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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同心人民沐浴着党的政策春风，同

心同德，艰苦创业，谱写了绚丽多彩的骄人业绩，涌现出了一

批报效祖国、情系事业、一心为民的英才俊彦。特别是在 20

世纪 50年代末 60年代初，从全国各地来同心工作生活的五

六百热血青年，他们克服各种困难，在这块土地上抛洒了汗

水，倾注了心血，奉献了人生。

不管他们当年是稚气未脱的小伙，还是清纯芳华的姑

娘；不管他们现在身处何方，无论富贵贫贱，相信他们与同心

一定有着无法割舍的情感。我也相信，同心各族人民永远都

和他们心相通、情相连，不因空间改变而忘却，不因时间流逝

而褪色。因为，在这块干旱贫瘠的土地上，他们传播了文化知

识、科学技术和现代文明，诸多感人的事迹至今仍传颂在同

心这块土地上，流传在老百姓的口碑中。

岁月悠悠情不淡，心曲深深话当年。为了铭记那段历史，

珍惜那份友情，书写他们对同心作出的突出贡献，同心县政

政协同心县委员会主席 马长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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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本着“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指导思想，组织编辑出版了《同心情

结———外地人在同心》文史专辑。这是一件极其有意义的事情，它不仅

是同心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是对曾在同心工作生

活过的外籍人的最好慰藉。

《同心情结———外地人在同心》力求体裁灵活，秉笔直书，以哲学

的思想、真实的史料、文学的语言，注重个性特点印证历史，以“鲜活的

历史经验”，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不同行业，全景式展示了 20世纪五

六年代以来同心的建设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可以说，通过他们的亲身

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聚焦和浓缩了同心这块红色热土的沧桑巨

变和辉煌，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文化厚重的同心，一个艰苦创业的同心，

一个团结和谐的同心。该书的出版，是一本很好的县情教育教材，有利

于年轻一代更深刻地了解过去，珍惜现在，开创未来。

值得纪念的是昨天的付出和执著，值得期待的是明天的收获和辉

煌。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告诉各位身居外地的老前辈，你们当年为之

奋斗过的这块土地，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县经济取得了长

足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最后，衷心感谢各位老前辈为同心留下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祈

盼各位老前辈能常回家看看，愿我们的友谊长存！

2011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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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情结———外地人在同心

和栗荣祥同志在一起的日子
/ 杨国栋

栗荣祥，男，汉族，1915年出生，河北省

灵寿县人。1937年入伍，1949年被组织调同

心工作，1951年 2月至 1955年 4月在同心

县历任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职务。

栗荣祥同志在同心县工作期间，留给同

心人民的形象是清官、好干部、好领导，是群

众的亲人、知己。

安定民心 恢复生产

解放初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中，国民党军队节节败

退、溃不成军，最后的招数是造谣惑众，说什么“共产党共产共妻，杀回

灭教，毁寺煮阿訇”。在民间制造混乱，部分群众听信谣言逃离家乡，致

使田园荒芜，颠沛流离，百废待兴。加之小股顽固分子携带武器占山为

匪，偷袭解放军和政府干部（我的左手腕就是在一次下乡工作中遭遇

土匪袭击留下了伤痕）。

面对如此状况，栗荣祥同志一边协助地方驻军剿灭土匪，消除隐

栗荣祥（1952 年在
同心工作期间留影）

2



患，一边抓安定民心，恢复生产，用积极恢复生产、关心人民生活等大

量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戳穿反动派的谎言，受蒙蔽的群众纷纷返乡。

栗荣祥同志积极协调从外县借来籽种、口粮，深入乡村解决群众的生

产生活困难，赢得了群众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无比信任。群众的生

产热情和积极性充分调动了起来，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在群众中形成

了一呼百应的局面。变工队、互助组应运而生，大家高唱着“解放区的

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

情说不完呀，呀呼嗨么咿呼呀嗨……”的歌曲，积极投入到了劳动生产

的大运动中。

尊重民俗 落实政策

栗荣祥同志在同心工作期间，首要做的工作就是把回族的风俗习

惯、禁忌、重大节日的庆祝活动等弄清楚、弄明白，身先士卒，带头执

行，和群众在感情上融为一体。因我是十九兵团政治部回民工作队留

地方工作的干部，又是同心当地人，所以他在做民族宗教工作时总是

拉上我做向导和顾问。

每年的斋月来临，他让警卫员小徐把我找来，将买好的礼物分成

六份，每份红、白糖各两包，茶叶一包，让小徐用一个大帆布包装好提

上，按照确定好的路线，头戴上白帽，由我引领到大寺、西寺、小寺、大

东寺、南寺、小东寺各清真寺去给阿訇祝贺斋月的来临。开斋节到了，

他的礼物中除上述礼品不变外再增加两包点心，代表油炸食品，仍由

我引领到各清真寺给阿訇祝贺开斋节。

通过节日看望阿訇，把党的中心工作先讲给阿訇知道，并请阿訇

利用主麻日再讲给礼拜的群众。同时，还向阿訇了解群众在寺上闲谈

公 仆 风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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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政府工作的意见。

古尔邦节到了，他决定给干部职工放假一天，并通知回族干部职

工到寺上做“尔德”。20世纪 50年代，同心的“尔德”节不仅各寺集中在

一块礼拜，就连附近四乡的群众都要赶到县城大聚。按照教规，12岁以

上的男性穆斯林都要参加会礼，因此这一天礼拜的人特别多，礼拜场

地在县城东郊大土墩广场。作为县领导的栗荣祥同志，每年总要亲临

“尔德”节的会礼，他特意穿上自己的一套新制服，头戴白帽，双手并在

大腿两旁，以军人的立正姿态，毕恭毕敬地立在礼拜场的南侧向礼拜

群众行注目礼。警卫员小徐站在离他的首长较远一点的大路南边，背

着盒子枪履行自己的警卫义务。直到礼拜结束阿訇和群众都去上坟，

他才离开礼拜场回政府工作。

还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解放初期地方干部奇缺，当时的干部

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军队留用的军人干部，可他们宁愿随军打仗，也不

愿留地方政府工作。如同心当时留用的两个营级干部教导员曾孜与

副营长张明同志工作了不到一个月就返回部队了，我算是长期留下来

的军队干部之一。二是从老区借调到地方的干部，这些人大都是汉族，

不习惯回族地区的生活，也常闹情绪，要求调离。三是从旧政府机构

中经短期培训的留用人员，这些人需要进行思想改造，帮其转变立场

观点，这也是一项非常艰巨而复杂的政治工作。这就是当时干部的基

本情况。

从陕甘老区借调的地方干部中有个别人提出要吃大荤，并要求在

县城设猪肉店解决他们的吃肉问题，否则，他们要回自己的家乡工作。

这些同志的要求被栗荣祥同志坚决回绝了，他召开有关人员专门会议

讲这个问题，他说：“同心城系纯回民居住区，历史上未曾有过的问题

现在绝不能出现，在同心开大肉店，给党在民族地区的工作会造成什

4



么影响？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是相辅相

成的，要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就必须严格遵守少数民族的风俗习

惯。”他还说：“我们的地方干部确实很紧缺，但谁要以吃大荤而要挟，

可以申请调离。谁要想吃大荤到汉民居住区吃去，带到同心县城吃绝

对不允许，谁违反了，按破坏党的民族政策论处！”因这次会议是针对

少数外借干部的，栗荣祥当场宣布此会不发文，内容不外传。

作风朴实 体贴入微

栗荣祥同志令人最敬佩的就是朴实无华，讲话从不打官腔，总是

以朴素通俗的语言阐明大道理。解放初期由于旧中国的贫苦落后，积

重难返，物质上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主要生活用品都必须按计划供

应，主食每月 11公斤（米 7公斤，面 4公斤），食用油每月 4两。他和干

部群众也一样的标准，毫不例外。栗荣祥同志在干部大会上，在群众大

会上讲：“蜜多了不甜，油多了不香，我们一定要节衣缩食，共渡难关。”

同心县当时的行政区划为 7个区：一区城关（含县城），二区喊叫

水，三区新庄集，四区韦州，五区下马关，六区预旺，七区王团庄。为了

深入群众，做好工作，栗荣祥同志跑遍了同心的沟沟岔岔、山山洼洼，

和群众拉家常，察民情，听倾诉，田间地头、窑洞炕头都是他和群众交

流的场所。

一天，栗荣祥带领他的工作组走进一个沟岔村庄，群众听说栗书

记来了，男女老少都赶来迎接书记。栗荣祥同志身材高大，声音宏亮，

抢先向大家问好：“乡亲们好！”几个年岁大的老人走在前面和书记一

一握手，书记问：“这叫个什么村？”群众用自己的方言回答：“黑王家岔。”

邻村的一个青年人用取笑的口气插话：“叫黑毛岔！”本村几个老汉不

公 仆 风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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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高兴地向这个青年瞪了一眼并解释说：“这个庄子原来住着黑、王两

姓人……”那个青年不等老汉说完又插话：“所以就叫个黑毛岔。”听到

这里，栗荣祥同志摆摆手说：“这个名字不好听，我们给它另起个新名大

家说行不行？”“行！就请书记给起个新名字吧。”他和他的随从们小议

了一下后宣布：“以后就叫‘解放新庄’吧。”

栗荣祥同志不仅全心全意地抓好全县人民的生产生活大事，同时

对同志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小事，也体贴入微地给予关照。

当时有些小青年因女人没有文化而欲闹离婚，他知道后在一次干

部大会上作了专题讲话：“同志们，不要嫌弃自己没有文化的土老婆，

她们除了没有文化，身上还有许多有文化的人都不一定有的长处，比

如勤劳朴实、生儿育女等。没有文化你帮她学嘛！政府打算要办扫除文

盲识字班，男女文盲都参加学习，这个不足之处可以补上来的。可能有

的人还在丑俊问题上做文章呢，大家说，我的老婆怎么样？小眉小眼，

两个小脚，没有文化，又黑又丑，其实呀，灯一吹和那些有文化的漂亮

女人一模一样！”惹得大家哄堂大笑。个别闹家庭不和的人在笑声中也

改变了态度。

爱憎分明 不徇私情

有位姓杨的旧政权中的留用人员，曾担任一区二乡的民兵营长，在

镇反剿匪期间也曾为党和政府做了不少工作，并且受到过栗荣祥同志

的表扬和奖励。但在一次被土匪堵在家中时贪生怕死背叛了革命，和

土匪作了交易，把民兵的好枪换给土匪，并给土匪通风报信。恶行败露，

被人民政府抓捕后，他对自己的叛徒行为供认不讳，法院在县城下街集

日召开公判大会。当法院公布其犯罪事实及判决枪毙后，栗荣祥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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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自己曾奖励过他而偏袒，他用非常严厉的语气高声呼其名：“你就

是杨××吗？”“就是。”“根据你犯的罪过应不应该处以极刑？”“应该。”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没有。乡亲们啊！给我道个好‘都阿’，不要像

我这样。”栗荣祥发布命令：“推出西门，执行枪决！”

丰碑不朽 永久怀念

1955年 4月，吴忠成立了厅一级的自治州，统管银南五县，上级党

委决定任命栗荣祥同志为吴忠自治州州长。临行时群众聚集在县委门

口洒泪送别，群众和书记依依不舍。下了南门坡他站定和群众告别：

“乡亲们！同心是我的第二故乡，这里有我的父老乡亲，有我的兄弟姐

妹，有养育了我的土地，我还会回来探望大家的……”群众中有些人泣

不成声，有些人已放声大哭了，栗荣祥同志也掏出手帕边抽泣边擦泪，

群众不愿离去，书记依依不舍，接他的小车只能跟在后面缓缓前行。

步行至下街官井口时他又站定向群众告别，还是无法辞退群众，

如此反复地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一直送出县城好远……那种鱼水情

深、难分难离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无法抹去。

栗荣祥在同心的工作方法、群众关系、工作作风、民族团结等各方

面，可以说给后来的书记们树了一个榜样，展示了一面旗帜，群众对栗

荣祥的爱戴刻骨铭心，口碑相传，永远难忘。

公 仆 风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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