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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红色记忆

陈麻井位于中宁南部清水河谷，
距中宁县城35公里。南以大洪沟与
同心县接壤。银平、包兰公路交
叠越境而过，是宁夏川区通往南
部山区的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
要，历来被视为军事要冲。清雍正
七年（1729 年）设驿站，至民国元
年宁夏邮政兴起驿站裁撤，历经
182年。到 1949年，这里已发展成
一个小村庄，常住居民有 60余家，
多以开车马店、小饭馆及做其他
小生意为生。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
西北，西北马家军在人民解放军强
大攻势面前，分化瓦解，四散溃
逃。一些散兵不甘心他们的失败，
乌合为匪，扰害地方。

这年 8 月，曾任马鸿宾部 35
师 103 旅 206 团 团 长 的 张 海 禄
（1943 年解职落户中宁县洼路村）
和他的副官纳自新潜入陈麻井西
南部米钵山北侧的小村庄疃卜
郎，收集惯匪、散兵安图负隅顽
抗，继续与人民为敌。为了自身
的安全，张海禄匪众时常隐蔽在
米钵山一个叫石磨井的地方。

9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向中宁
进军，又有一批国民党旧军官流入
疃卜郎。当时疃卜郎住着 6 户人
家，为防消息外泄，土匪把这里的
强壮劳力都抓了去，名义上是去
给他们打柴做零活，实际上是把
村民监视了起来，防止有人给解
放军报信。由于解放军大军压
境，张海禄深感活动不便，随后他
又搬到一个山洞居住，后来见解
放军并未到这里搜山，就又回到
疃卜郎。

11月份驻马家河湾的解放军到
疃卜郎搜山，张海禄等人因没得到搜
山消息被解放军抓住。经过问
讯，张海禄等没有供出其聚众为
匪 的 事 实 ，遂 以 旧 军 人 遣 散 释

放。实际上张海禄股匪就藏在离
疃卜郎不远的石磨井。由于此次
搜山惊动了张海禄股匪，解放军
撤走后，土匪便追查给解放军送
信的人。

米钵山股匪的猖狂活动，对
陈麻井人民生命财物构成严重的威
胁，对包兰、银平公路的交通安
全造成了极大危害。这期间，土
匪出没无常，多次化装成商人到
陈麻井打探商旅住宿及资财情
况。一有合适目标，他们就伺机
抢劫，见什么抢什么，金钱、布
匹、牲畜、羊只、粮食，这些都是
他们猎取的目标。 11 月土匪先
后抢劫了陈麻井的多个大车店
和一个羊圈；后又到舟塔靳崖抢
了一张姓人家的 18 块银元；到
宣和抢了一姓陆外号陆扁头的
一锭银子（俗称牛眼睛颗子）。由
于陆扁头的老婆没能及时将银
锭拿出，土匪用烙铁将她烧死。
一时间陈麻井及周边地区，被土
匪搅得乌烟瘴气，人心惶惶，群
众闻匪色变，许多人家封门闭户
日夜避贼。

陈麻井地区猖獗的匪患引起
了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
为了摸清匪患情况，县委派专人
到陈麻井了解匪情，工作人员一
到驻地，这里的群众群情激愤，纷
纷向调查组控诉土匪罪行，要求
县委、县人民政府给陈麻井地区
群众配发枪支弹药，成立群保组
织进行自卫。县委、县政府高度
重视群众诉求，研究决定成立陈
麻井民兵队。为了将工作落到实
处，先后召开两次群众会议，向群
众宣传成立陈麻井民兵队的重要
意义。许多群众自愿报名并积极
要求参加民兵队。经过会议讨论
挑选出 10多名先进群众参加民兵
队。同月，县委、县政府根据省

委、省人民政府和宁夏军区的指
示精神，正式批准成立陈麻并民
兵队，发了 10 支枪，并配了弹药。
民兵队队长杨生银、副队长徐发祥、
指导员王兴邦，队员俟安国、蒋帅英、
张克勤、杨登榜、周彦朝、周彦美、
陈天才，后由于土匪猖獗，群众要
求增加民兵队力量，遂又召开群
众大会，增选民兵 25人。同时，还
成立了陈麻井检查站，主要负责
检查过往可疑人员，有无携带大
烟土、白银等违规物品，有无违
法活动等，检查站由马秀章、朱万祥、
李兴元等人负责。民兵队和检查
站成立后，积极展开值勤放哨、
构筑工事、检查坏人、侦查报告
匪情、配合解放军剿匪等工作，
有力地保护了陈麻井地区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和银平公路的
畅通。

12 月 25 日，驻中宁的解放军
骑兵第 6师 17团 4连和 1连奔袭米
钵山，民兵队配合部队参加了这
次奔袭。天黑前部队到达曈卜
郎，民兵队带 1 连上天景子塘观
察地形，围剿搜山。在张海禄驻
地搜到一批手榴弹。晚上民兵队
和解放军一同抓到前来打探消息
的王有银和王有珍。他们是七天
前土匪抢疃卜郎时抓去的群众，
经审问，米钵山有土匪 38 人、37
支枪，在石磨井已窝藏了 3 个多
月。第二天黎明，民兵队带解放
军再上天景子塘，寻求围剿石磨
井股匪的对策。这里距石磨井只
有 1000 余米，但中间有山沟山梁
相隔，人无法过去，4 连连长命令
部队向石磨井土匪驻地发射迫击
炮弹，结果惊动了土匪。匪首李成福、
纳自新率众匪爬上山梁，与解放
军隔沟对峙。为了寻找过沟的
道路，4 连连长命崔排副带杨班
长，司务长带通机员下沟摸索前

进，民兵队派俟安国、周彦美带
路。土匪见沟底有人，调集兵力
三面将他们包围，他们被土匪的有
效火力压在沟内无法前行。崔排副
遂决定分两路撤围，俟安国、崔排副、
杨班长一组，周彦美、司务长、
通讯员一组，通讯员在退子弹时
被土匪打伤头部，昏了过去。司务长
为其做了 紧 急 包 扎 后 ，试 图 带
其 撤回，后因地形不利，敌人火
力密集，没能将通讯员带出。他
们 5 人先后撤回。 双 方 激 战 至
天黑，终因土匪占据有利地形，
解放军没能过沟将通讯员抢救
回来，后被土匪用刺刀杀害，年仅
19岁。

第二天，4连去寻找通讯员尸体，
1 连和民兵队继续追剿土匪。土
匪见解放军人多，便从天景山北
侧逃窜，隐蔽在一个叫骆驼脖项
的地方。解放军见土匪占据有利
地 形 ，不 便 强 行 追 击 遂 撤 回 驻
地。晚上，土匪趁夜色越过清水
河，逃往东山，一段时间，再未回
米钵山为患。

米钵山股匪失败以后，张海禄
仍不死心。1950年1月下旬，张海禄
在 莫 家 楼 与 白 德 贵（原 马 部 营
长）、马尚云、马子和密谋为匪事
宜。正巧独二军卞师长带兵由莫
家楼过河，追剿南山碱沟一带出
现的一股无名骑匪，因系午夜，行
动迟缓，致使该股土匪在抢劫杨
滩后向南逃窜。此事使张海禄产
生警觉，他改由新墩过河，在常乐
堡近山一个羊圈藏匿起来。这
时，在同心、海原一带活动的土匪
头子马绍武派马绍云带 20名匪徒
到中卫支援张海禄。马绍云离开
后，马绍武的匪巢——海原高崖乡
庙山遭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突
袭，被彻底击溃。

（据《中宁文史资料》）

解放初期的陈麻井民兵队（上）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在
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将教育视为民族
救亡与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石，对
小学教育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变
革。边区政府打破传统教育桎梏，
从教育理念、教学内容、师资培养、
办学模式等多个维度进行创新实
践，将原本教育基础薄弱的“文化
荒漠”，逐步培育成充满生机的“教
育沃土”。

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基础极端
薄弱，林伯渠于 1939年 1月 15日至
2月 4 日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
第一届参议会上曾讲：“边区是一
块文化教育的荒地，学校稀少，知
识分子若凤毛麟角，识字者也极
少。”陕甘宁边区文化落后，主要表
现在文盲众多。全边区大约有 150
万文盲，一百人中识字者难有一
人。为了响应毛泽东“伟大的抗战
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
相配合”的号召，中国共产党领导
边区民众对如何开展教育工作、动
员群众参与抗战、培养后备人才，
边区政府急需构建一套适应战争
与社会发展的教育体系。小学教
育作为国民教育的根基，被赋予了
双重使命：既要扫除文盲、提升民
众文化素质，又要培育具有爱国精
神与革命意识的新一代。

新民主主义教育理念的方针建
设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抗战初期，

“以抗战教育为宗旨，为民族精神教
育新后代”的小学教育阶段。为了
在抗日战争艰难的环境中发展中国
教育，并让教育在抗战中发挥“统一
思想、奋勇杀敌”的思想堡垒作用，
毛泽东及时发出号召“根本改革过
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
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
1937年 8月，毛泽东在《抗日救国十
大纲领》中，提出了全民族抗战的思
想和抗战教育政策，“改变教育的旧
制度和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
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 1938 年
4 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国防教
育代表大会上号召边区军民“应该
用全力来应付抗战，用教育来支持
抗战。目前的抗战是支持一切的东
西，我们的教育也要听从抗战的命
令”。同年 9 月，毛泽东在《论新阶
段》中谈道：“实行抗战教育政策，
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在一切
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
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

“办理义务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

育新后代”。中国共产党在把握时
代主题的基础上，以陕甘宁边区为
中心进行了以抗战需要为主的抗战
教育改革。二是抗战中期，中国共
产党在关注“救亡、救国、救族”的
同时，更加关心中国未来的社会政
治文化教育走向问题，即确立了新
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1940年 1月
9日，毛泽东发表了题为《新民主主
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
演讲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即新民主主义
教育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
反帝反封建的教育，也就是民族的、
科学的、大众的教育。中国共产党
以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为指导，提
出“教育为抗战服务，教育与生产
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边区小学教
育的变革，正是对这一理念的实
践，旨在打破“旧教育”的桎梏，建
立人民大众的、科学的、民主的新型
教育体系。

革新教育理念

陕甘宁边区的小学教育，在理
念上确立了独特的理念体系：首先，
确 立 了 以 战 争 为 中 心 的 教 育 宗
旨。即“为争取抗战胜利，建设独
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培养有民族
觉悟，有民主作风，有现代生活知
识技能，能担负起抗战建国之任务
的战士和建设者”。其次，确立“教
育为人民服务”的核心理念。边区

小学教育摒弃了传统教育“精英
化”“贵族化”倾向，确立“教育为人
民服务”的核心理念。教育对象面
向全体儿童，尤其注重招收贫困家
庭、少数民族、女童等弱势群体。
例如，在延安保育小学、鲁迅师范
附小等学校，学费全免，还为学生
提供食宿，极大降低了入学门槛。
最后，小学推行五年制学制，初级
小学三年，高级小学二年。但在实
际的工作中，并没有严格执行这项
制度，通常是学生随到随考，随时
编班。

立法保障教育发展

抗战时期，边区政府教育厅相
继颁布了系列教育政策和立法条
例，有效保证了小学教育的良性发
展。一方面，颁布了系列扩充小学
数量和学生人数的文件。1938年8月
至 1939 年 12 月，边区政府教育厅
先后颁布了《关于扩大与改进小学
的决议》等多个文件，对边区小学
数量和学生人数提出了具体指标
要求。如规定 1938 年下半年各县
学校要扩至 82所，学生增加 3610人；
1939 年边区小学要扩至 230 处，增
加学生 4600 名；计划从 1940 年秋
到 1944 年春，对边区 8 万学龄儿童
实施普及义务教育。为确保目标
实现，1940 年 3 月，边区颁布《陕甘
宁边区实施普及教育暂行条例》，
采取强制入学政策：规定 7 岁至 13

岁学龄儿童除特殊原因外必须入
学；对抗日烈属及贫苦子女提供优
待；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子女须率先
入学；对不送子女入学的家长先说
服教育，无效则处以经济处罚甚至
拘留。另一方面，边区政府通过立
法保障教育发展。1938 年颁布《陕
甘宁边区小学法》，规定教育“应依
照国防教育方针及实施方法以发
展儿童的身心，培养他们的民族意
识及抗战建国所必需的基本知识
技能”。 1939 年进一步制定《陕甘
宁边区小学规程》，对学校设置、
编制、课程、教员、费用等作出详
细规定。 1940 年颁布《陕甘宁边
区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首次
以法律形式规定儿童入学年龄及
处罚措施。

重构课程教学内容

陕甘宁边区的小学教育内容与
战争紧密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
个方面：一是改变和废除旧课程，教
授与战争相关课程。废除一些不急
需和不必要的课程，改变教育管理
制度，教授战争所必需的课程为主
要学习目的。在战争紧张时期，学
校实行军事化管理，以抗战的政治
军事及基本的科学知识为主，文化
课相对减轻。让学生学习必要的战
争技术，每天锻炼爬山、训练野战。
有时还学习侦察、通信、站岗、放哨、
埋地雷等实战技能。二是打破传统
教材框架，融入抗战知识生产技
能。边区小学教材打破传统“四书
五经”框架，融入大量抗战知识与生
产技能。课程内容涵盖《抗日三字
经》《新千字文》等自编教材，通过通
俗易懂的语言宣传抗日救国的道
理。通过革新内容，实现了教材重
构的教育改革目的。如《边区国语
课本》第三册课文《送哥哥当兵》：

“手拿红缨枪，去打小东洋”。算术
题案例：“若每个民兵每天消耗 1.5
斤粮食，30 人 7 天需多少斤？”教材
内容中还有大量的生产知识，如自
然课教授作物轮作、防治病虫害；音
乐课教唱《开荒歌》《纺线谣》。三是
增设劳动课，组织学生参与开荒种
地、纺线织布等实践活动，实现“教
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绥德分区
的小学将课堂搬到田间地头，让学
生在劳动中学习农业知识。这种通
过课程内容的改革，将抗战精神与
生活常识、将劳动生产与军事训练
紧密结合起来。（据《团结报》）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小学教育（上）

延安保小学生进行体育锻炼。（资料图片）

解放前，银川市妇女和全国妇
女一样，不仅深受帝国主义、封建
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
压迫，而且长期受封建宗法制度和
旧礼教的束缚。解放后，中国共产
党高度重视妇女解放工作，不断完
善妇女权益的法律保障，把广大妇
女从苦难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妇
女不仅在接受教育、劳动就业、参
与社会生活诸方面拥有和男子同
等的权利，而且可以参政议政，有
充分的发言权，从而使妇女的社会
地位有了极大提高，以崭新的姿态
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赢得
了“半边天”的美誉。

解放初，旧政权虽然被打倒，
但残存的封建婚姻制度还仍然束
缚广大妇女，如包办、买卖婚姻、
童养媳等现象还普遍存在。婚姻
自主权的丧失是女性人身权利的
丧失，所以妇女解放，要从婚姻自
主开始。1950年 5月 1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实施。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公布的第一部
国家大法，它的颁布实施具有划
时代的重大意义，标志着我国的
婚姻家庭制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
历史阶段，宣告实行了 2000多年
的以“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
妇女利益”为主要内容的封建主
义婚姻家庭制度被废除，新的“男
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
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
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被确
立。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是中国妇女解放道路上的
一个里程碑。

由于银川地处西北边塞，政
治、经济文化相对落后，而封建思
想和封建婚姻制度在部分群众中
依然根深蒂固。因此，《中华人民
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后，在婚姻问
题上，一些不应发生的事件不断
发生。一区六街马某娶了两个老
婆，全家都虐待大老婆，不把她当
人看，经政府相关部门调解离了
婚。离婚后马某与小老婆还经常
欺压大老婆。三区居民杜某与老
婆感情不和，妻子提出离婚。离
婚后，杜某心怀不满，进行报复，
发生持刀杀伤六人的流血事件。
另外还有刚离婚的妻子、岳父、岳
母，向前来阻止的群众或干部行
凶等情况发生。有相当一部分基
层干部存在着夫权、父权等封建
残余思想，不愿意接受婚姻自由
和男女平等的原则，片面地理解
婚姻法是“妇女法”“离婚法”，认
为婚姻自由会造成天下大乱。他
们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的态度是消极的、被动的，对于各
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和干涉婚姻自由、虐待与迫害妇
女的现象采取官僚主义和不负责
任的态度，不告不理，告也不理，
或者以感情代替法律。这些做法
大大助长了违反婚姻法和破坏妇
女权益事件的发生，严重影响了

生产和社会秩序。
因此，要使《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深入人心，成为人民群众
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除了大量
的宣传教育外，还需要通过经常
地、系统的思想斗争和法律手段
才能实现。中央人民政府十分重
视婚姻法的贯彻实施，先后多次
下发文件，1951年 9月，政务院发
布了《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
况的指示》；1951年 10月 11 日，最
高人民法院、国家司法部发出《认
真检查司法干部思想作风及对干
涉婚姻自由、杀害妇女的犯罪行
为开展群众性的司法斗争》，内务
部发出《加强区乡（村）干部对〈婚
姻法〉的学习，重视婚姻登记制度
的指示》，全国妇联等五团体发出
《为进一步协助政府贯彻〈婚姻
法〉的意见》，1952年 11月 26日发
出《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
1953年 2月 18 日发出《关于贯彻
〈婚姻法〉运动月工作的补充指
示》。银川市从 1950 年 5 月至
1953年初，积极贯彻上级的指示
精神，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学习宣
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一是组建宣传队，形成宣传
网络。三年来银川市共组织宣传
员 584名，读报组 268个，通过召
开会议、上夜校、院子会、座谈会、
举办有关婚姻方面的书画展等各
种方式深入到学校、机关、家庭院
落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有关
〈婚姻法〉实行的若干问题与解
答》。银川市妇联与银川市人民
法院联合开展了婚姻法与婚姻问
题实例宣传。二是干部亲自上门
进行说服教育。三是实行婚姻案
件妇联陪审制度。银川市六个区
全部建立了基层妇女小组，郊区
成立了乡妇联，城区成立了街妇
联，选出妇女代表 412 人。妇联
指定专人负责婚姻案件的调解处
理工作，一般案件协助调查调解，
提供处理意见，重大案件实行妇
联派代表参加陪审的制度。四
是加强调解工作。各区、乡（街）
成立调解委员会，市人民法院与
区、乡（街）政府加强对调解委员
会的领导与帮助。通过有效的
调解，处理了许多婚姻纠纷问
题，也纠正了一些群众不正确的
认识和错误思想。五是建立婚
姻登记制度。在各区成立了婚
姻登记处，由妇联、民政干部等
配合，专办婚姻登记并处理婚姻
纠纷案件。六是举办《中华人民
共和国婚姻法》培训班，轮流培
训干部。学习班以说服教育和思
想批判的方式划清封建婚姻制度
和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界限，
帮助学员领会《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的条款精神，掌握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方针
政策及工作方法。

（据银川党史网）

银川市妇女解放新篇章（上）

北魏在镇压各族人民起义的
过程中，军阀势力开始崛起、左右
朝政。北魏普泰二年（532 年），
高欢拥兵自重，进入洛阳，废杀孝
闵帝元恭，另立孝文帝的孙子元
修为帝，是为孝武帝。北魏永熙
三年（534年），孝武帝摆脱高欢控
制，投奔长安的宇文泰。10月，高
欢又另立孝文帝的重孙元善见为
帝，是为孝静帝，迁都邺城（今河
北邺县），史称东魏。至此，立国
148年的北魏王朝在分裂中灭亡，
而东魏王朝仅仅存在 16年，就被
高欢子高祥建立的北齐政权取
代。孝武帝元修到达长安后，宇
文泰也把他当作傀儡皇帝，主相
之间的矛盾不断尖锐，12 月，宇
文泰将孝武帝毒死，另立北魏孝
文帝另外一个孙子元宝炬为帝，
史称西魏。公元 557 年，宇文泰
子宇文觉代西魏称周天王，史称
北周。

西魏、北周的统治中心主要
在秦州、原州等关陇地区，废市二
年（553 年）改黄石县为长城县，
废乌氏县设立乌氏驿（今宁夏泾
源县）。北周时置原州总管府，领
平高（今原州区）、长城二郡。北
周武帝建德元年（572年）在阳晋
川平凉城（今彭阳县红河镇）置平
凉县，属长城郡。行政建置的增
设，说明固原地区人口有较大幅
度增加，居民点不断增多，但号称

“天府”的关中产粮区，经过数百
年的战火，已元气大伤。

西魏北周时期，统治者吸取各
族人民反魏斗争的教训，一开始
便注重吏治的整肃，继续执行均田
制，北周法律还规定：“正长隐五户
及十丁以上、及地三顷以上，皆
死”，要求严格执行北魏时期的均
田制。同时为了夯实经济基础和
争取与汉族豪强大族的合作，西魏
和北周从建立开始，就仿效北魏不
间断地在经济、吏治、废除佛教方
面进行改革，重视儒学教育和选贤
任能，加强农业生产，建立了编制
户籍、计账及国家预算等制度。
李贤和其继任者窦炽任原州刺史
时，积极推行北周的一系列改革措
施，原州百姓感其恩惠。

北魏时期把大量占领区的人
口变为奴隶，孝文帝改制时忽视
了对奴隶问题的解决，西魏统治
者也未认识到奴隶大量存在的严
重后果。北周武帝宇文邕时期开
始大规模赦免奴婢与杂户，使更
多的劳动力掌握在封建国家手
中，不但增加了国家税收，也是对
复杂的劳动人民阶层结构的一次
大净化。通过广泛赦免奴婢与杂
户，原来带有民族性的阶层划分
失去了民族内容，阶级矛盾进一
步取代了民族矛盾，这为北方民
族大融合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必
要条件。 （据《固原通史》）

西魏、北周时期固原的
政治与经济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