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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共银南党史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是根据自治

区第二次党史工作会议精神和《全区党史资料征编与党史课题

研究规划》的要求，报经中共银南地委批准，在区党委党史研究

室的指导下，由中共银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其目的主要

是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了解银南地方党史，学习、研究银南

地方党史提供基本的历史资料；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继承

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促进银南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改革开放提供历史借鉴。

二、编写《大事记》的指导思想是：以党的两个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为准则，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主要记述本地

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组织及党员的重要活动；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全地

区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重大史实。以党的活动为主线，

突出中共银南地委对银南工作的重大决定、重大决策和采取的

重要措施及重要活动。力求大事突出、要事不漏，对银南地区一

级党的活动情况，勾画出一个大致轮廓。以客观记述史实为主．

未加评论。 一

三、现银南地区行政公署辖区，解放前，党的活动主要在三

边地委、宁夏工委和现银南各县(市)。解放后，银南地区经历了

河东(吴忠)回族自治区(州)和银南地区革命委员会、银南地区

行政公署三个时期。根据银南地区组织机构设立的情况，《大事

记》分为四大部分：(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二)河东(吴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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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自治区(州)时期；(三)银南地区革委会时期；(四)银南地区

行政公署肘期。四部分合编为《中共银南党史大事记》。解放

后，现银南所辖七县(市)党组织的重大活动、重要事件，不涉及

全地区的，一般未有记述。

四、《大事记》每部分之前写有概述，对这部分历史发展的主

要线索和内容作了简要综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内容，以

发生在现银南地区七县(市)党史人物的革命活动为主，为表述

清楚，有的条目也涉及活动的背景和不是发生在现银南地区的

活动。吴忠回族自治州和银南地区革委会、行政公署时期的内

容，以吴忠州委、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和银南地委的活动为主

线，反映党的重要活动、重要会议、重要事件。在反映党的组织、

思想、作风建设的同时，也反映党领导下的各方面的工作。每一

年度末，有一条目反映全地区当年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五、《大事记》记述时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上限1925年
． 8月，现银南地区一些县(市)开始有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起，

下限1949年9月现银南地区各县(市)解放止。河东(吴忠)回

族自治区(州)时期，上限1953年4月“金、灵、吴、同”回族自治

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下限1958年lO月吴忠回族自治州撤销。

银南地区革委会时期，上限1972年2月自治区革委会报经国务

‘院批准设立银南地区，下限1979年3月银南地区革委会撤销。

银南地区行政公署时期，上限1979年3月，设立银南地区行政

公署，下限1998年6月银南地区撤地设市(地级吴忠市)筹备领

导小组成立。 -

六、《大事记》采用以编年体为主，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

合的体例，用条目形式，按照时间顺序，以年、月、日编排，对银南

地区各个时期的历史作提纲挈领的记述。对有些持续时间较长

的历史事件，则采用了纵横交错，适当集中的记述。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有些历史事件，由于没有档案资料和文字记载，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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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不详，则用旬、月、季、年记述。日不详记于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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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同旬”、“同月”、“同季”表

述；第三次及其多次出现，用符号“△”表述j

七、编写的这本《大事记》，由于编者掌握资料等方面局限，

加之水平有限，疏漏、错误、缺点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斧正。

t量 五
搠。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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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南概况。
， c^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南地区，地处宁夏中部，位于东经1040

17’。107039’，北纬36035’一38。32’。东临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

旗，西接腾格里沙漠，南毗邻固原地区，北接壤银川市。东西长

297．32公里，南北宽199．68公里，总面积3．39万平方公里，占

自治区面积的52％。 ，

，。银南地区辖有吴忠、青铜峡、灵武三市及盐池、中宁、中卫、

同心四县。同心、盐池系山区，海拔1200—1900米，面积为

15525平方公里，亦农亦牧，以牧为主，是滩羊和沙毛山羊繁育

的天然牧场。其它五县(市)为川区，属冲积平原，海拔1100—

1300米，面积为18469平方公里。黄河由黑山峡人境，流经银南

地区的中卫、中宁、青铜峡、吴忠、灵武。沿黄河两岸地势平坦，

土壤肥沃，沟渠纵横，林带成网。宁夏素有“塞上江南”的美称，

银南引黄灌区被誉为“塞上明珠”。 、

，

， 全地区总人口181万，其中回族人口60万，占总人口的

33．3％。回族主要聚居于同心县、灵武市和吴忠市，是全国回族
”

主要聚居区之一，另外还散居着满、蒙古、壮、朝鲜、藏等26个少

数民族。 。

。

，，。。
，#

银南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光荣革命传统的地区。

早在五万年前，人类祖先——水洞沟人就生活、繁衍在这块土地

上。从秦、汉屯垦开发以来，各族人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了

灿烂的文化。唐“安史之乱”，唐肃宗李亨在灵武登基，灵武曾成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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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清末，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下。吴忠

金积堡成为当时以马化龙为首的回民反清基地的中心。辛亥革

命后，灵州民军在宁夏革命党人的领导下首先光复，动摇了清王

朝在宁夏的统治。 ’+
：．

，

1936年，红军挥戈西征，解放了银南盐池、同心的广大地

区，创建了盐池县苏维埃政府和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

此后，盐池县大部分地区成为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解放前，银南地区各县(市)曾属甘肃省管辖。1929年宁夏

建省后，隶属于宁夏省。解放后，银南各县(市)始直属宁夏省

委和省政府领导。1953年4月一1958年10月设立“吴忠回族自

治州”，辖吴忠、金积、灵武、同心、盐池。宁夏省建制撤销，自治

州转归甘肃省委和政府领导。1958年10月成立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回族自治州同时撤销，自治州所辖的四县一市直属宁夏

回族自治区领导。 一 一。 二

1972年2月23日国务院批准设立银南地区，1973年4月成

立银南地区革命委员会。1979年3月撤销“革委会”，设立银南

地区行政公署，属自治区的派出机构，地区机关设在地处银南中

部的吴忠市。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1998年5月11日，国

务院正式批准“撤销银南地区设立地级吴忠市”6
-

银南地区物产丰富，不仅盛产大米、小麦、水果、畜产品，传

统的宁夏“五宝”：红——枸杞、黄——甘草、白——二毛裘皮、黑

’——发菜、蓝——贺兰石，四宝出在银南，而且矿产资源丰富，有

煤、石油、天然气、石灰石、石膏、重晶石、大理石、陶瓷黏土等矿

藏30多种，其中煤炭储量尤为丰富，已探明储量达290多亿吨，

占宁夏煤炭储量的80％。

解放前，在马鸿逵的反动统治和残酷剥削下，银南各地经济

凋敝，民不聊生。解放后，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齐心协力。团

结奋斗，使银南山川面貌、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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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发展为宁夏最主要的农业基地和工业基地。川区是宁夏粮

食、枸杞、畜产品、果品、水产品的主要产地和商品生产基地；山

区是宁夏杂粮、油料、甘草、发菜、滩羊、绒山羊的主要产区。全

地区已初步形成以煤电为龙头的能源、冶炼和机械工业；以水

泥、石膏、黏土、刨花板为主的建材工业；以纺织、皮革、造纸、印

刷、包装为主的轻纺工业；以化肥、电石、树脂为主的化工工业；

以粮油、肉蛋奶、水果、枸杞、发菜、蔬菜为主的清真食品加工工

业。 ．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地委和行署紧紧围绕经济建设

中心，发挥资源和农业优势，以科技为先导，以改革为动力，以乡

(镇)企业为龙头，以流通为纽带，带动了整个经济加速发展。

“八五”期间，在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引下，银南地区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全地区各族人民的

共同努力下，提前一年完成了“八五”计划的主要目标。国民经

济保持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1995年完

成52亿元，年均递增9．2％，完成“八五”计划的158．8％，比

1990年增长155％。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工业生产水平明显提

高，基础设施进一步改善，第三产业有了新的发展，科教、文卫、

体育、旅游事业蓬勃发展。

党的十五大吹响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军号。

黄河两岸的银南回汉各族人民，在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

指引下，为实现银南地区1996--72010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

二步战略目标，并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而努力，银南地区将以

崭新的面貌跨入2l世纪。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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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 ，
．．．

． 银南地区是宁夏民主革命思想和马列主义传播较早的地区

之一。1919年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爆发，各种进步思想开始

在银南地区传播。当时，在北平、天津读书的一些本地学生和旅

京返兰的外省籍学生，途经银南的中卫等地，介绍平、津、沪等地

爱国运动的情况，封闭落后的银南地区，吹进了一股新文化、新

思想，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新风。

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国民军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在刘伯坚

，等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人甘援陕，策应北阀，宁夏一度成为国民

军的大本营，银南开始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一。 ．

1925年8月，冯玉祥将军属下的西北军刘郁芬部，为解决

甘肃问题西进兰州，途经宁夏，著名共产党员宣侠父、钱崤泉等

沿途进行革命宣传。先后在银南地区的广武、石空、中卫县城等

地集会。散发传单，宣传国内形势和西北军入甘宗旨，宣传“工农

兵联合起来，打倒列强，打倒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铲除军阀”

等。他们是最早在银南地区活动过的共产党员。

1926年9月，国民联军在五原誓师支援北伐，由绥远取道

宁夏入甘援陕。在该军做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途经银南的中

卫、中宁、宁塑等县，深入城乡各地开展革命宣传和组织发动工

·_l·



作。时任国民联军总政治部副部长的著名中共党员刘伯坚曾到

银南的宁安堡，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进驻中宁部队中的共

产党员刘屏先、刘进等到恩和高等小学堂，发动进步师生同地主

豪绅、贪官污吏进行斗争，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孙殿才等被发展为

共青团员。1926年冬，进驻盐池的国民联军二十四旅政治部主

任共产党员王恩培及罗成进、王自成等，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

并在盐池的贫苦农民和城镇小手工业者、小摊贩等群众中发展

党员，建立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先后发展油漆匠李志恒等人

人党，并于同年11月建立了盐池县第一个党支部。1927年8

月，驻盐池的国民联军开拔，部队中的共产党员随军出发。不

久，马福祥部队进驻盐池县城，李志恒等入党不久的共产党员各

自离开县城隐蔽，中共盐池县支部解体。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冯玉祥国民联军中从事革命活

动的中共党员，在银南地区卫宁、盐池等地进行的革命活动，虽

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而告终，但这些革命活动，传播了

民主革命思想，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播下了革命火种，点

燃了革命火炬，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宁夏银南地区人民进行

革命斗争的序幕。 ．

。。
’

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一’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革命斗争，领

导人民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国民党反共清党活动在宁夏进行，银南地区处于白色恐怖

中。革命虽遭受挫折，但银南人民的革命斗争并未停止。在中

注：1．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资料来源于中卫、中宁、盐池等县组织

史资料。

2．盐池县建立第一个党支部．资料系老干部李志恒同志提供，当事

人已谢世，无档案材料可查，尚难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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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一些进步青年学生走上了开展学运、兵运i

建立革命武装的道路。 ，|f’ ’／、

1928年至1930年，中共陕北特委不断派人到银南进行革命

活动。著名共产党人谢子长曾化名谢浩如，带领刘世庵，以做生

意为名到盐池秘密活动。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到银北驻军苏雨

生部开展兵运，途经盐池、灵武等地，了解情况，开展活动，扩大

了党的影响。‘
‘

．|

．．

： 1930年8月中共北方局派杜润芝到宁夏开辟党的工作。

陕北党组织也借宁夏中学招聘教员之机，派党员赵子员、马汉文

应聘到宁夏中学任教，协助恢复建立地下党组织。在宁夏中学

上学的银南进步青年学生孙殿才、李天才、梁大均等人，积极接

受共产党人杜润芝等的教育和影响，参加宁中学潮，带领进步学

生反对学校守旧势力，打击落后腐朽势力，保护了进步新生力

量，使学校的领导权掌握在进步教师手中，为党组织开展革命活

动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一’

同年11月，梁大均、李天才、杨生连、张韶翎、张振东等串连

一批宁中学生，在杜润芝等人安排下，参加马仲英脱离马鸿宾的

军事行动，力争建立由我党控制的武装力量。马仲荚部兵败酒

泉。李天才、梁大均等脱离马部回到宁夏。：： + ’

1930年冬，杜润芝、杜立亭以“共产党嫌疑”被捕入狱，梁大

均、李天才等通过各种关系，仍和杜润芝保持联系。李天才于

1931年初被接收为中共党员，他们按照杜润芝的指示，在马鸿

宾部队和民团中继续开展兵运工作。1931年8月，马鸿宾在兰

州被雷中田扣押，马部主力开往甘肃解救，宁夏防务空虚。杜润

?芝在狱中得知“雷马事件”，指示李天才、梁大均等抓住时机举行

武装暴动。李天才回家乡中宁县策动地方驻军起义，先后联络

了整编在马鸿宾部的原枣园护路队长孙天才、恩和护路队长张

自箴等反马势力。1931年12月23日，李天才带领万丰年、孙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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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等冲进宁安堡南洋行，夺取马鸿宾部特务营的枪支。由于原

先约定内应的一连连长没有响应“踏营”，遂遭失败，李绪娃被枪

杀，李天才、孙进朝等人被抓，李天才被关押宁夏监狱。宁安堡

兵变失败后，梁大均等人继续在银川发动“小南门兵变”。失败

后，梁大均、杜学义等逃出银Jtl。 ，

：。 ‘·

j．

。1932年春，杜润芝经杜斌丞等积极营救出狱，离开宁夏到

兰州，李天才等人经具保释放。5月，李天才应杜润芝约，前往

甘肃参加谢子长等领导的靖远水泉兵暴。中卫的孙绍堂、宁安

堡的李子和各带领民团参加水泉兵暴。
， 1929年8月由王金璋、殷占雄、雷启霖等人倡议，在北平上

学的宁夏籍学生成立了“宁夏留平学生会”，中卫、中宁在北平从

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张子华、孙殿才、李天才等，以学生身份

参加留平学生会的活动。在他们的影响和组织下，宁夏留平学

生积极参加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和进步团体，成立马克

思主义学习小组，出版进步刊物《银光》、《宁夏曙光》、《塞北》，向

宁夏传递、宣传革命思想，揭露马鸿逵在宁夏的黑暗统治。他们

和家乡的进步教师、同学保持联系，对党在宁夏的活动给予支

持，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

1936年5月，红军东征胜利回师后，为了打退蒋介石军队

对陕甘苏区的围攻，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迎接二、四方面军

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并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停止内战、

团结抗日，党中央决定组建西方野战军西征。西征红军由彭德

怀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第二十

八军、第八十一师及骑兵团，向甘肃、宁夏进军。6月，西征红军

相继攻克了盐池、豫旺县城，解放了今银南辖区内的盐池、同心

两县的大部分地区。在中共陕甘宁省委的领导下，先后在银南

地区建立了盐池、豫旺、豫海三个县委和县苏维埃政权。特别是

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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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

县级回民自治政权。西征红军在宁夏的固原地区和银南地区的

同心、盐池一带转战半年之久，进行了十多次大的战斗。所到之

处，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逭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做好民族
宗教上层人士的工作。深入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区乡基层革命

政权，组织革命武装，成立回民联合会、回民救国会、抗日救国

会、后援会等群众组织，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民主革命斗争。

西征红军在银南地区的同心、盐池等地开展了大量的革命

活动，在银南回汉人民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不堪忍受宁夏军阀

马鸿逵压榨的回汉族群众，向往陕甘宁边区，冒着生命危险，冲

破敌人的封锁，投奔陕甘宁边区。同年夏秋，吴忠堡回族青年农

民马怀蔺、金三寿等人，中宁的张致光、王如东，中卫的王朝贵、

徐良、刘保仓等lO多名青年，先后投奔陕甘宁边区和红军。灵

武县清水营的农民，曾在西征红军的帮助下，建立了清水营苏维

埃政权。
‘

‘j
．

·

。

12月16日，西征红军由盐池地区南下转移，豫海、豫旺即

被国民党军队侵占，重新沦为国民党统治区，豫海县回民自治政

府主席、回族英雄马和福英勇就义。盐池县革命政权虽然几经

风雨，但一直是陕甘宁边区的组成部分，是我党向宁夏国民党统

治区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前沿阵地。， ? ： ·’

j

。三、抗日战争时期 ：
，：

‘

。 i．

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后，日寇占领山西，入侵绥远，威

胁宁夏。宁夏军阀马鸿逵不但不积极抗日，而且暗中与日特勾

结，宁夏有沦陷的可能。宁夏若沦陷，影响陕甘宁边区的安全。

党中央决定加强宁夏和绥远地区的工作。陕甘宁边区党委、三

边特委、宁夏工委等党组织加强了在银南地区的活动，先后派出

党员来银南各县开展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壮大党的

力量。不少热血青年被送往延安培训后又返回银南开展工作，

朔南燃起了抗日救亡的烽火。、 。．。，



1937年8月，党派中共中央统战部联络局副局长张子华以

八路军总部代表的身份来银川做马鸿逵的统战工作。在宁期

间，张子华回中宁探亲，向家乡的亲友、同学宣传抗日，动员他们

到延安参加革命，后又从西安来信，动员家乡的同学参加革命。

从1938年春到年底，宁夏工委为培养、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在银

南先后把15名优秀青年送往延安，分别在抗日军政大学、陕北

公学等学校学习。这些同志成为边区党组织和宁夏联系的纽

带，成为宁夏开展革命斗争的骨干力量。他们有的在1939年被

党组织派回宁夏开展工作；有的被党组织分配在边区和八路军

中工作；有的同志为解放宁夏和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有的同志

为祖国和宁夏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七七事变后，中卫、中宁、宁朔等县在北平上学的学生先后

返乡。中共宁夏工委首先争取团结这部分力量，以学校为主要

阵地，团结进步师生和民主爱国人士，组织抗日宣传团体，广泛

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4月，在中共宁夏工委领导和推动

下成立的“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来到银南的宁朔、金积、中宁、

中卫等县开展抗日宣传活动。7月7日，在中共宁夏工委的推

动下，中卫中学数百名师生，在县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

威。师生们手持红绿旗，齐唱《义勇军进行曲》，高呼“打倒日本

帝国主义”，“团结起来，争取民族解放”，“收复失地，抗战到底”

等口号，群情激昂，汇成一片抗日救亡的怒涛。

1938年到1940年，陕甘宁边区党委、三边特委、宁夏工委不

断派人来银南开展工作。先后有李仰南、苏文、江生玉、白玉光、

杜琳、孟长有、崔景岳、马云泽、王博、杨森林等中共地下党员在

银南的卫宁和小坝等地，以教书从业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

作，并在中宁、中卫建立了党的支部。1938年春，中共党员金三

寿(回族)、马宗彪(回族)被派回家乡吴忠堡等地开展回民工作。

他们建立统战关系，利用亲友收集情报，发展地下工作者，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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