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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共党组织在银川的发展及成就
2020-10-29 10:33   作者：银川市委党史研究室 李瑞霞

1931年9月，日本关东军蓄意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武装进攻中国东北。此后，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对中国人民长达 14 年之久的奴役
和殖民统治。1937 年，日本侵略者公然挑起“七七”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控制宁夏、打通西北，日本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积极准备进攻宁
夏，在政治上加紧对宁夏的特务渗透，公开对宁夏省主席马鸿逵进行策反活动，逼迫其拥护伪满洲国，以实现其在宁夏、绥西一带建立“回回国”的阴
谋。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积极倡导并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局面，铸成了全民族抗战的钢铁长城。

一、抗战初期的宁夏

（一）马鸿逵对抗战的态度

马鸿逵始终把“军事割据、地盘围护”作为第一要务和重要资本，既不想日本人渗透干预辖区的军政、宗教事务，受制于外夷，当亡国奴，背“回
奸”骂名；又不让共产党在自己的地盘内宣传、组织、发动进步力量，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不愿让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任意拨弄，推到抗日前线当
“炮灰”。所以马鸿逵在全国抗战的大势面前，一方面进行抗日斗争；一方面又防止中共领导的革命力量渗入自己的统治范围之内，并积极进行反共
“剿共”活动。

（二）红军长征、西征对宁夏抗战的影响

1935 年 8 月至 1936 年 10 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红一、二、四方面军长征先后经过宁夏；1936 年 6 月至 10 月，中国人民红军西方
野战军西征甘肃、宁夏，转战宁夏达半年之久。1935 年 12 月，瓦窑堡会议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认
真贯彻这一总方针，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西征红军认真宣传、贯彻党的民族统战政策，大力开展民族统战工作，团结了广大回汉群众，团结了东北
军及宁马军队，不仅保证西征作战的胜利，开拓了宁夏革命局面，而且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三）宁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全国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向绥西进犯，宁夏形势危急。为坚定马鸿逵集团的抗日决心，推动宁夏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在宁夏的
工作，促进宁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7 年 8 月下旬，中共中央派统战部联络局副局长张子华以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代表的身份，从西安来到银
川，做马鸿逵的统战工作。由于马鸿逵的军阀本性，张子华在宁夏期间，虽未完成党中央交给他的和马鸿逵建立统一战线的任务，但他却利用自己是宁
夏人的优势，广泛深入地宣传抗日救亡和我党的主张，秘密组织了由袁金章等人组成的宁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小组，为党组织在宁夏开展活动起到
了铺路搭桥的作用。

二、抗战时期中共党组织在银川的发展

（一）中共宁夏工委在银川建立

1937 年 10 月，为适应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新形势，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和领导各族各界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共中央研究
了宁夏工作，决定成立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委员会由杨一木（杨寿亭）、李仰南、霍士廉（未到职）、苏文（陆平）４人组成，杨一木任书记。后因
杨一木还有其他工作没有完成，中共中央又任命李仰南为中共宁夏工委书记。中共宁夏工委的建立，标志着党领导下的宁夏人民抗日斗争进入了一个新
阶段。1938 年冬天开始，国民党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为保存革命实力，中共宁夏工委决定将大部分党员撤回边区。

（二）新一届中共宁夏工委负责人在银川被捕

1939 年 10 月，中共中央决定派崔景岳、王博到宁夏省城接替李仰南等人的工作。1940 年 3月，崔景岳、白玉光、王博在汉坝小学召开会议，决
定重建中共宁夏工委，崔景岳任书记，新成立的宁夏工委共有 6 个支部，26 名党员。 1941 年1 月 6 日，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
事变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峰。马鸿逵也撕下了国共合作的假面具，开始大肆搜捕共产党员，由于江生玉等人叛变，敌人先后共逮捕30 多人，
其中 16 名中共党员，中共宁夏地下党组织遭到彻底破坏。

（三）中共三边分区委员会对银川地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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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在中共宁夏地下党组织多次遭到马鸿逵特务机关破坏的情况下，为了推动宁夏省城及周边地区的革命斗争，加强党对这一地区的领导，中共
陕甘宁边区党委从中央党校抽调孙殿才（化名赵忠国），任中共三边分区党委统战部部长，专门负责对宁夏省城及周边地区的工作。孙殿才上任后，一
方面以单线联系的方式，派中共党员马少林、杨占彪等到金积、灵武地区开展工作，恢复和建立宁夏省城及周边地区的统战关系；另一方面积极做好从
宁夏逃到边区的移民、难民、逃兵的安置争取工作，使党的工作逐步向马鸿逵统治区扩展。

1942 年９月４日，中共三边分区党委决定成立中共金（积）灵（武）工作委员会（又称河东工委，代号ＡＢＣ）。中共金灵工委驻地，原定设在
盐池四区之雷家沟，后改为靠近灵武县边境的曾家畔（盐池县三区政府所在地）。９月中旬，中共金灵工委正式成立，何广宽任书记。中共金灵工委成
立后，从移民、难民和逃兵入手，建立联系，把党的工作向宁夏省城及周边地区延伸。12 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中共三边分区委员会，改为中共
三边地方委员会，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为充实地级机关工作干部，许宗岳、江云２人被调往中共三边地委机关工作。1943 年３月，工委书记
何广宽参加整风运动，不能再主持工作，中共金灵工委遂于３月１日撤销。

1945 年４月，中共三边地委决定成立中共河东工作组，组长赵文献（中共三边地委常委、保安处长），统一领导余庄子、红井子、三段地等据点
的工作。12 月，中共三边地委在盐池县召开了河东工作组会议，鉴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出现的新形势，提出进一步在工人和贫农中发展党员，培养党的
核心骨干力量，领导工人和农民进行自发斗争，把建党工作同群众的自发斗争结合起来。

三、抗战时期中共党组织在银川的成就

1945 年８月 15 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９月２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
时期。在长达 14 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银川多次组建党组织，带领全省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一）建立抗日团体，开展抗日活动

在中共宁夏工委的领导下，宁夏人民的抗日觉悟日益高涨，先后建立了许多抗日救亡团体，主要有宁夏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简称少战团）、少年
农村服务团等。宁夏中学、李岗堡小学、学堂巷小学（今银川市兴庆区三小）、宁朔县汉坝小学等学校也先后成立了抗战后方服务团。他们积极开展抗
日宣传，组织抗日游行示威，揭露日寇侵华暴行，颂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活动，提高群众的爱国觉悟，激发青年的爱国热情；组织抗日募
捐，慰劳抗日前方将士；组织发行抗日报刊。抗日救亡团体中以少战团影响最广泛，参加学生达 200 多人。1937 年冬，宁夏省立实验小学（今银川市
实验小学）进步教师杨文海、薛云亭、涂春林等在中共宁夏工委的领导下，秘密成立了西北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后更名为“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
简称“少战团”。1938 年 7 月，国民党宁夏省党部下令取缔少战团，杨文海、薛云亭离开宁夏，奔赴延安，少战团被迫解散，停止活动。少战团诞生
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之中，虽然仅存在一年多的时间，但在中共宁夏工委的领导下，他们从银北到银南，从城市到农村，长途跋涉1300余里，广
泛、深入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使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深入人心，大大激发了广大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热情，唤起了银川地区各族各界人民的抗战
觉悟。

（二）争取团结进步人士，扩大抗日统一战线

建立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团结各阶层人士参加抗日阵线，实现全中华民族抗战。通过争取进步人士袁金章、雷启
霖、李冲和、刘廷栋等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同时还积极在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和军政各界做工作，将一批赞成抗日的进步分子团结在党组织周围，扩
大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掩护了地下工作人员，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党的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推动了宁夏省城及周边地区抗
日救亡运动。

（三）选送优秀青年，奔赴延安学习

从 1938 年春季起，先后选送了王振刚、宋谦（宋子谦）、李志纯、李有祯（李清惠）、梁大均、孟长有等 30 余名优秀青年到延安，分别在抗日
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校学习，成为陕甘宁边区党组织与宁夏联系的重要桥梁。他们有的被党组织分配到陕甘宁边区、八路军中工作，有的
在1939年被党组织派回宁夏开展工作，有的为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为宁夏及全中国的解放做出了贡献。

（四）开展兵运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利用国共合作的大好时机，开展对马鸿逵部队及其他国民党军队的兵运工作，是当时中共宁夏工委的又一项重要任务。
主要是通过可靠关系打入国民党军队，与中下层军官交朋友、认老乡、论同学，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提高他们的民族意
识，防止和抵制马鸿逵对日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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