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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原宁夏军区少将副司令员 李天生

镇原古称原州，历史悠久，民风敦厚，一向人才济济，

英杰辈出。古往今来，享有盛名的学者，名垂青史的英烈，

战功卓著的将军，蜚声四海的廉吏层出不穷。特别是在近

一个世纪以来，家乡的大批仁人志士、优秀儿女，或戎马

倥偬，驰骋疆场，建功立业；或四海求学，发奋读书，学业

有成；或扎根本土，励精图治，造福桑梓，为家乡的工农商

学各项事业做出了不懈努力，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和富裕

强大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镇原县委党史办的同志历时三载，倍尝艰辛，遍访各

界人士，广泛收集资料，查阅历史档案，反复核对事实，编

辑成这部《镇原县现代人物志》，可谓汇人才之精华，扬家

乡之英名，实为难能可贵，功不可没。我作为镇原人民的

儿子，感到非常高兴。这部书真实地反映了在艰苦的革命
。

战争年代和漫长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镇原人民的优秀

儿女以及曾经担任过镇原县党政军主要领导职务的同

志，在党的领导下茁壮成长的光辉历程。同时，也展示了

新时期镇原籍干部队伍的状况。这些同志在过去的光辉

岁月里和现今各自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都做

出了突出的成绩，他们是家乡的优秀人才，是家乡的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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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骄傲，也是年轻一代学习的榜样。

本书是迎着新世纪璀璨的曙光问世的，实属可喜可

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因

此我想，这部书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份喜悦，而更重要

的则是给我们广大干部和后来人带来鼓舞和鞭策。我们

应该像他们一样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像他们一样刻苦学

习，积极工作；像他们一样胸怀宽阔，无私奉献；像他们一

样充满朝气，勇于开拓，为镇原人民增光，为祖国增光。前

人有成，来者居上。但愿这部书能够激励更多的干部和人

民群众，更好地认识家乡，热爱家乡，建设家乡，在新的世

纪里，迎接新的挑战，创造新的业绩。

收录在这部书里的各界人士，既是镇原的骄傲，也是

镇原的希望。唯望收录此书尚在各条战线上工作的同志

和后来人在历史飞速发展的新时期，能够肩负国家大任，

造福·方，鞠躬尽瘁，死而后己，把为人民服务作为终身

宗旨，为镇原的发展，为群众的富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

献。唯此，则不负本书编者的苦心和初衷。

2001年12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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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镇原县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地方，这块

华夏故土历史上曾涌现出众多的仁入志士，尤其是近百

年来，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斗争中，在波澜壮阔的祖

国建设事业中，镇原这块热土上更是群英荟萃，人才辈

出。这些镇原入民的优秀儿女，用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换

来了我们幸福美好的今天，用不屈的意志和不息的奋斗

创造了无比辉煌的业绩。他们有的是为民族的解放和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流血奋战、威名远扬的英雄烈士，有的是

德高望重，功勋卓著的将军，有的是为祖国的强盛卧薪尝

胆、呕心沥血的世纪精英，有的是励精图治、一心为民、廉

洁奉公的好公仆。他们既是镇原人民在各个不同历史时

期和不同行业的先进代表，又是发扬老区精神的先进典

型。他们是国家的栋梁，是镇原人民的骄傲!他们的嘉言

懿行、风骨神韵是我们永不枯竭的宝贵的精神资源。 ．

为了展示这些镇原人民的优秀儿女在党的领导下英

勇战斗、艰苦创业的光辉历程，从他们的奋斗历程中获取

自强、自重、自爱、自立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激励和鼓

舞全县人民为建设幸福美好家园而奋斗，也为了给大家

的工作、学习提供一部地方性文献资料，我们征集编辑出

版了这部《镇原县现代人物志》，主要收录1936年10月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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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县党组织成立以来至2001年底的人物资料，范围包括：

①领导干部，收录副处级以上县籍领导干部，在镇原任过

职的副处级以上外籍领导干部，以表记形式收录，党政主

要领导收录个人简介。②1937年7月7日前参加革命的干

部、红军；③革命英烈；④劳动模范：被国家部委授予全国

荣誉称号者；⑤名人学者：正高以上职称、有较大影响或

突出贡献者。人物排名按乡镇传统次序排列，同一乡镇内

按姓氏笔画排列。

在本书的附录部分，我们还收录了镇原县1935年8月

以来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大事记，介绍了镇原书画源

流和历年高考等故土乡情，以帮助广大读者更好地重温

历史，了解镇原。

《镇原县现代人物志》的编辑准备工作是1999年4月

开始的，资料主要来自本人档案，对兰州市、银川市、西峰

市、平凉市、长庆油田和华亭矿务局等人员相对集中地

区，我们上门进行了征集，其他人员资料在我们掌握线索

的情况下，采取了函电等形式进行了征集。共征集资料

600多份，收录人物千余人。资料编辑过程中，县委副书记

张宇峰、彭益民审阅了志稿，并作了具体指导；原县政协

副主席杜明科进行了统稿，从观点、史实、结构、文字等方

面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并作了进一步修改。资料征集

中，虽然我们尽最大努力查找资料，挖掘线索，力求详实

准确，但由于收录人物的时间跨度较长，人数众多，而且

分布区域广泛，有些收录对象已去世，或离退休后居住分

散，联系不便，给征编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加之我们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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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和经费制约，能力水平也有限，在短期内难以做到尽

善尽美，符合收录条件者一定有所遗漏，我们将在适当的

时候补编续集。资料虽经反复核对，仍难免出现错误和叙

述欠确之处，敬请谅解和批评指正。

编 者

200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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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传略

王子厚(191l—1981)，原名崇德，镇原县平泉镇阴

坡村人。父亲王存录一生务农，家道殷实，且为人正直，主

持公道，在乡邻中颇有声望。子厚幼时聪明好学，8岁入私

塾后长进很大，颇受先生器重。13岁那年，家中突遭土匪

洗劫，生计艰难，不得不辍学回家帮助父亲务农谋生。

1928年大旱，秋粮颗粒不收，麦子难以下种。次年年馑，官

府苛捐杂税丝毫不减，父亲被迫自缢。18岁的子厚从此挑

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

子厚自幼受父亲品德影响，养成了刚正不阿、开朗豪

爽的性格。在饥馑的日子里，他救济灾民，并主动与叔、弟

分家另居，组织贫苦群众抗租抗债。由于主持正义，于

1930年夏被群众推举当了本村村长。
‘

1934年夏，国民党政府浮收苛捐，地主豪绅、贪官污

吏敲榨勒索，民怨沸腾。子厚联络孟坝镇的刘海晏发动镇

原县南部的平泉、中原、新城三镇群众400多名围攻县衙，

控告这三个镇的镇长和地主豪绅。县城附近乡镇贫苦农

民闻讯纷纷赶来参加，声势颇大，迫使国民党镇原县长钱

史彤当众宣布“缓征捐税，免除额外摊派，派员查办乡

绅"。事后国民党县政府一面派人到南三镇敷衍群众，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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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暗示平泉镇公所和地主豪绅杀害王子厚。但在群众保

护之下，这一阴谋未能得逞。从此，王子厚卖掉了自家80

亩耕地，买得手枪一支准备组织群众发动武装斗争。

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长征进入镇原新城、平泉一

带，袭击了新城镇公所，处死县警察局长党效贤等3人。王

子厚见红军是救国救民、军纪严明的队伍，萌生了投身革

命的念头。他把红军请到家中帮助采买补给，并向群众宣

传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

1936年12月，在陕甘宁省地方工作团的帮助下，他与

张元龙、朱良翰等在南三镇成立了抗日救国会，担任该会

生活部长，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3月，红军援西

军三十一军肖克部驻平泉、新城、中原一带营救西路军被

俘、失散的官兵，并在驻地发展党组织，帮助地方建立群

众抗日救亡团体。4月，王子厚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中共

镇原县委成立，同时秘密成立中原、平泉、新城、屯字等镇

区委和南三镇中心区委，对外称抗B救国会。子厚任新城

镇救国会主任和南三镇中心区委组织科长。

1938年1月，子厚被派往延安抗大学习。6月，以优异

成绩毕业回到原任。12月，调任庆阳县委武装部干事。

1939年2月，任庆环分区管理员。12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反

共高潮中，镇原发生国共摩擦事件。南三镇党组织和群众

抗日团体遭破坏，子厚的家属残遭迫害，被迫逃往外地做

零工维持生活。

1940年3月，陕甘宁边区镇原县政府在马渠成立，王

子厚被任命为四科(建设)科长。他跑遍全县6区3l乡，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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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贸易、土产公司经营管理，动员群众发展生产，竭尽全

力解决军政人员的吃穿困难。他带头开荒种地，捻线织

布，被评为劳动模范，受到陇东地委和专署的表彰。1943

年3月，调任保安科长后，他深入哨站，掌握敌情，为保证

边界稳定和巩固解放区做了扎实的工作。

1946年2月，王子厚被选为镇原县县长。8月，与县委

书记刘文山、保安科长陶继尧带领县警卫队、游击队配合

八路军警三旅攻下太平镇，打通了太平至屯字的通道，迎

接王震将军的归来，并将自己的乘马、衣服鞋袜送给王震

将军。12月，内战形势严重，镇原县奉命成立战争动员委

员会，子厚兼任主任，一月内向新解放区输送新兵140多

名。1947年2月，胡宗南部进攻孟坝镇，王子厚指挥县政府

机关转移于县北大、小方山一带，镇原解放区大部分沦

陷。3月，全县武装力量整编为一个游击大队，下辖3个中

队，共190人，子厚兼任大队长，刘文山任政委。他们带领

游击队在镇、环、庆边界地区配合陇东地方部队开展游击

战争，战绩突出。4月陇东专署颁布命令，给他记大功一

次。7月后，他们又组织武工队深入区乡发动群众开展反

奸斗争，建立两面政权，开展战勤服务，先后组织担架704

副，运输队33个，驮畜322头，动员2500余人参加支援解放

战争。

1948年2月，王子厚调任平东游击大队长，率游击队

与敌周旋于平凉花所、崇信黄寨原、镇原新城、马渠等地，

处决了作恶多端的反动乡(镇)长朱连成等人，在当地震

动很大。游击队在斗争中由数十人发展到百余人。解放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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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中，他率领游击队积极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为平凉地

区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1949年8月，王子厚任平凉分区专员公署副专员，以

高度热情和充沛精力，组建新政权，动员群众筹粮筹物，

支援了解放大军西进。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他一方面深入

实际总结经验，一方面学习理论、政策和经济工作知识，

很快成为领导经济工作的内行。为恢复平凉地区的经济

忘我工作，以致积劳成疾，1952年9月生病，被组织送到省

干休所休息。

1954年至1958年，王子厚调任武都专区专员。期间曾

于1955年9月至1957年7月在中央第二中级党校学习，成

绩优异。在任期间，为武都地区各县经济工作的发展作出

了贡献。

1958年后季，镇原县在“左”的错误影响下，查证所谓

“许张反革命集团案”时，王子厚被诬为“黑后台”而被牵

连，立案审查，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此后在反右倾运动中

再次受到批判，并被降职，挂职下放4年。期间，他没有向

错误倾向屈服，并坚持党性，实事求是。

1962年，王子厚调任甘肃省民政厅副厅长。他仍振奋

精神投入工作。在任期间，他对自己和家属子女从严要

求，从不利用职权办私事，并经常教育子女要服从党的领

导，遵守党的纪律，刻苦学习，努力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子厚又因许张冤案再度遭

受诬陷，受审、批斗达10年之久，精神、肉体受到严重摧

残。但他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相信组织，相信群众，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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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会作出公正结论。这期间，他坚持实事求是地为他人

作证明，毫不含糊。

1978年，王子厚重新恢复工作，再次担任省民政厅副

厅长。到任后，多次奔赴陇东老区调查研究，深受群众欢

迎。次年12月，当选为省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他不顾年

老体弱，坚持带病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尽力落实党的

干部政策。1980年后季，因工作劳累，病在外出途中。住院

治疗期间以口授的形式处理了手上的几十封来信后才安

心休息。病重后，他一再要求医院不要再为他用药，把好

药品留给别的病员用。他再三叮咛子女不要向组织提任

何要求。而他心里却一直惦念着老区建设。他向看望他的

省上领导说：“老区人民在战争年代养育了我们，现在他

们有困难，我们要为他们着想，抓好老区人民的生产、生

活。”弥留之际，他又留下了丧事从简的遗嘱，表现了共产

党人的宽大胸怀。

1981年1月18日，王子厚逝世。人们将他的遗体火化，

并将骨灰撒在黄河之中，以遂他报效中华母亲的遗愿。

王天林 。(1920一1940)，乳名元郎，镇原县平泉镇阴

坡村人。
1。

徐万恩 (19lO一1940)，乳名天恩，镇原县平泉镇南

徐什字人。

陈三星 (19lO一1940)，乳名仁甫，镇原县中原乡高

胜村人。

康希业 乳名金善，号虎臣，镇原县南川乡上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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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均为农民出身，除王天林家有田产外，其余3人家

庭都很贫寒。且处于穷乡僻壤，他们都没有读过书。由于

他们仇恨地方官吏、地主豪绅的剥削和压迫，都富有自发

的反抗斗争精神。王天林自幼受叔父王子厚影响，养成了

敢抑不平、行侠仗义的性格。1935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

二十五军转战北上，途经镇原南三镇，播下了革命火种，

他们4人开始萌发革命意识。1937年刘伯承率援西军驻防

镇原县，所属三十一军在南三镇一带宣传抗日，开展民运

工作，建立党的秘密组织，他们4人都走上革命道路，并先

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当地农村第一批农民运动的骨

干。王天林任村党支部书记、农民自卫军中队长，徐万恩

任村农会委员，陈三星任村党支部副书记，康希业任村农

民自卫队队长。

1939年后季，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B民族统一战线，

开始在镇原县南三镇酝酿制造第二次摩擦事件，取缔抗

日救国会、自卫军及其他抗日群众组织，禁止群众集会及

其他抗日活动，捕捉抗日救国运动骨干。为制止和反击顽

固派的反共行为，南三镇地下党员和群众2000余人，在党

组织领导下，于11月19日开进县城，向国民党镇原县政府

发动请愿活动。农民们高呼口号，冲进县衙，要求当局立

即停止在南三镇的特务活动，恢复南三镇的各抗日群众

组织。县长孙宗濂如临大敌，惊慌失措，提出让请愿群众

选出代表进行谈判。群众公推王天林、徐万恩、陈三星、康

希业等人为代表与之谈判。孙宗濂迫于群众压力，当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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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签名全部答应群众的合理要求，但请愿群众散后，则

立即变脸，自食其言，开始在南三镇搜捕中共党员和抗日

积极分子。王天林等4人先后被捕，押于西峰国民党第三

督察专员公署监狱，遭到惨绝人寰的刑讯逼供。敌人往他

们指甲里钉竹签，鼻孔里灌辣椒水，眼睛里揉石灰，逼他

们供出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名单。他们或据理驳斥，或缄

口不语，坚不吐实，使敌一无所获。1940年6月13日他们被

活埋于西峰镇西门外。临终前，王天林在坑内破口大骂，

挣扎上爬，被砍掉双臂。徐万恩，陈三星视死如归，高呼口

号。敌人问康希业：“你还很年轻，写不写家信?有没有遗

嘱?”康希业竖目怒斥道：“人民会给我报仇的，国民党不

得好死!”刽子手用马刀对他连砍，他连声高呼“共产党万

岁!’’时年王天林20岁，徐万恩、陈三星30岁，康希业29岁。

王宗义 (192l一1947)，镇原县王寨乡岳庄村人。

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王寨区游击队指导员。

席正春 (1917—1947)，镇原县王寨乡席老庄村人。

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王寨区游击队队长。

宗义、正春带领游击队同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事

件的行为作斗争，为王寨自治区的建立和保卫解放区人

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作出了贡献，曾多次受到上级表扬和

奖励。解放战争爆发后，正春、宗义带领游击队经常插入

敌占区打击敌人，配合党的地下工作者和武工队开展工

作。1947年9月，国民党马继援部一个连突袭王寨区，妄图

搜捕游击队和区、乡干部。宗义、正春闻讯，迅速率领游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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