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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 毛如柏

在不平凡的20世纪即将结束，充满希望的21世纪

就要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

党宁夏史》(1919。年5月一1949年12月)，正式出版发行

了。这是全体党史工作者向新世纪奉献的一份珍贵礼

物，也向全区共产党员和广大干部、群众提供了一部联系

宁夏地方实际学习中共党史，深入进行革命理想教育和

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o
’

宁夏是我国回族的主要聚居区，是我国文化最早的

发源地之一，也是马列主义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建党较早

的地区之一。从1926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宁夏建立的

第一个特别支部算起，党在宁夏的革命活动已有70多年

的历史。 ；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宁夏中共党的组织领导全区

回汉各族人民，在极其严酷、险恶的斗争环境中，同国民

党反动派和封建军阀马鸿逵的反动统治进行了艰苦卓

绝、不屈不挠的斗争，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付出了重

大的牺牲。1949年9月23日宁夏获得解放，灾难深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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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汉各族人民翻了身，过上了新生活。

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宁夏和1936年红军西征转战

宁夏期间。，我党的许多著名领袖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

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刘伯承、

邓小平、左权、聂荣臻、叶剑英、杨尚昆等和著名的国际友

人，如埃德加·斯诺、马海德等，都曾在宁夏这块黄土地

上留下过光辉的足迹。我党我军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

重要战役也曾发生在宁夏。数万红军战士曾在这里浴血

奋战，并认真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帮助当地回汉人民

建党建政。在今同心县建立的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

政府是我国第一个县级回族自治政权。毛泽东同志在翻

越红军长征途中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时构思、创作

的气壮山河的著名诗篇《清平乐·六盘山》，早已脍炙人

口，饮誉中外。“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千古佳句，一直成为

鼓舞宁夏人民团结奋进的巨大精神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宁夏部分地区一直是中外闻名的陕

甘宁边区的组成部分。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宁夏工、委领导的宁夏人民革命

武装——回汉支队，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解

放了宁夏全境o

上述历史事实充分说明，宁夏虽然是全国最小的省

区之一，但却是一个有着光荣斗争历史和革命传统的地

区；宁夏的民族统战史和军战史的内容尤其丰富。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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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地方史也是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欲知大道，必先知史”。

毛泽东同志曾说：“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

历史上所走的道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

部叙述党在宁夏革命斗争历史的《中国共产党宁夏史》的

出版发行，必将对宁夏党的建设、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

和改革、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必将对宁夏党员、干部学习

中共党史与开展革命理想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起到应有

的作用。

掌握理论、研究历史、了解现实，是我国革命和建设

事业取得胜利和蓬勃发展的三大必备条件，也是我们党

历来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o 1991年6月，江泽民

同志在宁夏考察期间曾经指出：“要旗帜鲜明、理直气壮

地宣传我们党的光荣历史，宣传我们党为民族、为人民所

建造的丰功伟绩。”他在给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重要指示中

又强调指出：“学习理论要同了解历史实践、总结历史经

验结合起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

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

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在《中国共产党宁夏史》出版发

行后，希望全区各级党的组织要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

进行学习，特别是县以上党政领导干部更要带头学*-7。

通过学习，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用无数

革命先烈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应当永远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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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视。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坚持把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o”让我们高举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自治区党委的领

导下，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弘扬革命先辈的无私奉献精

神，保持革命战争年代的那种优良传统和作风，发扬“负

重拼搏、务实苦干、团结协作、开拓创新”的宁夏精神，“实

干兴区，创业富民”，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迈气魄，为

建设一个繁荣、富强和文明的新宁夏而努力奋斗!为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大业贡献力量!

200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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