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

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馆

i己
出

版

社

呻共



酸≥

眵孤”
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盖笔千周年

锄‘、

中共宁夏党史大事记．‘，、、
(1925．8—1988．6)

_P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

宁．夏回族?自j治．区档案馆

宁夏久磊毋。欲一拙．：

|r

。



。≮ ，． ，： ．‘·．。’’“”

- 一．

，

， 中共宁夏党史大事记
’

‘

(1925·8——1988·6)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 ，．

宁夏回 族 自 治 区档 案馆
’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7．宁夏中卫县印刷厂印刷

一(银川市解藏西街105号)“， “，

开本1．850x1168+印张；；19．5睾数；，435"1‘
，t。 。≮√印数-l。——3·300册 ’。．‘。’

’5

1991年lo月第1簸 1991年lo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宋国柱 ‘责任校对：何玲涛畅立国

封面设计：樊宏斌 版式设计；李茂华

ISI；N7—227一oo 703—0／K·踮 定价：肆．：Ⅲ几
：

．· ，

”

‘一 7．

‘’

。，

T，。 7|^

～^

^ ：‘
‘ ’

～

，

●●^，f，¨

、

、

‘

，、

，，{i．

．

，，

．．

i，：f

●

．

，

^

．}，

：、

．

，

，

沁

．．．

．丘．1，

+、

．

k

，

●r

●，一．．．．．一、∥

、

．

r_

：J

，i

0

0_

7～¨．、．。．．=j。．≯

-=

l_．

々

、．

。_u～

．、_，≯、

，●

^，～

L¨f

～

‘，p

～．，

“

．

，

：|、

}，∥‘

，

』
¨

I呈

●_

。

●●

●r-

●_，

j

'

f

-'

}●

--

．+●，

，

■蔫

一；{√；，’，，．。薯h—H小



‘。

卜 ：

编辑说’明
l|

_

一，‘《中共宁夏党史大事记》是中共宁夏回族自

’治区委员会决定编写的。其目的主要是为广大党员、

‘干部和群众学习、研究中共宁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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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推进我区的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历史借鉴。
、

二，本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一

以中共中央两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坚持历
／

史唯物主义，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大量的历

’史档案和其它经过考证核实的资料为基础，力求比较‘。、

。准确地记述宁夏党组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

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领导全区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

反映出宁夏地方党史的一个大致轮廓。为比较完整，

客观地反映历史原貌，本书以记述史实为主，一般不

加评论。 。··

??三，本书记述范围以现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所辖Ⅸ

域为主；时限从1925年8月宁夏地区有中国共产党的

‘革命活动起，到1988年7月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六

l ’1。



届第一次全委会召开止，内容以宁夏党组织的活动为

主线，着重记述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大

问题和重要人物。在突出反映党的重大活动，党的组

织，思想，作风建设的同时，又较全面地反映党领导

下的各个方面，，各条战线的工作；在重点反映政治，

经济方面史实的同时，又适当反映文化，教育，科技．

体育，卫生，军事等方面的史实o

四、本书体例以编年体为主，按照时问顺序，以

年、月、Ft编排；对某些持续时间较长的历史事件，

也采用记事本末体作适当集中的记述。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由于档案记载不详或没有文字记载，有些事件

和问题的具体El期不详，则以旬、月、季、年记述。

la不详记予旬，以上、中、下旬表述；旬不详记于月

末，以‘‘是月”表述；月不详记于季，以春、夏、秋，

冬表述；季也不详者，记于年末，以“是年”表述。

凡同一时间的条目，第二次出现，以“同日’：、“同旬”、

，“同月”。“同季”表述；第三次及其多次出现，用符

j号?‘▲”表述o ·+ ，，， 一，
五、本书分为五部分，每部分之前写有概述，对

该时期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和内容作了简要综述；同

时在社会主义时期每一年度末，附有反映该年度生产

建设发展情况的主要数据，以利查考和利用。．、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加之时间短促，缺点、错误、疏

漏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修订。

j， ，编1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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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925年8．月一194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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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在1929年以前归甘肃省管辖。1929年1月1日正式设

．立了宁夏省，下辖宁夏，宁朔、平罗，中卫，灵武，金积、盐

池、镇戎、磴口9县及阿拉善、额济纳2个旗。1932年，蒋介

石任命马鸿逵为宁夏省政府主席，直至1949年9月宁夏解放，

其统治长达17年之久。在马鸿逵统治期间，宁夏省的县，市几

经变动，解放前夕，共有1个市、13个县、2个旗j 3个设治

局，即银川市，1贺兰、宁朔．、盐池、平罗、磴I：1，中卫?中宁，

金积，‘灵武、：同心．陶乐、永宁，惠农县；阿拉善、额济纳旗；

紫湖，居延，香山设治局，面积274 910万平方公里，人口74292 1

人。其中，回族近占30％，是我国回族聚居的地方。!。

马鸿逵到宁夏后，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了宁夏的

土皇帝。他改组政府，排斥异己，豢养亲信，清丈土地，划分

税务，查编保甲，加重苛捐杂税，加强了对回汉族人民的反动

统治和残酷剥削，宁夏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926年秋，中

共宁夏特支成立。从此，宁夏地区各族人民在共产党的组织领

导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直到迎来了宁夏的解放。

‘ 于’ 一



革命战争时期

1919年“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爆发，各种进步思想开始在 』

宁夏地区得到了传播。 ?r，
t’ √

， 1925年8月，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中，冯玉祥将军

派其国民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率部经宁夏开往兰州时，在该部

作政治工作的中共党员宣侠父，钱清泉等，曾在平罗，宁夏城，

宁朔、中卫等地，进行过革命宣传活动。1926年秋，在冯玉祥’ }

国民联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随其先遣部队宣传队进驻：

宁夏，他们与受陕北党组织委派前往兰州参加政治训练的中共

党员一起，于同年9月组建成立了宁夏地区第一个党组织——

中共宁夏特别支部，书记为李临铭。 ．．．

中共宁夏特别支部成立后，在街道、学校成立了俱乐部、。：

列宁室，参与编印《中山日报》；举办训练班，组织演讲会，读

书会，故事会；建立工会，农会．．商会、学生联合会；’宣传马

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经验和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发展进步分

子加入了党的组织。√ ：。●’ ‘一，
?

·．^，7

由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j 1927年9月国民党反共

清党活动在宁夏进行，中共党员被驱逐出境，群众团体被解散，．

《中山日报》被查封。这时党组织虽决定留两名同志继续开展，’

工作，但因仍然站不住脚，遂于1928年4月离开宁夏"中共宁

夏特支从此停止了活动。但是，她为塞上古城播下了革命火种。
，

、， ．。 o
．．_

·一 7 ．一．．’|，． +≯?： ·， ‘：11|+’． ．’
’

，。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0 一；；：⋯j“ 、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以后，．敌人对共产党实行残酷屠

‘杀和围剿，中国共产党人为坚持革命，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

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顽强地斗争着。当时，，宁夏虽处于白色恐

：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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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之下，但是，党在宁夏地区的革命活动不仅没有停止，而儿

还有了发展。．
～+ ：·’

‘．

．·

1929年至19 30年，共产党员刘志丹、谢子长．张东皎．高

岗等人，受中共陕北特委的派遣，到宁夏驻军苏雨生骑兵四师

搞兵运工作，在该师中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书记张东皎i副

书记高岗，同时还组建了党领导下的学兵大队。． 。

1930年1月，中共北方局和陕北特委乘宁夏中学招聘教员

之机，先后派遣共产党员杜润芝，赵子元、，马汉文等人到宁夏

以教书等职业以掩护，由杜润芝负责，建立了党的组织，开展

革命工作。他们团结进步师生，发动了宁中学潮，使学校的领

导权掌握在进步教师手中，为党的秘密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后因宁夏当局从陕北一小学教师给杜润芝的信中发现有抨击时

局的词句，遂以“共产党嫌疑”逮捕了杜润芝，解聘了赵子元、

马汉文等人。此后；陕北特委又派张德生到宁夏，与狱中的杜

润芝取得联系，组织和发动了宁夏城(今银川市)小南门兵变

(未遂)。
’

．。
一。，

1932年4月，面对宁夏党组织处于解体的状况，张德生，

梁干丞(梁德元)等7同志重新组建了以张德生为书记的中共

宁夏特别支部，继续开展党的工作。后因梁干丞在报上发表灿
慈菇》一文而被捕入狱，其他党员身份暴露，中共宁夏特支再

遭破坏。 ．

’

‘

“1933年8月；中共临河县委遭敌破坏后，县委派房鲁泉改

名赵子明到宁夏开辟党的工作。4赵到宁夏后，以行医为掩护开

展党的工作。待站住脚后，要求组织派人到宁夏扩大党的工

作。1934年5月，中共北方局派原中共临河县委书记王森带领李

德铭、李清华(女)等人来宁，建立了以王森为书记的中共宁夏

·5 ·



特别支部，以农运和兵运为重点进行工作。1935年5月i北京

宪兵三团通电马鸿逵逮捕李清华。李清华被捕，赵子明、雷鼎

三亦涉嫌被捕，王森机智脱逃，中共宁夏特支又·次遭到破坏。一

：1935年至1936年，红二十五辇中央红军、红二．四方面

军长征在到达陕北前，都曾途经宁夏南部一些地区。红军所到

之处在广大回汉族群众中，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政策，对宁

夏人民的觉醒和革命斗争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特别是1936

年，红军西征部队转战宁夏，楠部山区时，使宁夏的革命形势
日益高涨，先后成立了中共盐池，豫旺、豫海，固北、固原五

、个县委和盐池，豫海、豫旺、固北四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在这

些革命政权中，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是祖国西北历史上第一个

县级回民自治政权。盐池县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宁夏成为陕

甘宁边区的组成部分。

三、抗日战争时期 ．

1937年秋，日寇占领绥远省，严重威胁着宁夏。马鸿逵迫

于全国抗战的形势，虽然表示愿意抗战，但是背地里却与日特

勾搭，致使宁夏有沦陷之可能，，还将直接影响到陕甘宁边区的

安全。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党在宁夏和绥远地区的工作，

予同年10y]成立了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杨一木，李仰南先后

任工委书记。j
‘

， ，

“

一

在宁工委的领导下，党把公开活动与秘密工作结合起来，

通过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团体；以中小学为活动阵地，发

展党员，培训骨干；选送进步青年赴延安学习，派人到国民党

军队中搞兵运；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进步人士；搜集

情报，掌握敌特动态，使党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在此期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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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两岸，、朔南朔北燃起了抗日救亡的烽火。+． ．：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日本帝国主义改变

对国民党的策略，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 ．’

方针，引诱国民党妥协。这时，国民党顽固派加强了对中国共
。’

产党及其根据地的限制和压迫，制造摩擦事件，全国形势逆转。 ；

马鸿逵在宁夏下令取缔抗日团体，-追捕共产党人。由于特务活’．

动猖獗，党的领导人杨一木身份暴露，为保存革命力量，，宁工

委将大部分党员先后撤回边区i；留李仰南、白玉光，马云泽，

杜琳继续在宁夏工作。j i：．，
’

。 一～‘ ．’7

1939年底，陕甘宁边区党委派崔景岳，王博来宁接替李仰

南工作，并组建了新的中共宁夏工委，崔景岳任书记，白玉光 ，

任组织部长，王博任宣传部长：正当宁工委领导下辖的5个党 ．‘

支部深入群众开展革命活动时，由于敌特跟踪追捕及叛徒出卖，’

1940年4月，崔景岳等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34人先后被捕。在，

狱中，崔景岳等坚贞不屈，组成狱中党支部，继续进行斗争。

1941年4月17日，崔景岳．马文良，孟长有被敌人活埋。白玉。

光等又重新组织狱中党支部，坚持斗争至宁夏解放。t¨

‘1942年春，党组织派何自成、曹松林等人到宁夏开展工作，：
。

8月，遭敌逮捕。1943年4月17日，何自成，毛达，陈硕甫、

刘斐也被敌人活埋。j．． 、，’

’ _。? 。1·

．宁工委遭敌破坏后，党在宁夏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主要

由中共三边分区党委领导进行。随着工作的逐步开展，于1942

年至1945年成立了中共金(积)1．灵(武)工委，在盐池县余 ‘。

庄子、红井子建立工作据点，并派人到伊克昭盟的三段地做宁

夏方面的工作。1945年春，’又成立了中共河东工作组，领导和

开展革命斗争。 。?i、⋯●． 。t 『1．

一 ：∥ ·7-．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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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民党顽固派继续消极抗日，积

．一 极反共反人民r在中国共产党及其民族政策的影响下，1939年

．．．。1月至1941年6月，．海(原)¨固(原)地区连续爆发了三次一
’

一 回民反抗国民党政府的残暴统治，寻求民族解放道路的武装起
一

，义，．用鲜血谱写了回族人民革命斗争的新篇章‘1941年6月?

．第三次起义失败后，马思义率领=百多名起义战士i奔赴陕甘

宁边区，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下，成立了抗日回民骑兵团。’’

“回骑团哆的战士在抗日战争时期，!边学习，边生产，政治思‘。

。。想，。文化知识，军事素质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解放战争时期，

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盐池县是陕甘宁边区的一部分，它位于陕．甘、宁、蒙四

省的交界处，叉盛产食盐、甘草，皮毛，．是陕甘宁边区重要的

经济支柱之．-，也是其在西北的门户和前哨。。抗日战争时期，

在盐池县委和政府领导下，巩固：发展了党组织，建立区乡、政

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了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开展了文
“

’化教育事业；并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支援了前线，为抗日战

， 争做出了贡献。、1 ∥ ‘·：‘．，-‘：一 。 一，j．1。‘’‘；
‘

7
·．．一，j o：：t“ ， 。．‘㈠、： o‘ ，：，．-7

一

川

。--． 1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一．．， ，：。、1

。．I．。’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制定了关于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

，政治、军事方针，7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和霞点进攻。‘I

：一这个阶段，宁夏懒形势也发展很。慨，1946牛5月，’’成 ，

，‘ 立了以高峰为兼书记、孙殿才为副书i己的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 ÷

。 ‘领导余庄子红井子两个工作据点，．(后来发展为两个工委)并
·’

’．-派王茜到伊盟三段地协同王延领导银北地区党的工作。1947年 、’

i 1月、，为了便于工作，中央西北局决定将宁夏工委、伊盟工委、 1‘

：．f
．08，r _j-‘、一 ．‘√．1

‘．， ．
‘：。：_． ⋯



：合并为宁绥工委，朱敏任书记，孙殿才为副书记，-此时宁夏有 j·-：

‘ 党员40哆名，各县都有了单线联系的党员。另外，先后成立了 ．一。‘

··’‘固东工委．镇固工委、海固工委负责领导周原地区的革命活动。 以-

j当时，，党在宁夏地区的主要活动是建立组织，：发展党员-．搞武-

装斗争F+建立广泛地革命统·战线；i开展对字马军队的工作。： i√、

，，在宁绥工委建立的同时，。还组建了宁夏的第一『支武装力量÷一．L

回汉支队。这支部队转战于陕甘宁三省交界的广大地区，并为．’

主力部队和工委培训了一批回汉族干部。，，‘，c．{．．√‘．．i7 ．

‘

解放战争时期，盐池县委和县政府，为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j

j 积极开展练兵、减租，发展农牧业生产，为保卫和巩固解放区．?

，．而斗争。1947年进行了第二次土改I配合主力部队进行了兴武

营歼灭战和消灭奇恩诚窜犯盐池的战斗；协助主力部队--0：光。，

复被敌人侵占的盐池县城，有力地配合了党中央关于转战陕北 ．

的战略部署。 ：
．-

j．i’．1

1948年9月至1949年lO月，是人民解放军战略决战和取得，!¨．

全国胜利的阶段。为适应形势需要，1948年8月31日再一次成＼，+

立了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孙殿才任书记、孙璞■梁大均分别

任第一、第二副书记。宁工委对从马鸿逵统治区逃来的难民、 、．．

移民进行组织、宣传工作，发展了党员并选派优秀分子回宁夏

，·工作；在工矿中发展党组织，领导工人进行改善政治待遇和生、 ，’‘

活条件的斗争；派人到敌占区与各阶层人士建立关系；领导回

汉支队解放了甘宁交界的甜水堡和垦区，建立了甜水堡中心区
’

‘委及区人民政权；搜集情报，瓦解敌人，安定人心，保护仓库、

桥梁免遭敌人破坏，为迎接宁夏解放做了大量工作。．，t’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

．分兵三路向宁夏挺进，我军始终坚持用两种方式解决宁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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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针，即以军事力量消灭敢于抵抗的敌人，在强大军事压力

．·； 下用和平方式解放宁夏。，在我军强大军事攻势和政治压力下，

迫使国民党第／＼十二军起义，，宁夏兵团残部投诚。9月23日，解

-’”放了省会银川市：．26日，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9月28

，‘日9‘解放了平罗县和惠农县，。29日j阿拉善旗，‘额济纳旗和平

解放。-至此，宁夏全境解放。lO月18日，中共宁夏省委正式组

，成。12月23日宁夏省人民政府成立。从此，宁夏各族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征程。’：j
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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