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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银川百年大事录》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以存真、求实为原则，收录自清末民初以来近百年时

间里发生在银川的重要史事、历史沿革和人物活动，力求做到征引有据、史料翔实、按照事件的

原貌记述。

二、记述范围：1949年前因建置多次调整，主要记录以广泛意义上的银川地区为主，1949年

后以现银川市所辖永宁、贺兰、城区、新城区及郊区为主，2002年后增加了灵武市；时限上起

1911年 1月 1日，下至 2012年 6月 30日；内容主要反映银川地区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

育、卫生、人民生活等各领域发生的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活动，做到“大事突出，要

事不漏，新事不丢，琐事不记”。

三、体例主要以编年体为主，以时为经，以事为纬，一事一记。对一些持续时间较长，有因果

关系或内在联系的事件亦适当采用纪事本末体记述。编排上，采取以日系事，以月系日，以年系

月的方法。日不详者，以旬表述；旬不详者，记于月末；月不详者，附于年尾。凡同日、同月发生数

次事件者，一般在首条标明日、月之后，第二条及以上用“△”表述。因事物发展规律不一，且可

取资料有限，各年月大事条目数量不均；根据内容需要，各条目详略长短亦有不同，以能够反映

事件原貌为准，详则尽述，略则带过。一条大事时间跨度一段时间的，用“～”连接起止时间。

四、本书资料主要来源于银川市委、市政府文书档案，并参考了相关部门已经编写成书的

大事活动以及其他刊物的重要资料。自 1949年至 2011年期间，每年度末尾都记述银川市当年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主要数据，数据均源于银川统计年鉴。

五、本书对机关的称谓，一般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后面出现时用简称。为还原历史面貌，

反映事件真相，本书采用客观叙述，对于事件以记述史实为主，一般不做评论。同时，对于部分

重大活动、新特事件，以《宁夏日报》《银川报》等报刊文载为述，不做转换。

凡 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2012年初，银川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组

织人员，精心编写了《银川百年大事录》这本大型资料性工具书。该书以翔实的资料、朴实

的文风，真实地记录了银川一百多年来的发展轨迹。

1911年 10月 10日，辛亥革命爆发，同年 11月 21日，宁夏革命军政府在银川成立，

标志着银川大地从此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1949年 9月 23日，解放军第十九兵团进驻银

川，结束了国民党的统治。9月 28日，银川市人民政府成立，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银川市

各族人民真正当家做了主人。在党的领导下，银川市各族人民顺利完成接管，积极开展建

党、剿匪、维护社会治安和生产自救工作，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蓬勃发展，经济规模迅速扩大，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尤其是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银川市的发展步入了“快车道”，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当今，记

载这段历史，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

读史使人明智，知古方能鉴今。《银川百年大事录》的编纂出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秉承方志“资治、存史、教化”之传统，以时间为经，以事实为纬，纵横时空，跨越百年，为研

究银川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该书的出版发行，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银川、认识银

川、建设银川，大力弘扬“贺兰岿然，长河不息”的银川精神，凝心聚力推动银川跨越式发

展，必将发挥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借此机会，谨向本书的全体编纂人员表示敬意。

是为序。

银川市市长

2012年冬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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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清宣统三年）

阴历七月 宁夏革命军同盟支部在银川

市成立。

11月 19日晚 宁夏会党首领刘华堂、夏

梓、王俊等率众起义，围攻镇标中营游击衙门，

杀死代理总兵贺明堂，宁夏县县治被攻占，宁

朔县知县投降义军，宁夏府城一举光复。

11月 21日 宁夏革命军政府在银川成

立。原宁夏道孙庭寿为都督（未就任），刘华堂为

军政府总指挥，刘复太为宁夏镇总兵官，刘照黎

为总参谋，张伯先为总稽查，胡宝森为总文案。

11月 28日 宁夏革命军政府将通敌分

子多伦岱、文陛、曾善众、王文郁等逮捕正法。

12 月 9 日 宁夏军民首领刘先智率队

攻打满营新城，屡攻不克，刘先智阵亡。

12月 20日 西军帮统马麟率部进驻府

城。清兵在府城大肆搜杀，奸淫抢劫，造成宁

夏数十年未有的浩劫。

★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

4 月 25 日 甘肃省都督赵惟熙任命张

绍先（回族）为宁夏镇总兵官。

5 月 22 日 北京政府任命马福祥为宁

夏镇总兵官（未到任）。

★ 1913年（中华民国 2年）

2月 7日 北京政府令各省裁府存道。宁

夏府裁撤，设置朔方道，属甘肃省，领宁夏、宁

朔、平罗、中卫、灵武、金积、盐池和平远八县。

★ 1914年（中华民国 3年）

1月 马福祥由北京返回宁夏，正式就

任宁夏护军使。

6月 2日 北京政府公布甘肃省为 7道，

辖 76县。朔方道改名为宁夏道，驻宁夏县（银

川市城区），辖宁夏、宁朔、平罗、中卫、金积、灵

武、盐池、镇戍八县。

6月 9日 在宁夏府城设立甘肃官银分

局，其业务为存款、放款，后因甘肃官银号财

政透支，私人贷款不能按期收回，银票无票无

法兑现。到 1923年 1月清理停办。

★ 1915年（中华民国 4年）

3月 29日 银川地区大风拔树，沙石飞

鸣，昼如黑夜。

★ 1916年（中华民国 5年）

是年 马福祥捐资在宁夏创办公共图书

馆一所。此为宁夏建图书馆之始。

△ 北洋政府提出筹办宁夏满人生计

“化旗为民”的建议，政府代表与满族代表达

成协议，满营武器一律上缴，官兵全部解散。

★ 1917年（中华民国 6年）

是年 伪皇达尔六吉逃匿贺兰山被马福

祥部捕获，后被正法于宁夏省城。

★ 1918年（中华民国 7年）

是年 甘肃省教育厅拨白银 3000两，在

银川成立甘肃省立第八师范。

△ 马福祥捐资创办宁夏蒙回师范学校。

★ 1921年（中华民国 10年）

是年 天津到宁夏的西医范致义在银川

建立了一所华美医院。这是西医传入宁夏后

★ 1911~19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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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建立起来的一所医院。

★ 1922年（中华民国 11年）

是年 马鸿宾应宁夏道尹陈必淮及部分

地方绅士的要求解除烟禁，禁种大烟多年的

宁夏又罂花遍地。

★ 1923年（中华民国 12年）

是年 阿拉善旗人章万宝到银川，在柳

树巷（现鼓楼南街）创办宁夏第一家照相馆。

△ 宁夏特设茶捐局，专征散茶捐税。

△ 比利时天主教神父康国泰来银川传

教，并在银川西街（今兴庆区解放西街）天主

教堂开设西药门诊部，带来 606针剂、盘尼西

林等西药，为老百姓看病打针。

★ 1924年（中华民国 13年）

是年 宁夏城在西大街建成天主教教堂

（今宁夏天主教爱国教会址）。这是宁夏城第

一所天主教教堂。

★ 1925年（中华民国 14年）

6月 五卅运动爆发后，宁夏五中八师

两校进步师生走上街头，进行反帝宣传活动，

并联合社会各界成立了“沪案后援会”发动捐

款，支援上海工人阶级的爱国运动。

是年 中国银行在银川设立寄庄，不久

撤销。

△ 北京人蔡青山在银川新华街首创清

华池洗澡堂。

★ 1926年（中华民国 15年）

6 月 15 日 国民革命军西北军某部在

宁夏城承天寺塔举行田径运动会，邀请甘肃

省第八师范学校、第五中学学生参加。这是宁

夏最早的田径比赛。

10月 中共陕北党组织派李临铭、王兆

卿、陶兴畲、贺维新、牛化东等 20多名党员和

进步青年，由钱清泉带领，从绥德赴兰州，途经

银川时，留下李临铭、陶兴畲、贺维新等 7人，

建立中共宁夏特别支部，李临铭任书记，暂归

驻宁夏的国民联军中的党组织领导。这是中

国共产党在宁夏建立最早的地方组织。

11月 28日 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和

总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中共党员）率联军总政

治部进驻银川，总部地点设在余鼎铭公馆。

是月 国民联军总政治部在宁夏创办

《中山日报》，报社在玉皇阁办公。

△ 国民联军总政治部在驻地余鼎铭公

馆举办马列主义训练班，刘伯坚亲自给训练

班讲授《共产党宣言》，马列主义第一次在银

川传播。

12月 芬兰商人维利厄斯在宁夏洪广营

（今贺兰县洪广镇洪广大队）开办甘草公司。该

公司所生产的甘草药膏，质量上好，产品全部

由外国商人包销。

★ 1927年（中华民国 16年）

5月 1日 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和国民联

军宣传队，组织宁夏学生联合会和各界人

士，召开盛大的群众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

动节。

★ 1928年（中华民国 17年）

4月 宁夏女子师范学校在银川创建。

★ 1922~19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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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1931年

★ 1929年（中华民国 18年）

1月 1日 宁夏正式建省，省政府设在

银川市，西北军第七军军长门致中任主席。

△ 在省城（今银川）鼓楼设 100 门磁

石电话交换机 1部。这是宁夏市内电话开通

之始。

4月 12日 西宁宁海军营长马仲英，率

“西北边防联盟军”于下午进攻宁朔县城（今

银川市新城区）。

4月 13日 马仲英部攻占宁夏省城，省

主席门致中由南门仓皇逃跑，省府秘书长赵

雷田自焚身亡。

4月 16日 门致中逃到中宁，急电刘郁

芳速派兵援救宁夏。

5 月 10 日 西北军第十一师师长吉鸿

昌率部尾追马仲英到中宁县，与门致中会合。

5月 18日 门致中、吉鸿昌率部由中宁

到达广武，在广武集结部队，制订反攻计划，

准备收复省城。

5 月 22 日 吉鸿昌率部与马仲英部在

金积县大霸堡展开战斗，吉师受挫败退。

5 月 23 日 吉鸿昌率部与马仲英在金

积县再战，马仲英节节败退，退到宁夏城，火

烧“将军第”后从北门逃走。吉鸿昌率部收复

宁夏省城。

7月 吉鸿昌改组宁夏省政府，并代理

省主席。

8月 宁夏省主席吉鸿昌在省城东教场

（今银川市兴庆区银河仪表厂）举行军民联欢

大会和武术比赛大会。这是宁夏首届省级运

动会。

10 月 西北军总部令吉鸿昌率第十军

全部东下参加中原大战，吉遂离宁。

11月 9日 马鸿宾任宁夏省主席。

11 月 宁夏省政府将原镇署马营废址

辟建为公园，命名为“中山公园”。

是年 河南省济源县贺尚玉、贺宗仁在

银川市柳树巷创办“四和永书店”。

★ 1930年（中华民国 19年）

1月 冯玉祥任命马鸿宾为宁夏省主席。

9月 马仲英潜回西北。马鸿宾根据马

福祥、马鸿逵电告，将马仲英迎入宁夏省

城，并召开欢迎大会，后委任其为教导大队

队长。

是月 中共党员张德生、杜润滋、邬遗民、

梁干承等来宁夏。自西北军清党以后，一度中断

了的宁夏党组织又恢复活动，负责人杜润滋。

11月 马鸿宾乘寒假之机，将宁夏一中

校长杜立亭、教师杜润滋逮捕，并解聘进步教

师黄执中、赵子元、马汉文等人。

是年 宁夏省政府购买白喉类毒素 1000

瓶，在宁夏省城附近进行白喉疫苗注射。

△ 比利时天主教奥斯汀会派修女 4人，

在省城西大街天主堂开设诊疗所免费执医，

就诊者日近百人。

★ 1931年（中华民国 20年）

1 月 15 日 蒋介石任命马鸿宾代理甘

肃省主席，马鸿宾由宁夏赴兰州就任，宁夏省

主席暂由马福寿代理。

8 月 25 日 原西北军第八师师长雷中

田在冯玉祥、吉鸿昌的密令下，扣留马鸿宾，

宣布组织临时政府。

8月 30日 蒋介石电令雷中田、马文车

3-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恢复马鸿宾自由，继续行使省主席职权。

是年 宁夏省财政厅制定了《宁夏省印

花税暂行条例》，并印制宁夏省印花税票销售。

★ 1932年（中华民国 21年）

9月 蒋介石任命马鸿逵为宁夏省主席。

★ 1933年（中华民国 22年）

3月 1日 马鸿逵率省政府全体委员宣

誓就职。

4月 18～21日 宁夏省政府在省城召开

第一次省政会议，会议议定了宁夏省的施政

方针和中心任务。中心任务是编查户口、整顿

保甲和清丈土地。

是年 创办宁夏助产职业学校、中阿学

校和省立图书馆。

△ 国民党十五路军从河南调来人员到

银川修械所，主要修理枪炮，也手工仿制“汉

阳造”七九步枪。

★ 1934年（中华民国 23年）

1月 因军事需要，宁夏省政府在省城

东教场修建简易机场，并起降飞机对孙殿英

部实施空袭。

春 宁夏省政府在省城东 20公里处（今

银川市兴庆区通贵乡）修建东昌机场。

6 月 20 日 欧亚航空公司开通宁夏至

兰州航线，每周 1班，首架班机于当日 13时

20分在东昌机场降落。这是宁夏民用航空通

航之始。11月，航线延至包头。宁夏机场初建

于省城东之东昌，后迁新城西。

10月 19日 蒋介石首次自兰州乘飞机

到宁夏，张学良同机到达，次日飞抵西安。

是年 宁夏省在银川城东高台寺建立救

济院 1所，设院长、会计各 1人，收养孤老残

疾者 240人，日供黄米粥两餐。孤老残疾者食

不果腹，仍然四处乞讨。

★ 1935年（中华民国 24年）

9月 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派

冯天荣赴宁夏省城筹建测候所。测候所于 12

月正式成立。

10 月 官商合资开办的宁夏电灯公司

在省城开业。公司有发电机 2 台，装灯头

3000盏。

是月 宁夏省政府以“防共”为由，在满

城修建机场。次年 2月飞机场竣工，后因跑道

不符合要求改为兵营，又于西花园重建机场。

11月 宁夏省图书馆成立，馆址在省城

玉皇阁，首任馆长郑淑婉。

是年 宁夏在省城成立高级助产学校，

由医师程士杰担任教务长，培养了宁夏首批

妇幼保健人员。

★ 1936年（中华民国 25年）

6月 宁夏县长戴义赞因侵吞公款被枪决。

7月 宁夏毛织厂在省城成立，资本 5000

元，内设营业、纺织、裁毯、修理和工务五部。

9月 宁夏省城建幼儿院 1所，收托 30

人，一年后停办。

是月 马鸿逵为纪念其母，私立载德慈

幼院，两年后成为一所六年制完全小学，名为

宁夏省私立载德幼院，经费由地方财政支出，

平时年收孤儿、难童 130人。

10 月 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及张学良

第二次乘飞机抵银川，宣扬国民党“攘外必先

★ 1931~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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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内”的反共论调，要求马鸿逵服从张学良

（西北剿共司令部）的指挥，担负起“剿共”的

重要任务。

11 月 宁夏省省立民众教育馆在省城

成立。

是年 班禅九世来宁夏。

△ 马鸿逵为给蒋介石祝寿，在宁夏大搞

“献机祝寿”活动，总计强索 6万元，购飞机一

架以“宁夏”命名。

★ 1937年（中华民国 26年）

11月 5日 日本飞机 7架，首次空袭宁

夏省省城。当时防空网和警报系统不健全，全

城慌乱，居民伤亡惨重。

是年 宁夏省联合中学成立。

★ 1938年（中华民国 27年）

10月 宁夏省审核处于省城创立造纸厂，

资本 1万元，专制新闻纸、大麻纸、马粪纸等。

是年 宁夏省建设厅在省城西门外成立

第一苗圃，在渠口设渠口苗圃。

△ 由绥远省收容的沦陷区孤儿、难童组

成的儿童教养所迁来宁夏。宁夏省在银川玉

皇阁北街建立育幼所 1所，先后收容流亡孤

儿、难童 500名。

★ 1939年（中华民国 28年）

3月 6日 日本飞机 12架从山西运城起

飞，第二次空袭宁夏省城。日机从东门开始投

弹，沿东西大街轮番轰炸，西塔防空洞被击

中，洞内人员全部遇难。汽车管理局亦中弹，

毁车 10余辆。

4月 在新满城（新城区）开办宁夏毛织

厂，设备为自制木机，手工操作。有手摇纺车

520架，梳毛木机百架，其他各种木机 94架及

脚踏缝纫机 2台，生产原料为羊毛和棉花，主

要以生产军用粗毯为主，粗布棉线袜类为次。

8月 1日 宁夏省城北八里桥创办宁夏

农林总场，屠义源任场长。

9月 15日 日本飞机 33架第三次空袭

银川。因事先得到信息，发出防空警报，未造

成重大伤亡。

12月 中共中央西北局工委决定，派崔

景岳到宁夏任宁夏工委书记，崔以商人身份

为掩护在宁夏积极开展地下工作。

是年 国民党政府拨专款，帮助宁夏筹

建贺兰山畜牧总场，场部设在镇北堡。

★ 1940年（中华民国 29年）

4月 13日 由于叛徒出卖，宁夏地下党

组织被破坏，工委书记崔景岳等 30多人被捕。

5月 宁夏省西医医学研究会在省城成

立，刘文华任会长。

6月 宁夏省农业改进所将中山公园内

原“农事试验场”进行整顿，改名为“农业试验

场”，安得顺任场长。并首次从外地引种番茄、

油菜、雪里蕻和小白菜等蔬菜，还试种花生、

红薯和芝麻。

7月 宁夏妇女纺织传习总所在省城成

立，各县成立分所，均以本省所产毛、棉为原

料，从事手工纺织。

是年 宁夏省城及宁朔等县设戒烟医院，

以中药为烟民免费戒烟。

△ 省交通部门在省城设立 600瓦无线

电话机 1台，并与兰州、重庆试验通话。次年

1月无线电话正式启用。

★ 1936~19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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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中华民国 30年）

3月 宁夏护士学会在省城成立。

4月 1日 宁夏县更名为贺兰县，县治

从府城移驻谢岗堡（今贺兰县习岗镇）。同年

析宁夏、宁朔部分辖地增设永宁县。

4月 17日 共产党员崔景岳、孟长有、马

文良被反动当局活埋于宁夏省城城隍庙后。

7月 马鸿逵出资在银川创立载德盲哑

学校，开始了银川市特殊教育。

10 月 西北公路管理处平凉工务所组

成宁平公路宁段测量队，全队 50余人于 18

日到达省城，21日开始测量，当年完成。

是年 宁夏省农林局在中山公园试种甜

菜。同时还引种了河南省灵宝枣树、陕西邻州

梨树和草莓。

★ 1942年（中华民国 31年）

4月 宁夏中学化学教师梁飞彪独资在

银川创办肥皂公司。

是月 班禅大师访问宁夏，行宫设于中

山市场陈马公院。

△ 中国佛教会宁夏分会在承天寺举办

佛理讲演大会。

△ 宁夏佛教分会会长心道法师讲《妙

法莲华经》。

6月 由著名伊斯兰学者王静斋阿訇在

宁夏主持，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工作，最新的

《古兰经》汉译本终脱稿，并石印面世。

7月 中国回教救国会理事长、桂系军

阀首脑白崇禧到宁夏访问。

9月 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及陈布雷等

第三次到银川。蒋介石召见了四大厅、八大处

以及军队上校以上军官，他反复强调，国难当

头，全国要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宁夏大后方要

为抗日战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10 月 平宁运输段将营运线路延伸到

绥远陕坝，并更名为平宁绥远运输段，段址由

平凉迁至宁夏省城。

是年 中国滑翔总会宁夏分会成立。

★ 1943年（中华民国 32年）

3月 1日 中山公园设立省城第一家牛

奶场。

11月 16日 《宁夏国民日报》报道，明华

玻璃厂在省城中山路西创设。

是年 宁夏省立医院在宁夏省城成立。

△ 官商合办的宁夏面粉公司在宁夏省

城成立。

★ 1944年（中华民国 33年）

1月 宁夏省政府呈报国民党政府行政

院，在宁夏省城设置银川市。

4月 11日 宁夏省政府第 130次委员会

决定，将宁夏省城定名为银川市，并设市政筹

备处，着手进行建市的准备工作。

是年 宁夏推广繁殖站在省城成立。该

站由农林部云南推广繁殖站迁宁后改组而

成，金肇源任主任。

★ 1945年（中华民国 34年）

1月 9日 宁夏省市政筹备处公布《银川

市筹备处组织规程》，宣布银川市为宁夏省城。

1 月 28 日 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

地质调查所西北分所筹备处派员赴宁夏测绘

贺兰山地质图。

★ 1941~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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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银川市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党员代

表大会，选举执行委员 7人，贾祝九当选为书

记长。

是年 中美合作所派人到宁夏，在银川

市设立气象站。

★ 1946年（中华民国 35年）

1月 宁夏省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在银川

成立，罗时宁任校长。

3月 交通部公路总局第七区公路工程

管理局监理科在宁夏省城分设交通管理站，

专司交通监理业务。此为宁夏公路交通安全

管理机构之始。

8月 22日 黄河洪水上涨，至 9月 16日，

洪峰流量达 6230立方米/秒。10月 5日，洪

峰结束，永宁县民生渠以东淹没农田 4 万

多亩。

是年 天主教宁夏教区主教比利时国籍

神甫王定礼，在银川天主教堂创立明正女中。

△ 省农产品加工试验场在银川设立。

★ 1947年（中华民国 36年）

3 月 马鸿逵为配合胡宗南进攻延安，

组建宁夏兵团，马鸿逵自任指挥官。

4月 18日 银川市正式成立，银川市政

筹备处改为银川市政府，李振国任市长。

7月 31日 《宁夏国民日报》报道，省农

林处与宁夏兽医站在安宁奶牛场试验用免化

病疫苗注射，效果良好。并在银川市及贺兰、

永宁两县推广。

8月 马鸿逵在银川主持召开高级军事

会议，制定“战、守、逃”军事方针。

9月 宁夏区运输分处试放兰州经银川

到包头的直达班车。

10月 21日 银川至兰州自办邮政汽车

邮路开通，在银川设邮政汽车站。

是月 宁夏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在银川成立。

12月 26日 银川至包头自办邮政汽车

邮路开通。

是年 雷启霖、袁金璋等人联合宁夏旅

外各界人士，在南京的报纸上连续发表文章，

揭露马鸿逵统治宁夏的暴政。

△ 德国外科医生胡爱理从北京到银川

市教会医院行医，先后做了外科、妇产科、宫

外孕等手术，曾剖腹切除 13公斤重的大肿

瘤，开创了宁夏大型手术的先例。

★ 1948年（中华民国 37年）

1月18日 中国航空公司北平、绥远、宁

夏、兰州班机通航。

2月 6日 《宁夏国民日报》报道，宁夏省

会银川市设立广播电台，使用美产 300瓦广

播电台。

9月 5日 中共西北局决定成立宁夏工

委，由孙殿才、孙璞、梁大均、何广宽、李健、张

广珍、薛池云、刘思孝、王志强等 9人组成，孙

殿才任书记。

10月 马鸿逵命全省阿訇到银川开会。

会上宣布了他反共的决心，并决定给每坊清

真寺发枪 5支，要求各坊阿訇领导回民与共

产党决一死战。阿訇以“念经人不懂军事，负

不起责任”加以拒绝。

12 月 1 日 甘宁青邮区———战区邮务

管理段在银川成立。

★ 1945~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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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

1～8月 金圆券停止流通后，货币呈真

空状态，银川市商会参议会等民众团体决定

暂准银币正式流通。同时并准旧有铜元流行

市面以便找零，但因铜元旧存数不敷，物价又

复猛涨。

3月 美国“飞虎大队长”陈纳德夫妇应

马鸿逵邀请来宁夏访问，密谋转运财产和逃

亡后的安排。

是月 国民党政府国防保密局在宁夏建

立“宁夏独立电台”，任命卢博儒为台长。

5月 16日 国民党宁夏兵团组建，马敦

静（马鸿逵之子）任司令，卢忠良为前线总指

挥。卢忠良率 128军、11军开赴平凉，与青海

兵团会合，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

5月 20日 西安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

军 19兵团联络部部长甄华派原宁夏交通处

处长孟宝山，到银川做马鸿逵的工作，争取和

平解放宁夏。

8月 26日 兰州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

军 19兵团联络部派以甘肃伊斯兰教上层进

步人士郭南浦先生为团长的赴宁夏和谈劝降

团，转达 19兵团和平解放宁夏的诚意，规劝

马鸿逵、马鸿宾认清形势，弃暗投明。

9月 1日 马鸿逵飞离宁夏，逃往重庆。

9月 10日 国民党宁夏省代主席、宁夏

兵团司令马敦静在仁存渡口召开高级军事会

议，布置逃跑前的大破坏计划。

9月 14日 郭南浦、孟宝山、白连山、马

守礼、马季等抵达银川，规劝马敦静弃暗投

明，马敦静令郭南浦等 3小时内离开银川。

9 月 18 日 国民党中央军司令部长官

徐家昌乘飞机来银川与马敦静密谋。

9月 19日 马敦静以送徐家昌为名，与

徐同时登机逃跑。

9 月 20 日 以马全良为首的宁夏国民

党高级将领和以马廷秀为首的政府高级官员

在银川仁存渡通电起义。

9 月 21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

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复电宁夏军政当局，

对其弃暗投明表示嘉勉，并指示与中国人民

解放军 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就近接洽。

△ 马鸿宾在银川“五亩宅”召集宁夏军

政要员，商量与 19兵团洽谈起义投诚事宜。

9月 22日 国民党 128军军长卢忠良在

和平解放宁夏的八条协议上正式签字。

9 月 23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

军 19兵团 191师 572团一部进入银川市，结

束了国民党政府统治银川的历史。

9 月 24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 19 兵团

191师 572团接管银川西花园机场，缴获了国

民党 1架运输机。随后该机驾驶员毛昭宇（借

维修飞机为由）驾机逃至陕西汉中机场。

9 月 25 日 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

立（以下简称银川市军管会），暂时代行全省

最高权力。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兼任主任，

马鸿宾（国民党起义将领）、朱敏（中共宁夏工

委书记）、曹又参（原陕甘宁边区三边军分区

司令员）为副主任。办公地点设在银川中山公

园怀远楼，下设联络、公安、文教、政务、财经、

军事 6个处。

9月 26日 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

第一号布告（共 9条规定），宣布新解放区方针

政策。

△ 中国人民解放军银川市军事管制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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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接管宁夏一等甲级邮局和宁夏电信局，

接管后分别更名为“银川市人民邮局”和“宁

夏人民电信局”。

△ 中国人民解放军 19兵团接管银川

市警察局，成立银川市军管会公安处，兰辛斋

任处长。

△ 中国人民解放军 19兵团在银川市

举行了入城式，受到各族群众热烈欢迎。

9月 27日 银川市邮局开始收寄西北、

华北、东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邮件。

9月 28日 中共宁夏工委（银川市军管

会创办）公开出版了解放后银川市第一张地

方报纸《新闻简报》（日刊）第一号，至 11月 28

日（停刊），共出版 42号（期）。

9月 29日 银川市人民政府成立（隶属

银川市军管会领导）。孙璞任第一任市长。

△ 中国人民解放军银川警备司令部成

立。阮平任司令员，杨得志任政治委员。

是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马鸿逵“十

一军军马场”后，将其改为西北军区军马场

（1950年 11月改称贺兰山军马场；1953年 11

月又更名为贺兰山军牧场；1957年 1月移交

地方农业部门领导，称贺兰山牧场；1958年

改称贺兰山畜牧试验场）。

10月初 宁夏省在县下设区、乡、村建

置，废除保甲制。

10 月 6 日 银川市军管会公安处配合

部队接收马鸿逵政府各级党部等机关，摧毁

了国民党在宁夏的反动组织，初步建立革命

新秩序。

△ 银川至兰州邮政汽车班恢复邮运。

△ 宁夏省银行、中央银行宁夏分行、中

国银行宁夏办事处、农民银行宁夏办事处、邮

政储金汇业局宁夏办事处和绥远省银行驻宁

夏办事处等金融机构在银川市军管会统一领

导下，由陕甘宁边区银行三边分行派员接收。

△ 银川开始与北京、兰州、包头等城市

及省内的中宁、石嘴山等处通直达有线电话，

凡在解放区内的各地也可收转通达。

10 月 7 日 银川市 2 万多回汉人民和

19兵团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宁夏

省解放、拥护世界和平大会（原定 10月 1日

举行，因秋雨影响延后 6天），大会通过了致

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

贺电。晚 9时，举行了大规模的火炬游行。

10 月 8 日 银川市军管会政治部筹建

宁夏人民电影院。

10月 10日 中国共产党银川市委员会

成立，隶属中共宁夏省委领导，下设秘书室、

组织部、宣传部。李坤润任市委书记。

10月 15日 银川市军管会在全市范围

内宣传党的宽大政策，号召敌特及马鸿逵的

便衣人员自行报名登记。截止到 12月 31日

共登记特务 116人，便衣人员 81人，收缴马

鸿逵全部的通讯设备。其间对顽抗不登记的

特务王雨田等人进行了重点打击，对已登记

的首要分子分别进行管训和管制。

△ 中国人民银行银川办事处成立。

△ 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税字第一

号布告，成立银川市税务局，田伟杰任局长。

10月 18日 中国人民银行宁夏分行在

银川正式成立，同时宣布废除旧政权货币，开

始使用人民币。

10月 21日 原宁夏省介寿图书馆改名

为银川市人民图书馆，即日向读者开放。

10月 22日 银川市对旧政权财经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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