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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岁月篇知青知青在宁夏在宁夏 ·

西北第一个外国羊毛买办
——忆祖父张嘉荣

张文明 口述 刘继云 整理

大军西进记
罗立斌

宁夏引黄灌溉水利述要
吴尚贤

宁夏引黄灌溉事业与黄河黄河 宁夏水利宁夏水利·

民国 7 年 (1918 年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中战败后，石嘴山码头的瑞吉和兴隆
两家德国洋行外庄亦告破产关门。

民国 10 年 (1921 年 )，英国的仁记、平和
两家石嘴山码头外庄破产。

民国 12 年 (1923 年 )英国的新泰兴洋行
外庄最后破产关门，从此彻底结束了外国
洋行垄断西北羊毛市场的局面。

由天津来的买办虽把收购和生产羊毛的
业务承包给诸如祖父之类的当地买办兼包工
头，但仍然掌握着各自外庄的财权和搜身权。

搜身权是天津英国人办厂的“经验”。每
至日落散工之时，这些养足一天精神的天津买
办们便虎视眈眈地把守着各自外庄毛场的大
栅门，对疲惫不堪的羊毛工人逐个搜身。凡被
查出偷毛者，他们便把此人绑在大尿缸前的木
桩上，再用粗绳把他的头拉至臊臭的尿液面
上，熏上个把小时后才放人，永不再雇。

天津买办除上述工作外，就是整天，乃
至 整 夜 地 吃 、喝 、玩 、赌 。 但 他 们 不 抽 大
烟、不嫖，也极少和当地上层人士来往。

仁记外庄有天津买办各 4 人，平时和
其他外庄的天津买办及祖父少数当地买办

吃喝来往，但从不和工人或小毛头点头说
话。 4 人合住一院，各有一套水泥砖木结
构的住房，一个合用的细石水泥浴池。院
内摆满了随季节而调换的各种盆花。中间
一个水泥砌成的圆形矮花墙内种着一架葡
萄树和几棵苹果树。他们日常生活和安
全，由一天津厨师和祖父镖局的十几个伙
计日夜伺候着。

每到夏秋二季的毛场开工之时，工人们
看见从远处黄河面上飘来皮筏靠岸时，便急
忙拥上去，大声吆喝着把皮筏推上沙滩，然后
在烈日下开始了一天紧张工作。第一道工序
是绽毛绞：从组装成皮筏的二三十个牦牛皮
囊里，用力捣出拧成团的羊毛，将其散开摊晒
在沙岸上；第二道工序是抖毛：把吹晒干的羊
毛中的沙土用力抖掉；第三道工序是摊晒：用
大轮牛车把沙岸上的羊毛拉回自己外庄的毛
场里，继续在坚硬的黄土地上摊晒、抖毛；第
四道工序是打包。光绪末年时，羊毛打包是
手工劳动，民国 4年（1915年）时，仁记和新泰
兴两洋行外庄分别由天津运来了木制打包
机，比手工打包快了几倍，且捆扎结实，包重
150斤。最后，工人在每包拴上编号的布条，

即可入库待装船外运。
羊毛工人多招雇于石嘴山、平罗、黄渠

桥、惠农一带的男性成年回汉农民，日薪
百钱，仅相当于二斤羊毛钱。他们日出而
作，没有午休和午饭时间，饿了就啃硬馍，
就 着 自 家 腌 制 的 野 沙 葱 ，渴 了 就 喝 黄 河
水。他们抖一天羊毛如同土人一般，精疲
力竭，日落被搜身出场，毫无人身自由。

四、买办兼“五品”官的祖父

祖父乃一介武夫，不识字。所以，他初
为仁记洋行外庄买办时，只是往来于石嘴山
和西宁之间的水运保镖，不参与经营。我的
祖母张氏，原是青海省西宁府近郊的湟源县
丹格镇人，后在西宁与祖父相识成婚的。

光绪二十七年，祖父不跑外而成为买办
兼包工大柜的封建把头后，因人手紧张，便
让他的四外甥郑万康负责跑外，让原在磴口
县万姓杂货铺当差的大外甥郑万福记账。
不久，祖父又介绍郑万福到新泰兴洋行外庄
当职员，后来升任新泰兴洋行外庄买办兼包
工二柜的封建把头（因我家称大柜），其财力
和势力逐渐超过了祖父。 （未完待续）

马鸿逵保三师主力凭借清水沟（在吴
忠堡南，深宽各丈余），在渠北一线布防，
并在吴忠堡以南各村纵深分散固守堡寨。
我先头部队于二十日黄昏进抵涝河桥附
近，拂晓前该部三连奉命架桥，在敌一座
高碉四个地堡的火力射击下，该连战士，
有四次负伤仍然坚持作战的，终于将桥架
成，并占领敌人的桥头堡垒，使主力得以安
然渡河。其后，我部分路猛插吴忠堡外围
守敌，不顾少数敌堡侧击，直捣敌人心腹，
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正面攻击与侧后迂
回，勇敢与技术，顽强与机智密切结合，经
过数小时激战，终将敌人防线全部摧毁，纵
深整个打乱。我某部七连由于步炮协同，
战场互助，火力爆破与突击结合得好，连克
四个堡子，歼敌一个团部另一个营，生俘一
百七十余人，缴获轻重机枪十四挺，步枪四
百五十余支，自己却无一伤亡。该部一连六
班勇敢机智地俘敌—个排，七班长又二次完
成爆破任务，全歼固守马建营顽抗之敌一个
排。中午，我左翼部队势如破竹，首先进占
吴忠堡，该部八连插入敌纵深后，七连迅速
地插至吴忠堡东北角堵截逃敌，生俘敌七十
余人，我无一伤亡。此时右路友军，亦在吴
忠堡以东地区，歼俘甚众。敌保三师主力连
同从灵武增援之二五六师一部，除少数由敌
一二八军军长率领早已渡黄河西窜，少数在
我部进占吴忠堡时狼狈北逃外，大部被歼，
被我部生俘者即达千人。

接着我部留一部分兵力于吴忠堡搜剿
残敌，监视金积，维护秩序，保管资财，主
力毫不停息地又向灵武猛追。进至距灵武
城十余里处，敌二五六师副师长，政工处
长及伪灵武县长，商会代表等前来求降，

我们在毛主席正确的八个条件原则下，允
许他们将城外部队撤至城内集结，听候改
编。我部随即以一部进至城东、城南，一
部进至城西，另一部从城西绕到城北，分别
包围监视敌人。当我部进至灵武城郊时，
敌二五六师主力及保三师北窜之残部，已
有一部北逃渡河，城内残敌只有一个团另
两个营，及一二八军军部、二五六师师部等
残部，亦开始溃散或藏匿，师长、副师长等
在逃。我部绕至城北部队当即堵截一部，
其后又派出小部直插灵武西北二十余里之
仁存渡，又截得汽车八辆及一部逃敌物资，
共俘敌八百余人。该部从二十日拂晓至二
十一日午夜，除在吴忠堡以南地区休息两三
小时外，一直在行军战斗中，很多单位只吃
了一顿饭，不少通讯人员根本没有吃上饭。
我部包围城西部队，因遍地汪洋，只有芦苇
枯草，没有人家，为了确实完成任务，忍着饥
饿，在水里泡了半夜，天明后战土们个个满
身湿透，满脸泥泞，互相看着开玩笑。午夜
后，我部于拂晓前先进入城内，收缴武器，收
容残敌，清理仓库，维护秩序。其后，我们又
派小部队到城东、城北各地，收容散兵游勇，
搜捕大小股匪，亦获得不少成绩。

三、老百姓

“打到宁夏去，消灭马家军！”“消灭两
马残余军队，全部解放大西北！”“庆祝解
放军胜利出征，努力生产，支援前线！”固
原城东门里外，大道旁，拥挤着欢送的人
群，工人、农民、学生、商人……热烈地鼓
着掌，喊着口号，敲着锣鼓，放着鞭炮。小
学生们捧着一束束的鲜花，争着插向战士
们的胸前。长蛇般似乎无穷无尽的行列，

在细雨蒙蒙中，不断向北蜿蜒伸展。“奋勇
前进，消灭宁马军队！”“打好仗，搞好政策
纪律，不负固原人民的欢送！”等口号，长
久地留在人们的心坎里。

进军途中，我们一路看到宁马部队抢
掠洗劫的痕迹，也一路听到回汉人民对马
部暴行的控诉。马部每到一地，不仅抓兵
抓夫，而且抢光烧光。小市镇的商人，农
村 里 的 老 乡 ，只 要 有 点 东 西 的 都 被 拿 走
了。门窗、麦穗都是他们的燃料，田里的
粮食庄稼都放了牲口。毛驴、骆驼见一个
拉走一个。因此，广大群众把我们看成救
命星，盼解放军像盼自己久别的亲人。我
军在金积以南追击溃敌，进入马家桥。一
个五十余岁的老汉迎头兴奋地喊：“救命
的恩人来了，可把我们的眼晴盼红啦！”吴
忠堡一个六十多岁的白发王妈妈伸出颤抖
的 手 ，拉 着 战 士 们 说 ：“ 哎 呀 ！ 可 见 太 阳
了，我三个儿子，给马家抓走了两个，剩下
一个小的在家，没吃没喝。听说解放军是
穷人的队伍，又讲宽大政策，不会像马匪
那样抓人当兵的，这真是救命恩人啊！”另
一个老汉颤抖地说：“我只有一个儿子，头
一回抓兵花了四百块白洋，第二回要了又
花了三百块，第三回实在花不起了，眼看
着马家把他拉走了……接着，他指着黄河
西 岸 大 骂 ：“ 马 鸿 逵 ，马 鸿 逵 你 可 坏 到 头
了，害死多少老百姓啊！”战士们异口同声
地喊出：“我们要彻底消灭马家军，解放大
西北，给老乡们报仇！”在灵武一带，群众
纷纷向我们诉述马鸿逵“丁、粮、皮”的暴
政，每天不是缴粮就是抓兵，一切屠宰的
羊皮都被没收去，苛捐杂税，可以列举出
名目的就有三十八种。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
开的自流渠道，依建成年代顺序，计有第
一农场渠（秦渠的支干渠，1951 年开），第
二农场渠（唐徕渠的支干渠，群众称“二唐
渠”，1954 年开），中宁跃进渠（扩大延长新
生渠而形成的一条主干渠，1959 年开），西
干渠（与“昊王渠”或“靖虏渠”约略平行，
是 河 西 灌 区 最 高 的 一 条 主 干 渠 ，1960 年
开），中卫北干渠（系美利渠支干渠，1964
年开），东干渠（青铜峡坝上引水，是河东
灌区最高的一条主干渠，1975 年开），中宁
高支渠（系七星渠支渠，1977 年开）。

从渠道的发展历史看，修建大干渠的次
序都是后来者居上，即由引水较易的低部
位渠道，向引水难度较大的高部位发展。
试看河东，汉渠在秦渠之上，由青铜峡坝上
引水的东干渠，更在汉渠之上。河西灌区
的唐徕渠在汉延渠之上，西干渠更在唐徕
渠之上。这与治水知识经验的累积，工具
材料的改进，人力、财力的增长，生产力的
发展，社会的兴衰分不开。水利事业的进
退，历来是朝代兴衰的有力佐证。

在 1952 年，汉延渠唐铎在一次决口事
故中，被冲出了一个直立的横剖面。通过
这个横剖面可以明显地看到，当年的汉延
渠是一条底宽 1 米左右的小渠，而现在的
汉延渠低宽 4 米左右，是一条过水近 70 立
方米 /秒的渠道，它是伴随着灌水淤高而逐
步扩大的。由此可以看出，古代遗存的渠
道，都经历了由低到高、由小到大、由短到
长的演进过程。预计今后，随着沙坡头、
大柳树等黄河梯级水利工程的建设，更高

更大的新渠道，将显现于未来。
综上所述，增开渠道，历有兴办，盛进

衰退，总在前进。

三、灌区及面积

本灌区依自然地形，由以下两个片区组成。
1.中卫、中宁灌区（简称卫宁灌区）是

傍黄河两岸的狭长灌区
黄河出黑山峡，由中卫下河沿至青铜

峡水利枢纽工程长 123 公里，河水流向，在
中卫县境内是东西走向，到中宁的鸣沙后
转向北，河道比降为 1/1040，接近青铜峡水
库区的白马以下为 1/8500。这段河道坡陡
流急，因而灌溉引水与排水均较畅利。历
来就是农业的高产稳产区。

卫宁灌区的总面积约 1000 平方公里，
其中自流渠道与河边包罗的面积为 658 平
方公里，黄河河道占有 236 平方公里，现有
实灌面积为 72.3 万亩，系渠道配水面积，上
报数为 57.4 万亩。灌区边缘的提水灌溉面
积，包括同心及南山台子扬水，已近 16 万
亩，还正在发展中。

2.青铜峡灌区
黄河出青铜峡后，两岸地势开阔，形成

河东（右岸）、河西（左岸）两灌区，至石嘴
山（自 流 灌 区 的 末 端），河 道 长 194 公 里 。
河道比降，叶升大桥以上为 1/1430，永宁东
升至石嘴山为 1/6100-1/9900。地面坡度，
由南向北，逐渐变缓，故渠道引水，多在青
铜峡出口处。银川以南的排水，大都能直
入黄河，而银川以北，受地坡平缓的限制
和黄河大水的顶托，出流不利，致使地下

水充斥成灾，土壤盐渍化相应地加重。
本区内，自流渠道与河流边线包罗的面

积，河东为 935 平方公里（内有陶乐县的 147
平方公里），现有渠道配水的面积约 86.5 万
亩（上报数为 64.2 万亩）。河西为 4197 平方
公里，现有渠道配水面积为 254 万亩（上报
数约为 202 万亩）。灌区边缘的提水灌溉近
30 万亩。黄河河道占有 276 平方公里。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灌区的实灌面积，
有了空前的发展。据记载，截至 1949 年的
最高灌溉面积曾达 196 万亩，到 1949 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灌区的征收水费面积
只有 154 万亩。到 1981 年，全灌区的渠道配
水面积，包括灌区边缘堤水灌溉的 44.46 万
亩在内，共达 412.7 万亩，比上报数的 323.17
万亩，多出 89 万亩，但仍小于实有的灌水面
积。根据平罗、贺兰等县的土壤普查资料
证实，实灌面积为上报面积的 1.4 倍。据此
推断，全灌区的实灌面积，当在 450 万亩以
上。灌区内插花分布的盐碱荒地的改造利
用和灌区边缘的提水灌溉正在逐年扩大，
灌溉面积的年增长数在 5 万-8 万亩。

全灌区现有自流渠道包罗的面积（不包
括黄河河道）为 6667 平方公里，加上提水灌
区，共在 8000平方公里左右。近期的自流灌
溉面积达到 600万亩，提水灌溉面积达到 100
万亩，共 700万亩的实灌面积是可以现实的。

随着黄河梯级开发的实现，即高出现灌
区的渠道将会出现，灌溉面积还会增大。
如黄河黑山峡、大柳树高坝一级开发方案
的实现，将使本灌区的自流灌溉面积增大 1
倍以上。 （未完待续）

1971 年，银川平原西大滩的春天。紧张繁
忙的春插刚刚结束，农五师三十四团十三连（前
讲农场十三队）随即召开了“开荒造田，多作贡
献”誓师动员大会。崔连长代表党支部发出了
铿锵有力的誓言：全体干部战土同心协力，团结
一致，响应师、团党委的号召，开荒造田一百亩，
做 到 当 年 开 荒 ，当 年 播 种 ，力 争 增 长 粮 食 6 万
斤，为实现全师粮食自给，作出新的贡献！自
此，拉开了我们负重拼搏、开拓奋斗的序幕。

第一幕：平田整地。
塞上的初春乍暖还寒，北风呼啸。满眼望

去，四号地十一条荒田上长满了一人高的碱蒿
和连片带刺的沙棘丛。它们在寒风中摇摆着，
狂风卷起一股股白灰色的盐碱土烟雾，给人以
萧瑟荒凉之感。地面高低不平，平均相差 1 米
左右，个别的相差近 2 米。西大滩号称银川平
原的“锅底坑”，地势低洼，盐碱渍生。这里的盐
碱土地很有特点，经验丰富的老军工为它编了
个顺口溜：“湿了黏缠，干了硬，不湿不干弄不
动。”面对如此杂草丛生、凹凸不平且土质黏硬
的亘古荒原，军垦战士们斗志高昂，毫不犹豫地
冲了上去。在放火烧荒集中消除碱蒿、沙棘和
芨 芨 草 后 ，近 200 名 新 老 军 垦 战 士 和 6 台 拖 拉
机、推土机共同打响了平田整地的战斗。战士
们用铁锹和镐头挖起黏硬的土块，用肩抬大筐
或身背背斗将高处的泥土运往洼地。新复员的
南京部队军人和天津、银川知识青年等新军垦
战土们衣服湿透了，肩膀磨肿了，农一师的老军
工主动替换；男同志累得筋疲力尽，女同志主动
顶上来。为了赶时间争速度，白天，人和拖拉机
等机械交叉作业；夜晚，拖拉机耕地，耙地，停人
不停机。那时工地上车灯明亮，马达轰鸣，声震
荒原，好一片战天斗地的壮观景象。历经一个
月的奋战，高低不平的荒原变成了平整的条田。

第二幕：播种灌溉。
那时种水稻采用先旱植播种再放水浇地的

方式。已开垦的熟地可以说相对轻松有序，但
对新开垦的盐碱地则比预想的要难得多。新开
荒地田埂松散，极不牢固，用水一冲立马泥汤横
流，不仅盖埋了种子，还会冲破田埂，使浇灌的
渠水顺排水沟而下，将辛勤平整的土地和已播
的稻种损毁殆尽。在此关键时刻，党支部动员
所有青壮劳力不分昼夜地坚守在水田里。当时
开荒 100 亩地，共有近 1400 米的田埂需分工把
守。随时巡查哪里渗漏，哪里坍塌立即封堵。
由于时刻不能离人，所以战士们吃饭、休息都在
田里，水田既是工作地又是宿营地。那时军垦
战士因经济条件所限，绝大多数人都没有长胶
雨靴，只能赤脚奋战在盐碱泥水中，不仅寒冷刺
骨，而且时间长了，小腿和脚腕都会裂口流血，
刺疼难忍。有些人用破旧衣服剪成布片捆绑在
腿上，坚守岗位；有些人因此感染发烧，经卫生
员打针后继续战斗。就这样大约奋战了 10 天，
才使田埂坚固，稻田稳定下来。

第三幕：薅草保苗。
在战士们的汗水和盼望中，水平如镜的稻

田上终于长出了鹅黄色的秧苗，继而日渐变成
绿色，格外惹人喜欢，寄托着战士们的心愿。但

大家明白，这仅是可喜的第一步，只有精心管理
才能使其茁壮成长获得收成。新开荒地，管理
难度大。首先，要换水压碱，新开地比熟地至少
要多灌 3 次水。多灌一次水，田埂就多一次危
险。其次，要薅草保苗，原本杂草丛生的荒地，
灌水后芦草、三棱草和稻草争先恐后地疯长出
水面，盖过秧苗。新开地至少要多薅三遍草。
技术员告诉我们，这样不仅除草保苗，而且用脚
踩踏地能增加土壤中的氧气，促进水稻根系发
育，根深才能叶茂，才能壮秧。然而多薅几遍谈
何容易，甚至是愈来愈难。杂草中属芦草最为
顽固难缠，它的根系很深，一拔就断。那时没有
劳保手套，一天干下来，许多人手上都磨起血泡
或被芦草划破，浸在碱水中更加疼痛。但军垦
战士们心怀多打粮食的坚定信念，没有怨言，没
有退缩，用破布缠在手上继续投入战斗。最后
终于坚持薅了 6 遍草，比一般的熟地整整多了
一倍，其艰难过程难以想象。

第四幕：颗粒归仓。
金秋十月，秋风送爽。新开地里金色的稻

浪翻滚，沉甸甸的稻穗随风点头，仿佛在告诉军
垦 战 士 们 已 丰 收 在 望 。 历 经 半 年 多 的 浴 血 奋
战，终于迎来了收获的时刻，大家喜悦的心情难
以用语言表达，这是没有经历过此事的人们所
不能理解的。然而，好事多磨。当割完、捆完水
稻，正待拉运到麦场的时候，老天爷似乎有意难
为我们，竟又下起了连绵的秋雨。拉运的拖拉
机在泥泞的稻田里无法前进，马车更是无济于
事……眼看含辛茹苦获得的果实要烂在泥水田
里，大家心急如焚。不能再等，不容再等，党支
部果断决定：全力以赴，背稻入场，确保颗粒归
仓，增产保收。党支部的决定，代表了全体干部
战士的心愿和决心，无论再苦再累，也要把稻子
背到麦场上来。随即展开了背稻抢粮的战斗。
战士们脚踏泥水，身背着小山似的稻草，吃力地
左右摇晃着放到田埂上，然后再用拖车拉走。
背稻抢粮中出现了一幕幕感人的场景：同志们
奋力争先，你背 5 捆，我背 6 捆；大家互相搀扶，
共同拼搏，整整背了 7 天，才一捆不落地运到麦
场上。脱粒之后，带来了振奋人心的喜讯：共收
获稻谷 65000 斤。真正实现了“当年开荒，当年
种田，当年增产 6 万斤”的钢铁誓言。

在 总 结 和 讨 论 这 次 开 荒 造 田 的 难 忘 经 历
时，全体干部战士有许多切身的体会和感想：
如，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没有拼搏的精神则一
事无成；如，人心齐，泰山移，大家团结一条心，
就能无往而不胜；再如，干部带头，群众跟上，喊
破嗓子，不如作出样子等等。作为一名亲历者，
对此我深有同感。但是，我最深刻地感受是：只
要艰辛的耕耘，就有可喜的收获。这个强烈的
感受所包含的奋斗、坚强、忍耐、团结、宽容等精
神，使我刻骨铭心，永志不忘，成为一笔宝贵的
精神财富。它无时无刻地在告诫着我做人要勇
于 进 取 ，真 诚 奉 献 ；做 事 要 扎 实 认 真 ，吃 苦 耐
劳。正是在这笔宝贵财富的鼓舞和激励下，使
我从一名普通的知识青年军垦战士，走向人民
教师岗位，走向国家机关公务员中层领导干部
的行列，再走到今天，直到永远……

艰辛的耕耘 难忘的收获
——当年开荒造田增产保收纪实

孙学智

1983 年 1 月 26 日至 29 日，自治区政协
召开了一次引人注目的“知识分子为‘四化
’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这次会议，实际
上是一次全区性的知识分子群英会，也是
一次为知识分子办实事的大会。会议经过
两个多月的筹备，开得十分成功。自治区
政府主席、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黑伯理在为
大 会 作 的 报 告 中 首 先 指 出 ：“ 区 政 协 在 动
员知识分子献身‘四化’大业等方面，做了
大 量 的 工 作 ，在 新 的 一 年 开 始 的 时 候 ，政
协召开这次会议，又办了一件很有意义的
大好事。”

打倒“四人帮”之后，党中央在百废待
兴的情况下，很快地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拨
乱反正，明确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
一 部 分 ，是 知 识 化 了 的 社 会 主 义 劳 动 者 ，
是 建 设“ 四 化 ”的 依 靠 力 量。1978 年 至
1982 年的 5 年间，全区为 3000 多名知识分
子 平 反 ，为 1300 多 名 用 非 所 学 、用 非 所 长
的 知 识 分 子 调 整 了 工 作 岗 位 ，为 17000 多
名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评 定 了 技 术 职 称 ，还 为
一 大 批 知 识 分 子 解 决 了 住 房 、子 女 就 业
和 家 属 农 转 非 等 实 际 困 难 。 但 由 于 历 史
的 原 因 ，对 知 识 和 知 识 分 子 的 种 种 偏 见
没 有 完 全 肃 清 ，全 面 落 实 知 识 分 子 政 策
仍 有 不 小 差 距 ，不 少 问 题 ，不 少 阻 力 。诸
如“四化是干出来的，不是画出来的”“现
在 是 九 路 军 比 八 路 军 吃 的 香 ”“ 没 文 化 照
样种田”一类的言论还大有市场。也就是
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尚需大造舆论，尚
需仗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之义，执正确对待
知识和知识分子之言。“知识分子为‘四化
’建 设 服 务 经 验 交 流 会 ”就 是 在 这 样 的 背
景下召开的。

出 席 这 次 会 议 的 知 识 分 子 代 表 共 114
人，其中区政协委员 27 人，各条战线的代表
35 人，民主党派工商联代表（包括政协委员
中 的 民 主 党 派 成 员 )24 人 ，各 市 县 代 表 28

人。代表是由下而上经过反复协商筛选后
由秘书长会议讨论定下来的，既照顾到了
代表的方方面面，又注意到了代表的先进
性。代表中，有老一辈专家学者，有中青年
技术业务骨干，有长年战斗在工农业生产
和科教文卫第一线的尖兵，也有长期默默
无闻地在各级领导机关和科研机关辛勤劳
动的知识分子。

他们的事迹都很突出，十分感人。比如
宁夏钢厂工程师、区政协委员郑士图同志
和他的同伴们，在一无现成资料，二无成套
设备的情况下，经过近 10 年的刻苦钻研，终
于研制成功生产密封钢丝绳的新工艺，从
而填补了国内的空白，使国家建设所需密
封钢丝绳基本做到立足自给，每年为国家
节约外汇 300 多万美元，创利税 400 万元。
农垦系统知名的高级畜牧师王柏岭、严纪
彤夫妇，多年坚持在灵武农场从事养猪科
研工作。他们的父母侨居巴西，有丰厚的
产业，故其亲属曾一再挽留他们留在国外，
却不为所动。他们培育的灵武型黑猪和瘦
肉型猪，为我区养猪业的发展写下了光彩
夺目的一页。自学成才的浙江知识青年裘
志新、徐培培，经过 10 多年艰苦培育成功的

“宁春四号”春小麦良种，1982 年在 30 万亩
大田推广种植，每亩较当地老品种增产 150
斤左右，当年即增产 400 多万斤粮食，增收
600 多万元。总之，他们为宁夏人民立下了
汗马功劳，应该大书特书之。

会议于 1 月 26 日上午在宁夏宾馆隆重
开幕，自治区党政领导黑伯理、马信、申效
增、马青年、陈静波、黄执中以及自治区政
协 副 主 席 雷 启 霖 、马 佩 勋 、洪 清 国 、李 凯
国 、杨 正 喜 、杨 遇 春 、李 凤 藻 等 出 席 了 会
议。雷启霖副主席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
黑伯理作了题为《大力开发我区的智力资
源 ，为 开 创 我 区 社 会 主 义 新 局 面 而 奋 斗》
的报告。

记一次引人注目的会议
王一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