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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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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共石嘴山市党史大事记》是根据中央党史研究室、
， 自治区党史研究室的要求，经中共石嘴山市委决定由市委

， 党史研究室、市党校、市档案馆组织编写的。 、 +’

编写本书的目的，是通过对石嘴山市(宁北地区)党的
’

、

1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重大

事件的记述，反映石嘴山市乃至整个宁北地区党的发展的 一

‘

大致轮廓，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学习、研究石嘴山市和

宁北党史提供历史资料，为石嘴山市党的建设、经济建设服
一

、

务，为推进石嘴山市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
”

供历史借鉴。 、

～ ·’ 一
’。

．、 编碍《中共石嘴山市党史大事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观点，尊重历史，尊重史实I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以 ‘

市委、市人民政府的有关文件、会议记录、报刊以及走访二

．
． 些老同志的谈话为依据，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本着

’
．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详今略古，大事突出，要事不漏”的原

、 则，进行认真筛选和鉴别，最后编辑成书。在记述方法上采
。

j 取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原则，时间顺序以年、月、
．

，7 日编排，日期考证不清楚的记旬，以上、中，下旬表述；旬不

详记月，以。是月”表述；月份考证不清楚的记季，以春、夏、
，4

秋、冬表述；季不详的记年，以。是年”表述{同月、同日发生

的事，以同月、同日表述。‘
·

．

．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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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记述时限上溯1925年先进思想在宁北的传播和 ’．

‘

、有党的活动开始，下限1990年年底。内容以党的活动为主．

线，在重点反映党的重大活动的同时，又适当反映了文化、 一 ’≮

科技、教育以及其他方面的大事，力求较为准确和完备地反 。f
’

映石嘴山市各方面的史事。 。_：： ‘“， 1， i
‘

。：本书所记载的是石嘴山市现管辖范围内65年党韵历，； 。．’二
。 史上的主要事件，因此，石嘴山市成立以前(1960年以前) +‘

‘

用“宁北”一词表述，因为在此以前石嘴山只是个小镇，无法

． 涵盖宁北广大地区，t960年建市以后，用“石嘴山市”表述。‘
．． 为了保持内容的连续性和记述方便，本书粗线条地记录了

’，从1925年至1958年7月陶乐、平罗、惠农三县的主要大

事，从1958年8月以后，收录内容则过渡到石嘴山市，对所
’

辖各县、区主要收录对全市有影响的大事，一些虽然在本县

区算得上大事，但对全市没有重大影响的事，则不予收录。，’
， 本书分为五编：第一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5年

7月至1949年9月)；第二编，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1949年lo月至1956年12月)；第三编，开始全面建设社
· 会主义时期(1957年1月至1966年4月)；第四编，“文化．

’

大革命”时期(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第五编，社会
’

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年。10月至1990年12月)。 、、

，．

每一编前有概述，简要地叙述了本时期的主要内容。 ’二一． ’!．
o

由于编辑水平所限，本书错误、缺点、疏漏在所难免，恳 ，。

’

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 ，一 “J=⋯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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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925年7月"--1949年9月)’
。!

一 ．。， 。． ， ．。 ． ；，’一

；1、’j 、‘。：_，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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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宁北地区是宁夏革命活动最活跃的

地区之_，在宁夏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和壮大中，发挥了积极的作
用。尤其是宁北重镇石嘴山和平罗县城，许多重大事件都发生于

此，对宁北地区的影响甚大。一． ， j ．|，一 _～， ‘o

，．’ 石嘴山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北端，贺兰山北段与黄河交汇处，

是出入宁夏的门户。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既是重要的

经济贸易市场，又是战略要地，同时还是水陆交通驿站。1924年包

兰公路未修通以前，石嘴山更是“为水路冲衢；各洋商均集于此，货

财山集”．正是由于石嘴山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确定了它在宁北

乃至整个宁夏举足轻重的地位，．1941年惠农县建县以前，石嘴山

归平罗县管辖；1941年惠农县建县以后，石嘴山归惠农县管辖，直

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

一
．．，

平罗县是宁北的大县，有悠久的历史。平罗县城是历代统治者

在宁北的驻守之地，逐渐形成了宁北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中心。由于

它是从石嘴山入宁夏后必经的第一个县城，又是辛亥革命后新制。

学校建立较早、教育事业发展稍好的一个县，因此，各种进步思想

·1·
’

～

●

、
●



、 李宛等人做地下工作。在他们的影响及教育下，一些学生的思想觉 ．

． 悟逐渐提高．其中的积极分子王延等被李平山带往延安，在延安学 』．一
，， 习一段时间后，被派往三段地．主要负责宁北党的地下工作．由于

一。， 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到解放前夕，一部分群众自发地组织起 ·‘

、

来，保护粮仓，维护秩序，迎接解放军进驻惠农县城宝丰． ，

．，

’

陶乐县与惠农县、平罗县隔河相望，东与内蒙古鄂托克旗接1 1．

壤。1937年，中央少数民族委员会曾派地下党员到陶乐，1945年，。

三段地负责宁北党的地下活动的共产党员发展陶乐县农民李双双

入党，1947年建立了中共陶乐县党支部，共有党员3名，李双双为

党支部书记。李双双被杀害后，陶乐县党的地下活动被迫停止．

．．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宁北党的活动时断时续，革命思想的

传播，党组织的建立、发展以及所开展的各项活动，都是在极其困

难的情况下进行的。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国民党当时

在宁夏的统治者马鸿逵对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实行残酷统治，

经济上残酷剥削，对外交流实行残酷封镇，对进步人士实行严密监

·视而造成的。但是，尽管如此，这种状况仍然不能阻止进步思想和 ．

革命活动在宁北的传播和进行。在几十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宁 ：
’

．北是传播进步思想和地下党进行革命活动的通道。很多地下党员 ．_一。

来宁夏从事革命活动都是由宁北经过，并且在宁北辗转停留，在宁

北进步人士的资助和掩护下出宁．正是在进步思想的熏陶和教育
’

下，宁北人民的恩想觉悟日益提高，为宁夏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

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宁北地．‘一．j．

．区就有了共产党的活动。jI： -i一’． ·

1，t

，’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各种进步思想在宁北地区得到广泛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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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1925年，西北边防督办兼督理甘肃
‘

军务冯玉祥，派国民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率部经宁夏入甘时，在该
’

部做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宣侠父、钱泉等人曾在宁北地区做过

： 宣传工作。1926年，冯玉祥率部从五原到银川途经石嘴山，曾在石

嘴山暂住．．在冯部做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刘伯坚等人在宁北进行

≥ 革命活动，宣传马列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道

理，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一中共宁夏

特支建立后，宁北在银川上学的叶松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宁北的

． 进步青年雷启霖、刘堂琛等人参加了革命活动。1929年8月，在中
‘

共党员的影响和组织下，宁夏赴北平求学的进步青年成立了进步

团体“宁夏留平学生会”，宁北的进步青年雷启霖、谈尚彦、高尚信、

阎廷栋等10多人参加了宁夏留平学生会并积极从事进步活动。学
。

生会创办的《银光》(后改为《曙光》)在宁北广为流传。1929年11

-月，中共党员许可由北平到宁北地区了解宁夏的经济、民族情况。

1930年1月，国民党苏雨生部驻平罗县姚伏堡。中共陕北特委利

用苏雨生扩军之机，先后向苏部派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从事兵运

工作，并在苏部王子元团建立了学兵队和中共特别支部，试图建立

党领导的革命武装。1936年5月，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派王幼平

来宁夏了解情况，由于马鸿逵防范严密，王幼平处境艰险，在宁北

进步人士高尚信等人的帮助下才脱离险境．离开宁夏。 i
．

～ · 二、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宁北建立了地下组织，抗日救亡
I 的烽火燃遍了宁北城乡。

’ 。

·

。 1937年lO月，中共宁夏工委成立。宁夏工委负责人杨一木到

宁北从事地下工作。党组织还从陕甘宁边区派共产党员李平山、李
’

维钧、苏文、李宛等人到宁北工作。杨一木、李平山、苏文、李宛分别

’：在黄渠桥、宝丰、平罗、石嘴山以教书作掩护，从事地下工作；李维

钧打入马英才旅(驻石嘴山)从事兵运工作．1938年秋，党在黄渠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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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督察处，专事稽查共产党人，下令取缔抗日团体，追捕共产党

员d·由于特务活动猖獗，宁北党的领导人杨一木身份暴露，其他党

员也无法立足。扬一木等人相继离开宁北回延安。宁夏工委书记
’

李仰南多次到宁北重建地下党组织。1939年春，重建了中共黄渠
‘

桥支部，负责人郭英教。稍后，又在石嘴山、宝丰地区建立了中共回

民支部，负责人王福寿。1940年之前，宁北地区的党员有杨一木、

郭英教、李振声、常风翔、苏文、贺闻韶、李平山、王福寿、李宛、王

延、马焕如等10多人。 ，

、1939年冬到1940年春，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马鸿
． 逵及其特务机关变本加厉搜捕共产党入，宁夏原有党员无法开展

工作，党派崔景岳接替李仰南任宁夏工委书记。崔景岳到宁夏城

(银川市)联系工作时被特务尾追逮捕。由于叛徒出卖，宁夏工委遭‘

敌破坏。1940年5月初，敌人在宁北逮捕了共产党员高尚信、王福

寿及革命青年雍民飞、雷润霖等17人，宁北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 J

在此期间，宁北党组织开展了许多工作。主要有：(一)建立抗 ．‘

日团体，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平罗、黄渠桥、石嘴山、宝丰等地的 ．

。

1。．学校建立了。少年战地服务团”，_少年农村服务团”从事抗日宣传

活动。(二)开展兵运工作。派共产党员李维钧打入敌马英才旅。从
‘

边区要来一个搞军事测绘的参谋安置在郭永胜保安圃，对贺兰山 ．．

地形地貌进行调查。杨一木等人也深入贺兰山熟悉地形0(三)为
●●●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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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43年以后，宁北籍的共产党员王延、王茜等人，由党组织派
j 往伊克昭盟三段地据点，负责领导陶乐、惠农、平罗、磴口、阿拉善

旗党的工作。他们深入宁北逃亡到伊盟的难民中了解宁北的情况，．

传播边区信息，发展进步青年李双双、任天才、王克和等人入党。
1、

三、解放战争时期，党在宁北地区的革命活动。’
’

解放战争时期，宁北地区党的工作由三段地据点(1947年初
． 升格为分工委)领导，三段地党的负责人是王延、王茜等。三段地据

点(或分工委)先后隶属于三边地委、宁夏工委、宁绥工委领导。
j 1948年以前，党的主要工作是积极发展新党员，寻找、恢复同

原有党员的联系，发展壮大党的力量。先后发展了6名宁北籍党
’

员，向宁夏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工作，搜集军政情报，宣传解放战争

发展形势和党对新区的有关政策，安定民心，瓦解敌军士气。此时
。

。

党组织先后派一些党员到宁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

’ ·

，

}专 1947年初，马鸿逵进攻三边，三段地工委转移，工委负责人王

， 延在转移中被捕。留守三段地工作的共产党员任天才被捕，不久在

t+，。 ’黄渠桥被枪杀。派回陶乐工作的共产党员李双双被捕后被活活吊
‘4

。死。他们的光辉业绩将永垂青史。 ：

． 1948年9月至1949年10月，是人民解放军进入战略决战和

，取得全国胜利的阶段。宁北地下党的工作由伊西工委领导。此时，

党在宁北的主要工作是发展党员并派优秀分子回敌战区工作，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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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集情报，瓦解敌人，保护粮仓、桥梁免遭敌人破坏·迎接宁夏解放：；
、‘1

1949年9月初，民主人士李冲和接到伊西工委负责人王茜的

’指示信，同叶松龄、雍民飞、刘堂琛等人策动平罗、惠农、贺兰保安

司令郭永胜起义。在解放军未进驻石嘴山前，叶松龄和有关人员一

起，收缴散兵游勇的武器，保护粮仓，维护社会治安，准备迎接宁北

解放。t ．’
、。、

⋯ 一_：I’，4 吨

1949碾9月25日、26 13、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一 ．

九O师各团先后进驻陶乐、石嘴山、平罗、惠农，至此，宁北全境解

放。宁北地区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的新征程。
’

-- ’．‘一’．。 ：。。

、·
：．

’
‘

，

’。

。‘ 、1 9 2 5年 ．V

“

．、 0
’’

7月 五卅运动波及宁北，平罗等地一些教师参加并组织

社会进步活动，组织集会游行，声援上海工人阶级的反帝爱国主义

斗争。：
’

+-。

^．
．

。‘
一

1 8月 国民军刘郁芬部入甘途经石嘴山、平罗，该部做政治

、，工作的共产党员宣侠父、钱泉等，在石嘴山、平罗开展革命宣传

活动。他们走上街头作演讲，向群众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号召民众

团结起来，反对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一 ．

‘i ～。，^’
j‘ ‘一t-

，’?’·’一 i 1 9 2 6年·-’1：、i‘· j一． ．

‘．： 、_，·：’i _．、-^ ， 。·√， 。1| ；
、

9月 冯玉祥率国民联军五原誓师后经宁夏入甘援陕，中4

共北方区委派到冯部做政治工作的刘伯坚等在石嘴山、平罗进行

革命宣传活动，宣传马列主义、俄国十月革命。这些宣传活动在人

民群众中，尤其是青年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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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国民联军总政治部在宁夏城(现银Jq)举办马列主

义训练班，在宁夏城读书的石嘴山籍学生叶松龄等参加TN练班。

刘伯坚亲自给学员讲授《共产党宣言》，宣传马列主义理论知识，深

刻地影响着青年学生的思想。 ．‘

’

： ：1：
’

．

1 9 2 7年
‘

‘‘r。。
’{

一Ⅳ‘ ～⋯
1_

‘，

‘‘

4月。石嘴山籍学生叶松龄在宁夏县党部由中共宁夏特支

书记李临铭、共产党员白虹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转

正。因蒋介石背叛革命，7月．冯玉祥驱逐在国民联军工作的共产

党员，李临铭等被迫离宁。党组织给叶松龄化名宁固知，以便联系。

8月 因一些地主豪绅贪污米麦，并高价出售给农民，引起

公愤。叶松龄和进步学生雷启霖在尾闸召开农民大会，发动农民和

他们进行斗争。 ‘

，

9月- 国民党在宁夏地区进行“清党”活动。共产党员马云

坤经宁北民主进步人士刘堂琛资助，在宝丰小学暂避一段时间后，

于1928年4月离宁。．．：，- J|。 。：

’

l 9 Z 9年

8月 宁夏赴北平上学的30多名进步青年在共产党员王

绪祥(又名张子华)、赵忠国(又名孙殿才)等人的影响和组织下，成

立了。宁夏留平学生会”，并制定了会章。留平学生会的宗旨是“联

络同学，增进感情，宣传社会科学，反对宁夏的贪官污吏，打倒土豪

劣绅，推动宁夏的社会进步”。宁北参加留平学生会的有高尚信、雷

启霖、阎廷栋等10多人．学生会创办了《银光》月刊，曾在平罗等地

散发，对唤起宁北民众的觉醒产生了一定影响。留平学生会的活动’
·7·



。．一
一j·．7

7
．

、 I

’-直延续到1932年。一|．-一。0 7。二’j!一‘。，’≯．． ：j．。：
．．

|-“月÷．中共党员许可由北平到石嘴山、贺兰等地了解宁夏
‘

‘的经济、民族情况，年底回北平。，：≯一j；。j -。-一。 j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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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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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3月 I垂I I是联军苏雨生部驻平罗姚伏，中共陕北特委利用
·

苏雨生扩军之机，派出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到该部做兵运工 t

作。并成立中共特别支部，书记张东皎，副书记高岗。党员30余人，

隶属陕北特委直接领导。主要搞兵运工作，不和地方发生关系。同
‘

年5月，苏雨生部奉命去甘肃接防，共产党员张东皎等随军前往。

? 。1 9 3 6年

5月’红军西征向甘肃、宁夏进军，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派

王幼平来宁夏了解情况，由于马鸿逵防范严密，王幼平处境危险，

在宁北进步人士高尚信等人帮助下，王幼平经石嘴山赴绥远。+：’

j ’1 9 3 7年
●

-

。

春 “中共中央少数民族委员会”派共产党员李向甫来宁

·北，主要任务是搞清银川、贺兰、平罗、陶乐等地国民党军事机构的
一 情况。李向甫以经商为掩护，先后在银川、平罗等地活动。后因国

民党特务跟踪，转到陶乐隐蔽，1941年离开陶乐回陕北。’，一’

、8月 ‘由汪达之组织的少年抗战团体-—一新安少年长途修

学旅行团(简称新安旅行团)一行15人，在团务总干事徐志贯带领

-．。下，经包头来宁夏，实践其“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新教育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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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沿途在石嘴山、平罗、黄渠桥进行抗日宣传。 j ．．一一’． ．

10月 中共宁夏工委成立，杨一木、李仰南先后任宁夏工

委书记。中央指示宁夏工委：深入宁夏地区，开展这_地区党的工

：’ 作，宣传发动宁夏广大群众，组织力量逼马鸿逵抗日；一旦日寇占
，． 领宁夏，开展游击战争。当时宁夏工委的分工是，李仰南负责银川

_，+． 和银川以南的工作，杨一木负责军事和宁北的工作。 ；一

’ ～

11月 !李仰南、何广宽、薛天敏先期进入宁夏。李仰南到宁

．’ 夏后，先后与宁北的民主进步人士雷启霖、李冲和、高尚信，进步学

生王茜(王振刚)、贺闻韶结识，了解宁夏各方面的情况。
．J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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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 · ·

． ．一‘ ’5

j ：， 1 9 3 8年 ，⋯ 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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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月 中共宁夏工委负责人杨一木由陕北来宁夏，杨一木
， 在银川作短暂停留，同时任国民党宁夏教育厅科长，与进步人士袁

金璋见面。’经王茜介绍，杨一木先后结识了进步教师童山斗、雍民

．
． 飞，民主进步人士李冲和，进步学生李振声、贺闻韶，以及1927年

‘

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叶松龄等人。杨一木在平罗黄渠桥第二小学

以教学作掩护，从事地下工作。． ： 10．．．一‘
’

．3月+、中共党员苏文(陆平)、李维钧来宁夏，苏文在平罗小
． 学以教师作掩护，从事地下工作。李维钧安排在马鸿逵部队马英才

’缸 旅(驻石嘴山)当文书，做兵运工作。o ，。’ ·。，^．．，
“

． 3月底 宁夏少战团由教师侯亦人、涂春林等带领，在平罗

： 等地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他们用讲演、演戏等方式向广大群众进行

． 。 宣传．以唤起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
’

：一．：

‘4月 黄渠桥北校在杨一木和校长雍民飞的领导支持下，

组织了“抗日战地后方服务团”，服务团下设歌咏、宣传、话剧、壁

’．报、后勤等组，每逢集日、节假日就上街进行抗日宣传。黄渠桥北校j
·

，

．

、

，。 ．．9、o√，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