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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说 明一．，．·
·

<中共银川市郊区历史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

是按照自治区党委和银川市委的指示精神，经郊区党委研

’究，在郊区党史编辑委员会领导下，由郊区党委办公室承办

编写的。它反映出郊区党史的一个基本轮廓，为广大党员、

干部、群众学习研究地方党史提供基本的历史资料，为总结

党的历史经验，加强党的建设，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推进郊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历史借

鉴。 ‘’

t<大事记>的编写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

主义，以中共中央两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以大量

的档案资料和其它经过考证的资料为基础，力求准确地记述

郊区党组织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贯彻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领导郊区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

进程。

《大事记>的内容以党的活动为主线，收录了郊区有影

响的大事、要事。以大量档案资料为基础，本着“去粗取

精、去伪存真、详今略古、大事突出、要事不漏”的编写原

则，进行筛选和鉴别，’编辑成条目。在记述方法上。采取的

体例以缩年体为主，按照时间顺序，以年、月、日编排。受

资料所限，各年、月份条目多少不一；根据内容和需要，各

条目详略长短也不一。宜长则长，宜短则短，一般不加评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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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的编写工作，曾于1993年完成初稿，参加前

期编写工作的有郭继周、李建忠、易国兴、赵玉宝、李建

胜、季连成、马培贤、李晓红等，参加后期修订、补充续编

工作的有王克善、郭继周、李岐、马学光、王新福、马少

华、段伏云、柳桂巧、陈彦萍等。最后由王克善、郭继周、

李岐负责统稿，由马学光、王新福、黄雪梅、杨伟、文铭茂

负责校对。
。

．
．。．’

在编写过程中，先后得到自治区党史研究室张晓轩、邵

予奋，市委党史研究室王廷选、卢学舜、沈棒培、黄晓宁等

同志的多次帮助和指导；郊区部分离退休老干部进行了审

阅，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

谢。

由于编写工作所需资料浩繁，征编上有一定困难，加之

编写人员水平所限。缺点、错误、疏漏在所难免。谨请领

导、专家和同志们批评指正。1 ．，t．

。：
’‘

，

。

‘

：

， ‘?‘·‘

‘

； ’ ‘．，——编者2002年7月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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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中共银川市郊区历史大事记

、(1949年一2000年)’
’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1949年9月一1956年12月)

概．．．述
’

、_。^

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银川市各族

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人民政权，稳定社会秩序，完成民

主革命，恢复国民经济，到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这一时期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10月到

1952年9月，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和国民经济的恢复阶

段。1949年9月26日，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后，一

是废除剥削制度，摧毁了敌伪政权，二是通过清匪肃特安定

社会秩序，三是开展救灾济贫、生产建设和兴修水利工作。

四是实行财政统一，调整工商业。随之．从1950年下半年
起开展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一是土地改革运动，

?。二是镇压反革命运动，三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四是

“三反”、“五反”运动，五是整风运动。第二阶段从1952年

9月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其内容是要在一个相当长
． 一l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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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

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

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在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上。银川市从1953年开始进入

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在总路线指引下，银川市农村经

历了从1952年到195IS年基本实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化和

1956年底实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化的历程。

1951年经西北军政委员会批准，将永宁县和贺兰县的

部分乡村从当年6月1日起划归银川市管辖。当时银川城内

设置一、二、三、四4个区。城郊设置第五区和第六区(时

称“城郊两区”。下同)。1954年1月，银川城内的四个区

合并为两个区，银川市委决定将“城郊两区”也相应改为第

三区(亦称新城区)第四区(亦称北塔区)，原辖区内各乡

隶属关系不变。

1954年9月，宁夏省建制撤销，银川市隶属甘肃省银

川专区管辖。1955年10月，为加强政权建设，银川市进行

撤区并乡，经中共甘肃省委批准，撤销银川市第三区和第四

区，将“城郊两区”原辖12个乡合并为五乡一镇(即北塔

乡、民乐乡、新民乡、砖渠乡、五里台乡和新城镇)。

19．56年8月，党的。八大”根据国内主要矛盾变化的

论断，及时地作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

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i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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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完成攀|会主义改造时期

1949年

。

9月23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十九兵团先头

部队191师572团黄昏渡过黄河，深夜进入银川市，宁夏省

宣告解放。一 一 ’一 ·

‘

-”9月26日 以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为主任的人民解

放军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并发布第一号布告。
。

同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在银川市举行了入城

式，各族群众上街夹道欢迎。 ，
．

i

。‘lO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i
’

10月10日 中国共产党银川市委员会正式成立。李坤

澜任市委书记。 -。 ．

·．

11月10日在银川市军管会的领导下，摧毁了国民党

的旧政权机构。先后建立了4个区级人民政府。一

11月23日 为了巩固新政权，根据中共宁夏省委指

示，中共银川市委着手进行全面建党工作。主要从广大工农

群众的积极分子中，发展一批新党员，同时建立基层党组织

——党支部o ： t．
’

·7

12月4日 银川市军管会宣布成立银川市人民委员会。

孙璞任银川市市长。 一?，
；

，

’

．：‘，’。

12月23日 银川举行庆祝宁夏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大

会，并发布第一号布告。潘自力主席在成立大会上讲话。

一3一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1950年

3月15日(农历) 以马会、强德(均系国民兵大队

长、地主分子)为首串通敌伪人员28人，武装袭击通贵乡

人民政府(当时隶属永宁县)。在乡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和当

地公安机关的反击下，当场击毙“匪司令”强德、匪徒马生

华，余部全部被捕获。缴获步枪5支、子弹300余发。

4月1 B 银川市人民政府召开群众大会，对违犯政府

法令，种植鸦片、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进行了公开审判。‘

5月26日 银川市召开群众大会，各族各界群众5000

多人集会。公审破坏人民政权、杀害革命干部、危害人民生

命财产、阴谋聚众叛乱的23名反革命匪徒，并将罪大恶极

的闫廷芳、马昌明、桑青海3名匪首依法枪决。

11月19日 银川市各界群众1万多人集会，公审于lO

月6日捕获的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郭栓子等。郭栓子等5犯

被处决。
。

．

．’

是月 从3月初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八四团进驻贺

兰山剿匪，经过8个多月的协同作战，艰苦追踪，先后剿灭

了郭栓子、马绍武、李守信、同廷芳、张廷芝等股匪。至

此，银川地区的期匪斗争基本结束。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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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 ，

： ：
。

‘’‘’，：1951年

1月20日一26日 中共银川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出席会议的代表34人，列席代表18人。市委书记马俊杰代

表市委作了工作报告。

3月8日 中共宁夏省委作出1951年在全省范围内进

行土地改革运动的工作部署。随即，银川市在“城郊两区”

(当时为银川市的五区、六区，时称“城郊两区”，下同)进

行了土地改革运动部署。1 7
。

6月1日 中共宁夏省委报请西北军政委员会批准，将

永宁县的第四区、第六区和贺兰县第四区的各一部分划归银

川市管辖，成立了中共银Jll市第五区、第六区委员会，行政

设立两个区公所，是银川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

第五区辖6个乡，即新城乡、双渠口乡、盈北乡、砖渠

乡、五里台乡、盈南乡。第六区辖6个乡，即普济乡、民乐

乡、新水桥乡、旧城乡、北塔乡、登南乡。 ·“．j

6月14日 银川各界热烈响应抗美援朝总会发出的

<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军烈属的号召>，

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掀起捐献爱国热潮。

7月17日 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第一分团宁夏工作队

来到银川。银川市各族各界群众25000余人夹道欢迎并召开

了欢迎大会。 ．
一’

， ，’
，

8月15日 银川市土改运动开始。土改经过了“宣传

政策与整顿组织二划分阶级成分、没收征收与分配土地成

果、查土地评定等级产量、民主建政、发展生产五个阶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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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逢时期

于1952年2月29日完成了土地改革运动，历时141天，银

川市参加五区、六区土改工作的干部共116名。土改前五

区、六区辖12个乡，61个行政村，142个自然村，4912

户。共有人口23047人，共有耕地62763．47亩。人均2．6

亩。
●

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消灭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

建立了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农村的生产、文化教育和其他

事业都焕然一新。 ，

据记载，在土改运动中，“城郊两区”被定为地主成分

的230户(包括22户官吏)、富农63户、小土地出租171

户、中农1418户、贫农1693户、雇农706户、其他631

户。共没收地主、征收富农土地1．7万亩，耕畜1206头，

大小农具2454件，粮食324．2万石，房屋2488问，合理分

给了2979户贫苦农民。

9月1日 中共宁夏省委组织部向全省各级党委发出

<关于今冬明春整党与建党工作几个问题的指示>。要求各级

党组织办好整党枷练班，．对所有党员认真进行“怎样傲一个

共产党员”的教育，慎重发展新党员。

lo月6日 银川市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银川召开。

到会代表97人i会议主题是：动员今冬明春的农业生产和

部署。镇反”工作。

．11月12日 银川市第一届农业劳动模范大会召开。

‘乞贼郊两区”参加大会的劳动模范40人。

11月22日一23日 银川市“城郊两区”各乡相继召开

了农代会，成立了农民协会，共发展会员5063人，占总人

口的25．6％。有1021人参加了民兵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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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__一_l_一
12月11日一30日 中共银川市委书记马俊杰带领银川

市土改委员会成员对“城郊两区”土改情况进行了调查和工
作指导。 、

1951年银川市。城郊两区”的农业总产值为660万元。
粮食总产量为2679万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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