视与限制，
终于在是年 7月间，省党部在“统一全
省救亡组织”的名义下，下令取消少战
团，而成立了各校学生的抗战后方服
务团。当时在各种进步青年支持之
下，成立上述抗敌后方服务团的有 10
个以上的中小学校，参加的学生在 500
人以上。

上述各种青年救亡团体，当时曾
经帮助政府进行了各种抗战动员工
作，如献金运动、节约募捐运动、宣传
禁烟法令、进行社训工作以及扩大群
众中的抗日救亡宣传，开始在一部分
群众中启发了他们的抗战热情及认
识，如许多群众争着看他们办的壁报，
及某些商人自动地捐纸办壁报等。

同时，又在平罗县成立了全县
教师战时教育研究会，起初有会员
30 余人，以后人员相继增加，建立全
县总的领导机关，并成立战时教育
研究分会 3 处，工作甚为积极。如讨
论小学教学法及如何选择教材（当
时多选择《全民抗战》《中国农村》等
刊物的文章为教材），怎样做救亡工
作，怎样加强学生课外活动，教员怎
样自修等，曾收到了较大的效果，推
动了平罗学生的救亡运动，并且还
组织了文化合作社。在这个教育研
究会的周围，团结了平罗全县先进

教育人士。
在 1938年暑假期间，宁夏某些地

方曾办暑期训练班，期限一月，训练内
容主要的是时事问题（中日战争）、战
时常识、战时地理、数学、农村问题及
怎样做救亡宣传工作等。在这些训练
班中，又涌现出一些抗日积极分子。

此外，回民救国会及回民教长战
时教育研究会（只限阿訇参加）等组
织也相继成立，唯因官办，故无积极
的活动。

在上述时期内，各种救亡刊物如
《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全民周刊》
《中国农村》《抗战》《解放》《团结》等，
都在宁夏推销起来，许多学生及教育

界人士争先恐后购买。因此，上述各
救亡刊物均可在宁夏推销二三百份。
这些刊物，扩大了抗战影响，团结了一
批先进知识分子。

然而，在武汉失守以后，由于全
国政治形势开始逆转，于是在宁夏的
防共倒退逆流也来了。国民党省党部
下令取缔了一切进步的救亡团体，成
立了以国民党包办并利用其进行‘防
共”“反共”的服务团。同时查禁各种
抗战书报，驱逐先进的教职员，压迫学
生的一切救亡活动。因此，在国民党
打击之下，活跃一时的宁夏民众救亡
运动就沉寂下去了。

（据抗日战争纪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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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对宁夏实施空中打击开始于“七·七”事变后的数
月，即 1937年 11月，延续到 1940年 8月，前后向宁夏出动飞机大约近 200
架次，给宁夏城乡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和重大的人员伤亡。

第一次轰炸：1937年 11月 5日时近中午，人们吃过午饭后不久，日本
飞机 7架突然从东方飞临银川上空，然后由城东向西，沿东西大街一线投
弹、扫射。因风力关系炸弹纷纷落在城偏北一带。因为当时省城尚未对
空设防，警报系统和防空网络均未建立，加之一直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下生
活习惯了的市民们从未遭遇过空袭，也没有见到过这种阵势，所以全市男
女老幼惊恐万分，夺门逃出家院，在大街小巷中无目的无方向地呼喊奔
跑。日本飞机则低空飞行、投弹和向人群扫射，猖狂如入无人之境，给银
川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

第二次轰炸：1938年 2月 20日午饭之后，日本飞机 18架，由北向南
飞，对兰州进行轰炸。我方驻兰州空军第 17航空队立即升空与敌机展开
激烈空战，日机数架被击落。由于日机没有达到对兰州进行空中打击的
预期作战任务，又造成机毁人亡的重大损失，所以在日机返航途中，当飞
临中卫县上空时，为了对中方进行报复，便将剩下的炸弹顺便投到中卫县
城。但因为县城目标小，县城一带农村居住分散，此次日机的空袭没有给
中卫县造成大的损失。

第三次轰炸：1939年 3月 6日中午，日军飞机 12架从山西运城机场起
飞，突然再次从城东方飞临银川上空。由于平常对市民群众的宣传工作
做得不够，对防空疏散的演练和组织工作也没有做好，所以这次虽然能预
先报告敌机袭宁意图，也在城中拉响了警报，而市民们还是不知所措。这
次日本飞机的炸弹又在省城偏南一线落下，不幸的是，在城西南方位的承
天寺塔（西塔）院内所修筑的大型防空洞被炸弹击中。这处防空洞是省地
政局修建的，共有两条，呈“之”字形连接，每条长约 20米、高约 2米、宽约
1.5米。警报之后，洞内躲藏 60余人，而日机的两颗炸弹一颗正中防空洞
的入口处，另一颗正中洞的尾部。洞口立即被炸封死，所以防空洞内的人
很难逃出，造成全部伤亡（大约死亡 40余人，重伤 20余人）。

第四次轰炸：1939年 9月 15日，日本飞机 33架改从宁夏北部入侵。
此时宁夏的防空水平已大大提高，所以这次日机刚一飞临与宁夏交界的
地方，陕坝和石嘴子等地的监哨站就先后给省防空司令部打电话报警，银
川市马上先发预警警报，后发紧急警报，这时全城警察一齐出动，手持小
黄旗沿街逐户组织全市公政人员和老百姓有条不紊按防空预案组织疏
散。所以日机虽然从省城北门开始，一路由北街向南街进行轰炸、扫射，
但是并未给银川造成多大的损失。

第五次轰炸：1940年 8月 28日，日本军方出动飞机 87架，分别对陕甘
宁三省广大地区进行大规模空袭。日机十数架，在执行轰炸兰州任务完
成之后，于返航时飞经灵武上空，当时天色已晚，日机飞行员发现地面有
火光便投下数枚炸弹，弹着地点均在黄河岸边的湖滩地上，未造成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给灵武县城乡人民群众带来一场虚惊。

1941年，为了加强宁夏的防空力量，国民党中央军委令直属炮兵三
团开往银川，高炮部队布防于银川以北的贺兰县立岗堡。这一时期，苏联
也派遣空军部队驻防在兰州，与国民党空军一起，加强西北的防空作战。
苏联红军还经常主动出击，远航到沦陷区，对日本空军基地进行不断打
击。其间苏联飞机曾因中弹或燃油耗尽，多次迫降在宁夏灵武县、宁朔
县、中宁县、贺兰县和阿拉善旗以及陕西的定边县等地农村荒野上，都被
当地人民救助，将飞行员安全护送到兰州，人机均未受到损失。与此同
时，八路军和敌后抗日军民，也经常组织突击队袭扰、破坏日军用机场，炸
毁日本军用飞机，给中苏空军控制西北地区的制空权创造了条件。从此
以后，日本飞机再也不敢侵犯我西北领空了。

（据抗日战争纪念网）

抗战中日军飞机五次轰炸宁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