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96
马鸿宾不以为然，他劝道：“宁夏省城不能丢，孙殿英打宁夏就靠速战速决，我们用拖延战

术，时间一久，他的部队给养不足，士气低落，就能打败他。宁夏省城一旦失守，青海马步芳、马
步青必然撤回，我们再想夺回省城就难了。”



银
川
史
话

397
马鸿宾的一席话，打消了马鸿逵的顾虑，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坚守省城。他给部下训话说：

“马宝琳区区一个旅都能坚守平罗孤城，我们数万大军难道还守不住省城吗？”



398
宁夏省城危在旦夕，青海省主席马步芳亲率军事顾问安立绥、秘书长姚钧、旅长马元海、卫队

长韩有文等，由西宁乘汽车驰援宁夏。马鸿逵见援兵云集，精神大振，更坚定了守城的决心。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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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
1月下旬，孙殿英与西北诸马在宁夏省城满达桥、唐徕渠一线展开激烈厮杀，双方伤亡惨重。

负责防守北郊的宁夏省政府保安处处长马全良受重伤，副处长韩进禄阵亡。但宁夏军队始终坚守阵
地，没有让孙殿英占到便宜。



400
激烈的战斗使马步芳非常愁闷。有一天，他蹲在司令部门口低头不语，被侍从照了一张照片，

题款“忧国忧民”。马步芳看了非常高兴，把照片分送给团以上军官，作为战时留念。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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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
为了防备孙殿英趁黑夜爬城偷袭，马鸿逵让部队挖设交通沟和掩体，晚上还在城垣四周用铁丝

悬挂成排的照明灯，配置岗哨，严密监视城下动静。



402
转眼就到了春节，经过1个月激战，双方都疲惫不堪。马鸿逵认为临近过年，孙殿英部应该不会

有大的军事行动，便放松了戒备。孙殿英一看有机可乘，下令于2月10日凌晨，兵分三路，猛攻宁夏
省城。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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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
凌晨5时左右，天刚蒙蒙亮，孙殿英部200多名敢死队员偷偷爬上了城头。守城的士兵都在

沉睡。



404
正巧一名司号兵起来上厕所，突然听到有动静，才发现孙军士兵已经爬上了城楼，情况万分

危急。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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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
他来不及请示上司，当即吹响军号，惊醒了沉睡中的守城士兵，双方在城头上展开了激烈的肉

搏战，孙军寡不敌众，丢下一百多具尸体，狼狈而逃。



406
孙殿英见屡攻屡败，大发雷霆，决定亲自督战。为了鼓舞士气，他从军需库里拿出白酒，让士

兵开怀畅饮，然后借着酒劲于2月22日向宁夏城发起总攻。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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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
孙马双方在北塔、赵庄一线展开了激战。马鸿逵令城内的守军全线出击，支援坚守在城郊的部

队。连续两天的激战，孙殿英部伤亡五六百人，非但没有攻下省城，连原先占据的八里桥一带的数
十个堡寨也丢了。



408
自开战两个月以来，大小战斗数十次，孙殿英损兵折将，给养日益短缺，官兵的厌战情绪愈加

严重。孙殿英只好下令全线停止进攻，固守待机。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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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
孙殿英的士兵大都是河北、河南、山东人，而马鸿逵部队里河北、河南等籍的士兵也不少。双方

互认老乡，休战期间，并无敌意，反而出现了许多戏剧性场面。



410
马鸿逵部士兵在战壕里向对方喊：“老乡！你们有大米白面吃吗？我们这里有的是，你们过来

吃吧。”孙殿英部的士兵则在另一边喊：“老乡，今晚我们要总攻，你们好好准备！”这样的对话
成了当时的笑谈。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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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蒋介石见孙殿英败局已定，觉得借马鸿逵之手消灭孙殿英的时机已经成熟，便让军政部长何应

钦停发孙部军饷给养，劝孙殿英解甲归田，并让山西阎锡山派兵到绥远切断孙殿英的退路。



412
孙殿英手下将领刘月亭、杨干卿、李纯华等人见大势已去，纷纷向马鸿逵投降，孙殿英本人则

在偷偷逃离部队时，被阎锡山抓到山西晋祠软禁了起来。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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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孙殿英曾在石嘴山等地开设了许多军械库，贮存枪支弹药。马步芳见孙殿英跑了，急忙派两个

团连夜追赶，在石嘴山一带缴获了6000多条枪、6门大炮和许多炮弹。



414
马鸿逵部追击得晚，什么也没有得到，气愤地说：“我们宁夏就像个赌场，他们赢了钱全都拿

走了，我们的炕被孙殿英跳塌了，就没有人来管。”他以战事结束为由，停发了马步芳和马步青部
队的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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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马步芳和马步青的部队连烧火做饭的柴草都没有，马步芳生气地说：“孙殿英跳塌了宁夏的

炕，捣坏了宁夏的门，我们帮他们打跑了孙殿英，连口热饭都吃不上，太不像话了。”



416
孙马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为了安抚西北诸马，给马鸿逵拨了一大笔救济款，用于宁夏的战后恢

复工作。马步芳升任陆军新编第二军军长，马步青也被任命为骑兵第五师师长，西北诸马都捞到了
好处，受苦受难的却是宁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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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抗日战争时期，宁夏地处西北大后方，省城银川成为日本飞机轰炸的主要目标。日本侵略者先

后三次派飞机轰炸银川，银川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极大。



418
日机第一次轰炸银川是1937年11月5日。当时因抗战开始不久，城内的防空警报系统尚未健全，

事先未能发出警报。当天下午4时左右，7架日机由城东北方向飞至银川上空，在马鸿逵部教导团操
场附近投下了五六枚炸弹，炸死学生及教导团士兵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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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经日机第一次轰炸后，马鸿逵才开始着手建立宁夏省城的防空体系，成立了省城防空司令部，

在银川4个城门的城楼上架设了重机枪，在城中心的鼓楼安装了警报器。



420
1939年3月6日，12架日机从山西运城机场起飞，第二次空袭银川。事前，城内虽拉响了警报，但

因准备工作不足，大量市民来不及疏散。敌机从东门头道巷开始投弹扫射，沿东西大街（今银川市解
放东、西街）偏南的人口稠密地区一直狂轰滥炸到西门，造成300多人死亡，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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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轰炸给银川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此后，省政府加强了防空准备，并开始进行防空演

习。一些机关单位和市民也向四郊疏散。马鸿逵的办公地点从城内转移到了南郊的谢家寨。



422
1939年9月15日，凌晨三四点钟，33架日机偷袭兰州后，向银川飞来，但宁夏省城早有准备，防

空警报响起后，城内灯火全灭，日机无法找到有效的轰炸目标，只好在城西南盲目投弹后飞走。这
是日机第3次轰炸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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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抗日战争的严峻局面并没有削弱银川人民保家卫国的斗志，他们积极行动起来，投入到抗日战争

中去。期间，省城的工业生产，包括电力、纺织、造纸、印刷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很快。



424
1935年10月，宁夏电灯公司成立，其主要设备均购自天津，相传其发电机原是颐和园慈禧照明

用的。1936年初又从北京购进一部25千瓦的发电机和一部35马力的单缸卧式煤气机，每天发电1200
多度，主要供马鸿逵公馆及军政要员的办公、住宅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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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银川地区羊毛资源十分丰富。1939年宁夏省政府在银川东北郊旧满城购地10亩，兴建宁夏省毛

织工厂，1940年建成投产，设备以自制木机为主，有德国产织袜机3台、毛衣机1台。由于市场需求
较大，经济效益很好。



426
抗战以前，银川仅能生产土产麻纸。1939年，省政府在西塔附近建成宁夏造纸所。1940年，生

产书写印刷纸10万余张，但仍为手工生产方式。1945年，省政府在银川创建利宁造纸厂，开始用机
器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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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1935年，省政府投入资金1万元，从南京购回印刷机、铸字机等设备在银川成立了宁夏印刷局，

有工人80多名，承接政府和第十七集团军各项印刷业务。



428
1940年4月，省政府在银川北郊八里桥兴办甘草膏制造厂。该厂利用宁夏丰富的甘草资源加工甘

草膏，产品运销全国各地，甚至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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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除了以上比较大的工厂外，抗战期间银川还新建了火柴厂、卷烟厂、碾米厂、磨面厂、制糖

厂等。虽然规模不大，设备落后，生产发展比较缓慢，但毕竟开启了银川工业发展的先河。



430
“七七事变”后，日军开始全面侵华，向西占领绥远，打到了宁夏的家门口。为了推动宁夏的

抗日运动，党中央决定加强在宁夏省城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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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马鸿逵对共产党的敌意很深，拒绝合作抗日。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成立宁夏工委，在宁夏省城

秘密开展党的活动。



432
1940年初春，从陕北通向宁夏省城的崎岖山路上，来了两个商人打扮的年轻人，他们就是新任

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书记崔景岳及党员王博，他们此行目的是重建中共宁夏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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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崔景岳到达银川后，发现这里的敌我斗争形势严峻，特务横行，军警密布，不适宜建立工委领

导机关。崔景岳决定把宁夏工委机关建在马鸿逵统治比较薄弱的银南地区。



434
1940年3月，崔景岳在青铜峡小坝小学召开会议，决定重建中共宁夏工委。新工委由崔景岳任书

记，白玉光任组织委员，王博任宣传委员，马思骏任秘书，确定小坝小学、宁朔县宋澄小学为工委
工作机关所在地。设有银川城支部等6个党支部，有党员2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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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为了加强宁夏工委的工作，中共还派遣了一批由宁夏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学生返回宁

夏，以教书为名，协助崔景岳开展地下工作。



436
马鸿逵对共产党在宁夏的活动异常害怕和警惕，他指示国民党宁夏省特务机关，以知识分子密

集的中小学为突破口，严加盘查外地来宁夏任教的老师，妄图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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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当时有一位叫杜琳的抗大学生，在新城小学任教，成了国民党特务的重点监视对象。国民党特

务机关派了一名叫李郁华的特务进入新城小学，以任教为名，专门监视杜琳。



438
李郁华经常说一些进步言论，以骗取杜琳的好感和信任。杜琳不知道是阴谋，还以为李郁华是

真心想投身革命的进步青年，就想发展他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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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
1940年4月上旬的一个黄昏，地下党员马云泽带着杜琳写给崔景岳的信来到小坝小学。崔景岳打

开一看，原来是杜琳邀请崔景岳星期六到银川去一趟，说有要事商量。



440
4月13日星期六，崔景岳换上一身蓝粗布长衫，头戴一顶礼帽，打扮成商人模样，骑上自行车，

顶着风沙，来到了位于银川和平北街27号的杜琳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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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杜琳向崔景岳汇报了发展新党员的情况。崔景岳决定在杜琳家住几天，考察一下省城的革命形

势，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进一步壮大做准备。当时，杜琳留崔景岳在他家吃晚饭。



442
突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来人正是装扮成进步青年的特务李郁华。他进屋后，鬼鬼祟祟地向屋

内的崔景岳瞅了几眼，假装问杜琳是否去看戏，说完便急匆匆地离开了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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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原来崔景岳刚到银川，就被特务盯上了。国民党宁夏省党部调统室主任马效贤一面派李郁华去

杜家打探，一面向马鸿逵报告了共产党的活动情况。此时，特务们并不知道，来到杜家的就是他们
要抓捕的头号人物——中共宁夏工委书记崔景岳。



444
马鸿逵立即令马效贤与军法处处长程福刚带领军警联合稽查处的数十名宪兵，破门而入，将崔

景岳和杜琳五花大绑，关进了大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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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宁夏省军警联合稽查处驻扎在一座古庙里，戒备森严。审讯室是由大殿改建的，室内布满了阴

森恐怖的刑具。崔景岳被押到审讯室后，趁身边没人，赶紧轻声对杜琳说：“你说我是绥西的，
路过这儿。”



446
过了一会儿，特务头子马效贤和稽查科科长高中第带着一伙人进来进行审讯。审讯人员把崔景

岳吊到大梁上，用皮鞭抽打。在种种酷刑的折磨下，崔景岳始终紧闭双眼，咬紧牙关，一言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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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
崔景岳饱受压杠子、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可是他强忍剧痛绝不招供，几番折磨下来，

崔景岳就昏了过去。



448
见崔景岳死活不开口，高中第把目光转向了在一旁吓得瑟瑟发抖的杜琳。杜琳见崔景岳被打得

皮开肉绽，生怕自己也落个同样的下场，当即供出了自己是中共新党员和所知道的情报。



银
川
史
话

449
按照叛徒杜琳提供的情报，马鸿逵派人到中卫、中宁等地大肆搜捕，又有一批中共地下党工作

者被抓。其中一个是崔景岳专门给延安送文件的交通员，叫江生玉。此人被捕后，受不住拷打和利
诱，供出了崔景岳的真实身份。



450
江生玉为了讨好特务，报告说崔景岳曾把一份秘密文件交给他，让尽快带往延安。但他还没有

来得及送出去，暂时藏在学校的办公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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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特务押着江生玉到学校找到了这封密信，按照信上的名单，很快逮捕了宁夏工委的主要负责人

白玉光、王博及其他共产党员、革命群众30多人。至此，中共宁夏工委被彻底破坏。



452
为了进一步搞清宁夏工委和地下党领导人的详细情况，特务机关又连续几天几夜对崔景岳进行

了提审和拷问，崔景岳浑身上下被打得血肉模糊，可是这位坚强的共产党员连一个字都没有吐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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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崔景岳在狱中领导被捕的地下党工作者与特务展开了顽强斗争。他们想方设法与边区党组织取

得联系，通过各种方式给西北工委负责人贾拓夫、三边分区党委书记白栋材等人送信，汇报宁夏工
委被破坏的详细情况，请党组织设法营救。



454
1940年5月22日，省政府军法处把崔景岳等人转押到宁夏省城第一模范监狱，一起被关押的除

马云泽、白玉光、王博外，还有孟长有。孟长有是宁夏中卫县人，共产党员，刚从抗大毕业回到宁
夏，在同心县海如小学当教员，因暴露身份不幸被捕入狱。



银
川
史
话

455
1941年4月上旬，马鸿逵授意马效贤、高中第再一次找崔景岳“谈话”，用高官厚禄劝诱他投

降变节，但崔景岳宁死不屈。为了杀一儆百，马鸿逵下达了处决密令。



456
1941年4月17日，夜黑人静，人们都在沉睡，监狱里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随着大铁门

“咣啷”一声被打开，高中第带人来到关押崔景岳的牢房，狱卒高喊：“崔景岳、孟长有！”



银
川
史
话

457
狱中的难友们知道崔景岳和孟长有最后的时刻来了，都围向他们。崔景岳从容地脱下身上仅有

的一件旧棉袍，递给狱友说：“我用不着了，监狱里面冷，你们穿着吧。”



458
走近大门，特务们又押来一个人，崔景岳知道又是一位即将赴难的同志，便迎上前去，主动介

绍了自己的身份。那位同志也介绍说自己叫马文良，是三边回民工作团团长，被关押在这里一年多了。



银
川
史
话

459
当天晚上，银川城内戒备森严，特务们在城隍庙后面挖了三个深坑，布置好了刑场。当崔景

岳、孟长有、马文良被押到离土坑不远的地方，高中第扯着嗓子喊道：“站住！崔景岳，你有什么
遗言现在就说吧。”



460
崔景岳像青松一样屹立在那里，说道：“人活百岁，总有一死，我今天的死虽不得其时、其

地，但也死有所值。我遗憾的是，日寇还在祖国土地上烧杀抢掠，你们不为民族着想，不为抗日着
想，却想着消灭共产党，你们应该扪心自问……”



银
川
史
话

461
不等崔景岳把话说完，高中第就命宪兵把三人推进土坑，惨无人道地把他们活埋了。



462
1948年秋至1949年1月，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彭德怀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

在西北先后发动扶眉、陇东等战役，取得了节节胜利，胡宗南退守汉中。



银
川
史
话

463
马鸿逵顽固坚持反共路线，加紧扩军备战，准备固守宁夏。他将部队扩编为陆军第一二八军和

第十一军，分别由卢忠良和马光宗任军长。马鸿逵将这些军队和独立骑兵师组编为宁夏兵团，儿子
马敦静任兵团司令。



464
马鸿逵还整编了驻守银川的保安纵队、保安师，起名贺兰军，由马全良任军长，准备一旦银川

失守，就让部队进贺兰山打游击。



银
川
史
话

465
1949年8月，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解放兰州，马步芳集团8万人马几乎被全歼。马鸿逵下令宁夏兵

团全线撤到中宁、灵武、金积一线，继续固守。



466
9月上旬，第一野战军第十九兵团在杨得志司令员、李志民政委的率领下，兵分三路向银川进

军。左路军为十九兵团六十三军一八八师，中路军为十九兵团六十三军和六十五军，右路军为十九
兵团六十四军。



银
川
史
话

467
为了和平解放宁夏，十九兵团政治部联络部部长甄华派原马鸿逵部交通处处长孟宝山少将到银

川，劝说马鸿逵放弃顽抗，和平起义。



468
孟宝山到达银川后，马鸿逵于8月21日在大公馆密室内接见了他。孟宝山把解放军要求和谈的想

法告诉了马鸿逵，并拿出与马鸿逵交往颇深的民主人士赵丕廉写给他的信。赵丕廉在信中力劝马鸿
逵认清形势，但马鸿逵却不置可否。



银
川
史
话

469
与此同时，与马鸿逵素有交往、时任兰州军管会副主任的韩练成也给马鸿逵写信，力劝他接受

和谈条件，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中共宁夏工委的负责人赵忠国（即孙殿才）、梁大均等人也纷纷给
马鸿逵部下和在银川的中上层人士写信，敦促他们向共产党靠拢。



470
共产党与马鸿逵接洽的消息传到重庆后，蒋介石害怕马鸿逵也走傅作义、董其武的路子，连忙

发急电命马鸿逵到重庆开会。8月27日，蒋介石又派国防部部长徐永昌等飞抵银川，连住数日不走，
向马鸿逵施加压力。



银
川
史
话

471
马鸿逵在银川经营多年，拥有10多万军队，他是绝对不甘心不放一枪一弹就拱手投降的。



472
马鸿逵一方面准备和解放军较量一番，另一方面又暗中做好逃离大陆的准备。他与美国人联系，

办妥必要时出国的手续，并将他当宁夏省主席十几年来搜刮到的财产换成黄金，空运到香港和美国。



银
川
史
话

473
他知道银川解放在即，这一走这辈子再也回不来了，便劝说堂兄马鸿宾一起逃走。马鸿宾却以

经费不足，去美国和香港无法生活为由，予以婉拒。



474
马鸿宾不肯走，马鸿逵也无可奈何，随后又多次劝说马鸿宾到银川商议一同出逃的事宜，马鸿

宾都借身体不适推辞。马鸿宾暗中下定决心，走和平起义的道路。



银
川
史
话

475
9月1日上午，国民党中央突然派来一架飞机接马鸿逵去重庆开会，马鸿逵把军政大权交给其子

马敦静，他本人携带家眷和部分亲信飞赴重庆。



476
马鸿逵黯然离开银川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乡。后来他携家眷从台湾飞往美国定居，于1970年1月

14日客死异乡。



银
川
史
话

477
马鸿逵飞离银川后，仍下令宁夏兵团死守宁夏及省城银川市。马敦静将兵团主力一二八军、

十一军及贺兰军收缩在银川、金积、灵武一带，准备负隅顽抗。



478
马鸿宾深知马鸿逵这样干是没有好下场的，于是派自己的儿子马惇靖到中宁参加和谈。9月16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与马惇靖会面。19日，双方在《和平协
议》上签字，八十一军宣布起义。



银
川
史
话

479
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三个军在中宁会师后，于9月17日打响了解放宁夏的最后一战——金灵

之战。19日，解放军一举摧毁马鸿逵部在青铜峡、牛首山的防线，打开了金灵地区的大门。收缩在
银川及河东灵武一带的马鸿逵主力一二八军和贺兰军等部都成了瓮中之鳖。



480
然而，马鸿逵部的个别顽固分子还想做垂死挣扎。河东国民军司令马得贵竟决堤放水，金灵大

片地区尽成泽国。百姓农田被淹，庄稼被毁，人民财产损失严重。



银
川
史
话

481
马鸿逵部顽固分子的疯狂举动，并没能阻止解放军的前进步伐。经过连续数天的战斗，解放军

十九兵团取得了金灵之战的辉煌胜利，歼马鸿逵部一二八军二五六师、三五六师和保一师等大
部，彻底打垮了马家军。



482
9月19日，马鸿逵次子、宁夏省政府代主席、宁夏兵团司令官马敦静见大势已去，乘飞机逃离了

银川。



银
川
史
话

483
19日，马鸿逵部高级将领卢忠良、马全良、马光宗等开始酝酿和谈。20日，宁夏当局发表通电，

决定和平起义。21日，彭德怀复电宁夏各将领，对他们弃暗投明的行动表示欢迎。



484
9月21日，十九兵团相继解放金积、灵武等地，并控制了马鸿逵部的退路——黄河仁存渡口，打

开了通向银川的大门，银川解放指日可待。



银
川
史
话

485
22日上午，马鸿宾在银川召集宁夏军政主要负责人开会，商派谈判代表。经马鸿宾提议，推举

卢忠良为全权代表，马光天、马廷秀为代表。3人共赴中宁，与解放军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等会
晤，并于23日签订了和平解放宁夏的协定。



486
银川解放前夕，马鸿逵部驻银川军部和一六八、一八九两个师部，一天一夜之间全部溃散。



银
川
史
话

487
22日上午，原驻守河东金积一带的一二八军、贺兰军大量溃散官兵涌入城内，十一军官兵受其

影响，人心惶惶，溃散思想开始蔓延。



488
此时，有一个军部剧团演员跑到驻新城的一六八师驻地，煽动同乡一起逃跑。十一军军长马光

宗听说后，急忙赶到新城，将此人抓获，准备枪毙示众。后经一六八师军官联合求情，才免于一死。



银
川
史
话

489
马光宗为了安抚官兵们的情绪，在大会上讲道：“大家不要听信谣言，安心等待解放军改编，

改编后随军南下，都有前途。”马光宗的本意是说起义后，大家都有了比较好的出路。不料，却起
了反作用。



490
宁夏兵团的官兵本来厌战恋乡，加上刚刚解放，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一听说要南下，个个

成了惊弓之鸟。会后大家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趁解放军还没有进城之际，跑了个干干净净。
于是一夜之间，一六八师全军溃散。



银
川
史
话

491
23日上午9时许，在一六八师溃散的影响下，驻老城的一八九师也步其后尘，不到两个小时，近

万人的部队不战自溃。驻大坝、小坝的贺兰军也相继溃散。数万散兵游勇到处抢掠，银川地区秩序
大乱。



492
马鸿宾致电彭德怀，请求解放军连夜进驻银川。贺兰军军长马全良等人也致电六十四军军长曾

思玉，要求尽快派部队入城维持秩序，保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并派出30多辆汽车到仁存渡口迎
接解放军入城。



银
川
史
话

493
鉴于银川的特殊情况，彭德怀、杨得志决定由六十四军派一个师先入银川维持秩序。23日，解

放军六十四军以一九一师副师长孙树峰、五七二团团长张怀瑞为指挥，率二营、三营为先遣部队，
由仁存渡口连夜开往银川。



494
一九一师出发时天色已晚，又值风雨交加。部队开到仁存渡口后，发现渡河工具只有一艘小汽

轮和一只破旧的大木船，部队只好在附近找了几只羊皮筏子和一名老船工。就这样，近千人马只能
靠几只皮筏子和小汽轮拖大木船分批渡河。晚上9时，孙树峰决定派已过河的部队先开赴银川。



银
川
史
话

495
深夜11点钟，解放军到达银川南关双城门外红花渠桥下，此时银川城内枪声不断。为防遭遇抵

抗，部队作出战斗部署，以迎战姿态进入银川城。入城后，立即布防各城门和鼓楼、玉皇阁等处，
五七二团团部进驻马鸿逵大公馆“将军第”。



496
9月26日，十九兵团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银川市民张灯结彩，夹道欢迎。城内大街小巷到处都

贴满了欢迎解放军的标语。马鸿宾率宁夏省府人员、回汉各界代表、中小学生等700余人，齐聚南门
外欢迎。解放军遂由南门开进银川。



银
川
史
话

497
解放军入城当日即成立了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并随即发布《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解字第一号）》，宣告银川正式解放。十九兵团司令杨得志兼任银川市军管会主任，马鸿宾、朱
敏、曹又参为副主任。



498
1954年9月1日，宁夏省建制撤销，划归甘肃省，设立银川专区和中共银川地委，银川市划归银

川专区管辖。1958年10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银川市被定为自治区首府。 至此，银川这座
千年古城，又一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谱写着改革发展的新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