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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红色记忆

1935年 8月，中国共产党发布了
《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族同胞书》。
郭南浦积极参与“中国回族救亡联合
会”的抗日活动。1937年卢沟桥事变
发生后。爱国心切的郭南浦不顾七
旬高龄，在国民党政府允许下到海外
侨胞中宣传抗日救国并募捐到了约
10万白洋的现金，将此款交入国库，
受到蒋介石的接见，被称赞为“抗日
的白发功臣”。郭南浦趁此向蒋介石
建议重视回民教育，平等对待各民
族。蒋介石听了他的意见后，由蒙藏

委员会交给他 30 万元法币，约合 10
万银元，用于兴办教育。

抗日战争时期，郭南浦充分发
挥自己在西北各民族群众中的声
望和影响，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
动。1938 年，郭南浦任国民党甘肃
省参议员、国大代表。当时，山东
马良等人在东京成立了所谓的“清
真堂”，还妄图挟持在西北地区有
影响的马震武，国民政府对此十分
担忧。郭南浦表示：“这是倭寇的
阴谋，我们应予戳穿。”1938 年至

1940 年期间，因国民党政府实行民
族压迫政策，固原、海原、隆德等处
连续发生了 3 次反蒋起义。为了不
把事态扩大，当时国民党第八战区
司令长官朱绍良利用回民上层诱
降回民起义领导人，邀 请 郭 南 浦
等十多名回族知名人士参加组成

“慰问宣抚团”，规劝起义首领马英贵、
马国琳、白受彩 3 名首领投降，但此
3 人归降后均被国民党当局杀害。
郭南浦晚年每谈及此事都有难言
之疚。

抗日救亡存大义 民族团结谋复兴五

1873年，郭南浦出生在化平厅黄
花乡杨家店子村，是家里唯一的男
孩，下面有 3 个妹妹，家境非常困难。
当时化平厅的回民乡亲缺医少药，许
多人生病因无钱医治而死去。郭南浦
的父亲因曾在马化龙府中学了点能
治小病的知识，能识别一般草药用
途，便大胆地上山采药开始看病，天
长日久，名声传开，竟成了化平几千
回民的良医。郭南浦年及弱冠便随
父学医、传授秘方，家庭生活能得布

衣温饱。光绪十五年（1889年）夏，化
平厅遭受传染病致几百人病死，郭南
浦的父母也相继病故。4口人的生活
要他负担，未满 10 岁的妹妹要他抚
养，打柴种地要他操劳，于是郭南浦
白天劳动，晚上在老师张元太指教下
读书。

1894 年，郭南浦参加科举考试
即中平凉首名秀才，后徒步离家到
了沙沟（现西吉县沙沟乡）面见伊斯
兰教哲赫忍耶沙沟派教主马元章。

马元章见郭南浦虽衣衫破旧，但气魄
非凡，是个有志之人，问他有无技能，
郭说略懂中医。马元章即给郭南浦
100 两银子作本钱，到固原黑城子自
己的店铺里卖药行医暂且糊口，之后
娶锁家姑娘为妻开始了相对安定的家
庭生活。郭南浦在黑城子行医 10年，
买药看病的人很少，收入不能维持家
庭生活。他的夫人锁氏经常领着女
儿给人做小工维持生活。

1903年春，甘肃张家川的马千山

和马元章族中子侄辈打了架，气愤不
平，上兰州督署告马元章纵子行凶。
陕甘总督升允受理诉案，调马元章到
兰州应诉。马元章无意和马千山对簿
公堂，便召集家人商议征求谁愿代表
他去兰州打官司。郭南浦毅然表示愿
往，马元章侄子马绍武也愿同往。
在兰州第一次对簿公堂中，马绍武
出庭没有辩过马千山，第二次郭南浦
出庭辩败了马千山，打赢了官司宣
判马千山败诉。

少年遭疾苦 医者仁慈心一

郭南浦打赢了官司，深得兰州回
民的信任和拥护，不想回固原即在兰
州安家落户。但苦无正当职业，生活
也日渐紧张，时有断炊之虑。正在进
退两难之际，兰州驻军督统陆洪涛贴
出招请为女儿医治脚疮良医的告
示。郭南浦看过告示毅然揭榜，此举

名曰“揽榜”。陆洪涛立刻传见郭南浦，
付他白银百两暂作买药之费。经过月
余陆女脚疽痊愈。名声传出，郭南浦
行医一举成名。陆派郭为副官，从此
郭在兰州生活逐渐富裕，开始了他疏
财仗义，广交朋友的社会活动。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郭南浦

以高超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救治回
汉各族百姓，病人遍及陕甘各地，被
誉为神医“郭善人”。他精心研制出
许多中医方剂，如专治妇女不育症的

“女金丹”和含有 100多味中草药，治
疗胃溃疡、肠溃疡效果很好的“人参
八宝丹”等。

揣秘方兰州“揽榜”“郭善人”享誉四乡二

1909 年，郭南浦加入同盟会。
之后，郭南浦介绍于右任到沙沟面
见马元章，希望通过动员马元章号召
西北回民赞助革命一致反清。马元
章表示赞助革命，并派人护送于右任
到平凉。郭南浦将自己加入同盟会
的情况告诉了马。

马元章亲书一条幅，上书“业精
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遂”。
郭南浦一生以此为座右铭。

郭南浦在兰州专心从事公益事
业，出钱修建了一所回民小学等，其
一生没有积蓄两袖清风，得到了兰
州回汉群众的好评，成为兰州地区
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虽为一世名
医，但向来乐于施舍，到晚年全家几
十人却落户于兰州市沙场巷一个极
为陈旧的小院落。郭南浦平素对兴
办回族教育、培养青年学生非常热
心，受过他资助的学生，在甘、宁、青

地区不计其数。1929年，甘肃、宁夏
遇到百年不遇的灾害，郭南浦不仅
自己慷慨解囊，还动员社会各界为
灾区募捐，并亲自组织人力物力到
灾区救灾。

抗战时期，郭南浦在甘肃固原、
海原、隆德、泾源、西吉（此五县时属
甘肃省管辖）兴办省立生活学校（相
当于小学，后改名中心学校）7处，培
养出了不少回民知识分子。

求进步加入同盟会 念大众好做公益事三

民国初年，甘肃省长张广建、督军
陆洪涛委任郭南浦为省府参议、督军府
顾问，同时也是国民党在回族中唯一声
望素著的老党员。郭南浦与回汉各界
贤达均有交往，可以说“友天下公”。

1928年，甘肃守军刘郁芬对少数
民族有偏见，激起了马仲英等人武力
反抗国民军师长赵席聘。郭南浦说

马仲英的造反事出无奈，刘郁芬不应
该实行欺回政策，无故造成西北回汉
百姓的灾难。郭南浦也斥责马仲英
不应该到处攻城略地屠杀无辜百姓，
为刘郁芬镇压河州回民制造借口。
1932年，甘肃省主席马鸿宾被冯玉祥
国民军师长雷中田扣押。郭南浦不
惧危险，规劝雷中田释放马鸿宾:“放

了马鸿宾风平浪静，杀了马鸿宾风云
激变。西北是回民聚居区，马鸿宾在
回民中颇有威望，你杀了他会惹起回
民的反对，你要想主政甘肃，你与
回 民 的 关 系 搞 不 好 是 不 会 安 定
的。”雷中田赞许郭南浦的中肯和善
言相劝，后在各方人士斡旋下释放了
马鸿宾，从此郭、马成为莫逆之交。

德高望重行天下 与人为善和事佬四

1949 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
野战军解放大西北兵临兰州。时任西
北军政长官的马步芳邀郭南浦、马震武
等同逃海外。郭南浦以“老朽无用，不
能乘飞机，有生之年不多，想在故土埋
身”为辞没有随行。同年 8月 26日，兰
州解放万民欢笑。郭南浦等欢迎人民
解放军解放兰州，受彭德怀司令员之
托，与各界回族开明人士座谈，动员回
汉群众主动欢迎解放军，表示拥护共
产党，愿为解放大西北效力。

兰州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十九兵团开始进军宁夏。为减少战争
破坏减少人民财产损失，中共中央决
定用和平方式解决宁夏问题。为此，
十九兵团政治联络部部长甄华在兰州
广武路登门拜访郭南浦，邀请他为和
平解放宁夏贡献力量。郭南浦表示钦
佩并拥护和平解放的方针。甄华用探
询的口吻说:“本想请郭老先生宁夏一
行，考虑你年事已高，远行不便，是否
另行推荐别人？”郭南浦激动地说:“我
已是垂暮之年，有幸为国为民做点好
事，实属求之不得，我愿亲赴银川，面
说马鸿宾认清形势，当机立断，接受和
平解决。”甄华考虑到郭南浦已年逾八
旬，不便奔波劳碌，而且进入宁夏要冒
风险，一时难下决心，郭南浦坚定地表
示:“为了宁夏百姓的解放，拼了我这条
老命也值得。至于汽车问题我自己设
法解决，只要闯过马鸿逵的防地，我可
通知马鸿宾保护我。”

郭南浦在甘肃和宁夏的回族宗教
界、军政界有很高的威望和影响。为
赴宁夏他又召集与宁夏军政界有关系
的人协商。组成赴宁夏“和谈代表
团”，于 9月 13日中午在解放军之前到
达中宁县城。在郭南浦的积极奔走说
服下，马鸿宾与解放军最终达成和平
协议，在宁夏中宁签订了《关于和平解
放宁夏问题之协定》。1949 年 9 月 23
日，解放军雨夜进入银川城，宣告了宁
夏的和平解放。为了褒奖郭南浦在和
平解放宁夏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
用，解放军十九兵团全体指战员赠给
先生一面由李志民亲笔书写的锦旗，
上书“和平老人”四个大字。自此，人
们都尊称郭南浦为“和平老人”。

1949 年 9 月 21 日，郭南浦受中
央民委的邀请赴北京，参加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受到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并一起
合影留念。（据《宁夏党史故事》《兰州
日报》、固原党史网）

人民解放大势所趋
免战促和义不容辞六

郭南浦：担道义阻止战乱 念民生济世悬壶
郭南浦（1873年—1958年），回族，正名福金，又名南浦，祖籍宁夏金积堡。1873年出生在化平厅（今宁夏泾源县）黄花乡

杨店子村，是20世纪前半期西北地区十分重要的人物，在和平解放宁夏中作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和平老人”。

1938年 7月 2日，国民政府公布《抗战建国纲领》。其内容为：
中国国民党领导全国从事于抗战建国之大业，欲求抗战必胜，建
国必成，固有赖于本党同志之努力，尤须全国人民勠力同心，共同
担负。因此本党有请求全国人民捐弃成见，破除畛域，集中意志，
统一行动之必要，特于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外交、军事、政治、
经济、民众、教育各纲领，议决公布，使全国力量得以集中团结，而
实现总动员之效能。

在“抗战建国”运动的鼓舞下，西北的战时工业和民族工商业
得到迅速发展。日军侵占华北和绥远，宁夏与平津的商路阻塞，
货物来源中断，人民生活和军政需要遭遇很大困难。宁夏官商各
界着手兴修道路、兴办工业、加强农业，以解决迫切的需要。

20世纪 30年代初，宁夏只有 3条省际干线：宁夏分别至包头、
兰州、平凉，以及 4条省内支线：银川分别至盐池、灵武、豫旺堡、定
远营。马鸿逵入主宁夏后，于 1933年成立宁夏省道管理处，并制
定了《宁夏省道建设计划》。从 1934年至 1936年大规模筑路，完成
了宁包、宁兰、宁平公路的改道和修筑，修筑石嘴山至大坝畜力车
道和农村道路。抗战前后，整修宁夏至平凉公路，西安行营工程
处也对西兰公路进行了修缮，使其成为宁夏与陕西、甘肃交通的
重要路线。1940年宁夏境内的公路汽车运输业务由国民政府交
通部统一管理。交通部对宁兰、宁平两条线路逐渐修筑，提高了
省道干线的质量。公路兴修推动了宁夏汽车营运业务的开展，但
主要还是为政府的军事政治活动服务，民间的商业往来、货物运
输依然靠驮运、大车及黄河水运。1934年，宁夏开始了航空运输
这一新兴交通事业，由中德欧亚航空公司开通宁兰支线，后延至
包头，机场也由东昌、新满城、西花园三易其址。1939年德国因忙
于战争，调回部分飞机，兰宁航线遂告停顿，直到 1948年“中航”开
通宁绥航线，宁夏再次恢复航空班机。

抗战前，宁夏基本处于旧式手工业阶段，科技文化教育落
后。建省时，仅有甘草制膏、面粉、制革、电灯公司、毛织、火柴、玻
璃、陶瓷、铁、酒精灯工厂。至 1933年，全宁夏省除了中宁的石沟
驿和贺兰山的大武口有几家土法开采煤渣子、干炭，中卫县上河
沿生产烟煤外，石嘴山（属平罗）有一处瓷窑，洪广营有一座落后
的熬制甘草膏的厂子，省城银川市仅有一些以手工操作的小作
坊，没有任何近代工业设置。抗战爆发后，宁夏兴起了一股办厂
热潮。据 1942年马鸿逵官方材料，宁夏有工厂 16家，除义兴、中和
两小厂系官商合办外，其余皆为马鸿逵政府官方所创办，工人约
1500人，系用征兵方法征来；除电灯公司和面粉厂外，其余 14家皆
抗战中建立。这些企业虽为官办资本，但毕竟是宁夏历史上第一
次大规模兴办近代工业的运动，生产规模超过了以前的私人作
坊，技术水平也有很大提高，对提高社会生产力和促进社会经济
发展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

农业和畜牧业一直是宁夏的优势产业，常年军阀混战，使得
水利失修，劳动力锐减，农业经济衰败。抗战期间，宁夏省政府逐
渐感到农业的残破已经严重危及其统治地位的稳固，开始重视农
业的发展。1942年，宁夏省政府将农林局改为农林处，马鸿逵兼
任主任，刚从中央大学农业院毕业的罗时宁被任命为副处长，他
致力于宁夏农业的改进，对于农业行政及技术建树颇多，曾受到
国民政府、农林部、宁夏省政府的嘉奖。在科学技术十分落后的
情况下，农林处积极实验棉花、烟叶、甜菜和桑蚕种植养殖技术，
并在全省推广实行。制定《垦荒规程》，鼓励农民开垦黄河两岸及
河中滩地。1940年宁夏省政府设立林业局，大力发展植树造林事
业，在宁平公路两侧栽种树木为全国造林之典范，在各省采用强
制造林办法，征工营造，并发动农民造林运动。宁夏省政府对水
利建设也较重视，设有水利督导专员和水利研究组，每年清明至
立夏对渠沟进行修挖整顿，形成“清明上渠，立夏开水”制度，提高
水利灌溉管理水平，改善灌溉条件，这些工作为保证水利畅通，防
止和减少黄河塌岸毁田均有积极有效的作用。

文化教育方面，1941年统计全省有中等学校 16所，有图书馆
1家，宁夏民国日报社、文化服务社、印刷局各 1家。

抗战时期是宁夏建设事业取得显著成绩的阶段。抗战时期
宁夏的建设成就，除得力于宁夏政府的倡导外，一批知识分子、技
术人员，如罗时宁、梅自逵、梁飞彪等不畏艰难、奋发创业的作用
尤为重要。 （据抗日战争纪念网）

宁夏“抗战建国”时期的成绩

黄河自青海源头，一路浩浩荡荡，到达宁夏平原。
仁存渡口和黄河边上的众多渡口一样，千百年来静静地守候

着黄河，灵武和永宁依傍在东西两岸。
据史书记载，公元 446年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开始在永宁、青

铜峡一带水上运送粮食，开创了宁夏黄河水运的先河。
上世纪 30年代，宁夏和甘肃、陕西之间的过往车辆都在仁存

渡口渡河，这里成了当时宁夏平原第一渡口。
71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在永宁仁存渡口横渡黄

河，胜利解放银川。
1949年 7月底，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在司令员杨得志、政

委李志民的率领下到达固原，吹响了解放宁夏的战斗号角。
9月 19日，解放军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代表十九兵团与国民

党八十一军军长马敦靖在中宁签订《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定》，
国民党八十一军遂宣布起义。

9 月 22 日，十九兵团代表杨得志、李志民和国民党宁夏方
面军政代表卢忠良、马光天、马廷秀先后在和平解决宁夏问题
的五条协议书上签字，解放军拟于 25日正式接管银川城。协议
签字后不到 2小时，十九兵团就接到各处报告，说马鸿逵部到处
抢劫、乱打枪炮。国民党驻大坝、小坝的贺兰军和在银川的十
一军已失去控制、自行溃散。马鸿宾也给彭德怀副司令发急
电：“请杨司令员速派兵进驻银川，以安定人心。”鉴于国民党宁
夏兵团已溃散而无力执行《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定》，杨得志
即令六十四军提前挺进银川。

1949年 9月 23日，解放军十九兵团先头部队一九一师五七二
团在师政委陈宜贵、副师长孙树峰率领下，冒雨从永宁仁存渡东
岸渡河。据亲历者回忆：解放前永宁县称宁朔县，那时黄河上没
有桥，仁存渡口黄河东岸是灵武的新华桥和杨红桥，河西是仁存
渡口，上下共 3个渡口，当时渡口负责人是荀光明。当时闵文焕就
在仁存渡口工作，平时的工作就是摆渡人和货物过河。在国民党
的造谣蛊惑下，渡口的船工都躲了起来，解放军大队人马到了河
边无法过河，于是向河西喊话，给河西渡口打电话，当时荀光明和
他还留守在渡口。接电话后，荀光明就带领他摇船过河接受指
挥。军令紧急，他们把躲藏的船工都叫回来，整理船只渡解放军
过河。当时只能靠十几条船和木板钉的筏子在黄河中一船一船地
抢渡。小汽轮拖艘大木船，每次能载 100人左右，小船只能坐四五
个人，每船配备军人摇橹。3个渡口昼夜不停渡了几天，解放军战
士才全部过了河。

9月 23日深夜，解放军五七二团率先到达银川，立即占领银
川城的 4个城门楼等制高点，迅速稳定了银川态势。

9月 26日，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开启
了宁夏历史的新纪元。

仁存渡口作为解放军横渡黄河解放银川的关键节点，给这个千
年古渡留下了一段红色记忆，成为黄河岸边一座红色的历史丰碑。

（据宁夏党史学习教育网）

仁存：解放银川从此渡

1930 年 春 ，在 北 平 大 学 等 学 校
上学的宁夏籍学生殷占雄、袁金章、
雷启霖等人的倡议下，成立了“宁夏
旅居北平学生会”（简称“宁夏旅平
学生会”）。其宗旨是：联络同学，增
进感情，宣传科学，反对贪官污吏，
打倒土豪劣绅，推动宁夏的社会进
步。到 1931 年夏，先后又有几批到
北平的宁夏籍学生参加了学生会，成
员达 40 多人。

在中共党员张子华、李天才等影
响和组织下，学生会开展了许多爱国
活动。1930 年秋，学生会创办了进步
刊物《银光》，对宁夏政治、教育发表
评论，揭露军阀、官僚压榨人民的罪
状，引起了宁夏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

的思想共鸣，《银光》刊发的文章表明
了宁夏旅平学生会中进步青年接受
马克思主义学说而发出的革命呼声，
对唤起宁夏民众觉醒产生了一定的
影响。《银光》进步、革命的呐喊，引起
了当时宁夏统治者的极大恐慌和仇
恨，1933 年马鸿逵统治宁夏后，明令
禁止《银光》发行。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
侵占东北三省。宁夏旅平学生会部
分成员与北平学生组织南下请愿示
威团，开展了为反对日寇侵略和蒋
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卧轨斗争。 1932
年，宁夏旅平学生会的活动停止了，
但 宁 夏 旅 平 学 生 一 直 坚 持 革 命 斗
争。这年秋，张子华等组织宁夏旅

平学生参加支援保定师范学生的抗
日罢课、北平天桥和前门集会等活
动，宣传抗日救国，揭露国民党的不
抵抗政策。

1935年，日寇发动华北事变，宁夏
旅平学生会再次组织起来继续活动，联
合甘肃、青海学生，组织“西北公学游行
队”，发表演讲，散发传单，参加了北平
的“一二·九”爱国运动和“一二·一六”
抗日救亡运动。

1936 年 5 月，有不少宁夏旅平学
生参加了南下抗日宣传队、抗日民族
先 锋 队 ，为 抗 日 救 亡 而 奔 走 呼 号 。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占领北平、
天津，宁夏旅平学生有的转赴延安参
加革命，有的回到宁夏，通过宁夏省教

育厅组织了 3 支抗日宣传队，深入到
各地进行抗日宣传。

宁 夏 旅 平 学 生 会 是 一 个 以 反
帝 反 封 建 为 主 要 斗 争 目 标 的 爱 国
青年学生组织。在这个组织中，宁
夏 籍 进 步 青 年 经 受 了 革 命 浪 潮 的
洗 礼 ，积 累 了 丰 富 的 革 命 经 验 ，成
为 宁 夏 革 命 的 有 生 力 量 。 在 日 后
长期的革命岁月里，他们有的加入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为 党 的 骨 干 ；有 的
冒 着 生 命 危 险 支 持 和 掩 护 党 在 宁
夏地区开展的革命活动，是党的亲
密战友，作为党在宁夏开展革命统
一战线的重要力量，为革命成功作
出了重大贡献。

（据宁夏党史学习教育网）

宁夏旅平学生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