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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海固，是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南部六盘山
集中连片贫困区的代称，囊括了固原市原州区、
西吉县、隆德县、彭阳县、泾源县，中卫市海原县
以及吴忠市同心县、盐池县、红寺堡区等 9 个
贫困县区。
　　“沃野千里，谷稼殷积，水草丰美，土宜产
畜，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历史上的西海固也曾
林草茂密、田野肥沃，“萧关古道”商贾往来络绎
不绝，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在此交会融合，生发
无限繁华。
　　自宋代之后，气候变化、战乱频繁、滥垦滥
伐，西海固这颗丝路明珠逐渐沦为“缺青少绿，
十年九旱”的苦瘠之地。“剁开一粒黄土，半粒在
喊渴，半粒在喊饿”，诗人的悲吟精确地描述出
这里的贫瘠。
　　因为山大沟深，十年九旱，晚清名臣左宗棠
在奏折中曾称这一地区“苦瘠甲于天下”。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联合国专家来这里考察后，留下
了一句绝望的结论：“这里不具备人类生存的基
本条件。”
　　“种下一篓子，收了一抱子，打了一帽子”，
这曾是地处宁夏西海固腹地的固原地区土壤
贫瘠的生动写照。1971 年，新华社记者陈广俊
采写了参考报道《固原地区贫困调查》，反映固
原地区因连年旱灾，农民群众生活极度困难，
不少人食不果腹、衣难蔽体。稿件引起中央高
度重视，国务院专门组织召开固原地区五县领
导干部会议，紧急为这个贫困地区解决了救济
粮、救济款，解放军原总后勤部拨发了大批救
济棉衣和被褥。同时，中央派出五个医疗队深
入固原地区，帮助当地卫生机构防疫治病。
　　 1972 年，固原又一次遇到了严重的旱灾，
群众的生活和生产受到极大影响。新华社记者
邓子常等人深入灾区，采写了参考报道《宁夏固
原地区受灾情况和需要注意的问题》，提出当时
固原地区在抗旱救灾中面临的几个紧迫问题：
一是各级领导班子亟待加强；二是生产自救没
有门路；三是救济粮运输困难重重；四是人口外
流极为严重。稿件引起了中央领导和自治区领
导的重视，宁夏紧急采取措施，缓解了群众的生
活困难。
　　上世纪 70 年代初，已经身患重病的周恩
来总理闻听西海固连旱 3 年，不少农户“家无
隔夜粮，身无御寒衣”后潸然泪下，他在中直机
关 7000 人大会上动情地说，“解放这么多年，
西海固人民群众生活还这么苦，我这个当总理
的有责任啊！”
　　 1982 年，在这片被称为“中国贫困之冠”
的土地上，国家启动“三西”扶贫开发计划，每年
安排 2 亿元专项资金，连续十年支持宁夏西海
固和甘肃定西、河西地区的农业开发建设，首开
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

“开发式扶贫”的先河。
　　中南海连着西海固，作为国家通讯社的新华
社，也始终关注着在这块被称为“中国贫困之冠”
土地上生息的人们。
　　几十年来，西海固一直是新华社重要的采
访调研基地，是新华社记者了解国情、践行“四
力”的热土。

　　一篇 500 多字的报道，促成

包产到户在宁夏全面推开

　　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以“包产到户”
为主要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极大
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让绝大多数农民吃饱了肚
子，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也由此开端。但在宁
夏，包产到户政策的推进，却遇到了重重阻力。
　　 1978 年春天，极端贫困的宁夏固原地区固
原县张易公社，率先在宁夏实行了包产到户。此
举如同一声晴天霹雳，震动了固原地区乃至全宁
夏的各级党政领导，进而引发了一场大争论。
　　对于固原县发端于张易公社的这场“土地
革命”，自治区党委内部也存在两种意见。有人
积极支持，有人坚持反对。但“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到了 1978 年秋天，宁夏全区已经有 39%
的社队自发实行了包产到户。
　　面对宁夏各地农村一浪高过一浪的包产到
户浪潮，及推行过程出现的阻力，新华社记者敏
锐地觉察到，包产到户既是农民为解决吃饭问
题而做出的抉择，更是基层干部冲破“左”倾路
线的束缚，解放农村生产力的有力措施，新华社
应当给予大力支持和鼓励。
　　 1980 年四五月份，新华社记者傅上伦、王
漫沧等深入固原县，对张易公社试行包产到户
的情况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发出了《“定产到
田，责任到户”是怎么回事？》《张易公社为什么
要搞包产到户？》《在实践中不断解决出现的新
矛盾新问题》《强烈的反响 激烈的争论》等一
组 4 篇参考报道《固原县张易公社推行“定产
到田，责任到户”调查》。这组稿件刊发后，引起
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
　　同年 8 月，为推动农村改革，新华社总社牵
头组织、由宁夏分社记者傅上伦、甘肃分社记者
胡国华、陕西分社记者戴国强三人组成的“落实
农村政策情况”调研小分队来到宁夏后，第一站
便深入到西海固地区。
　　采访中，三位记者了解到一个意想不到的
线索：他们听说固原县什字公社 75 个生产队，
有 62 个生产队要求包产到户，上级机关有领
导坚决反对，阻力很大。

　　对这个事后被认为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
在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12 月出版的《告别饥饿
1978》一书中，1966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的记者
傅上伦，详细回忆了当时的经过：
　　“那是 8 月 9 日，听说固原县什字公社有十
几个生产队的社员，成熟了的麦子也不去割。我
们立即赶去调查，才知原因是农民强烈要求包产
到户，但县里坚决不同意……农民说，干了也是
白干，不如不干。胆子大一点儿的队干部则不管
三七二十一，领头搞了包产到户。”
　　眼看“火山”就要爆发，傅上伦等几位记者
心急火燎，决定立即向总社报告。那个时候，山
区通信条件极其落后，他们赶回固原，在邮电局
用手摇的老式电话，好不容易接通了国内部主
任的电话。主任听了他们的报告，马上说，这事
情太重要了，不必慢吞吞写稿子了，你们口授，
我叫人来记录。一会儿，编辑老杨来接电话，戴
国强、胡国华在一旁帮着编句子，傅上伦捏着电
话筒，一句一句说。约莫记了几百个字，老杨就
叫了起来：就这些已足够说明问题，我马上编
发，详细情况你们随后写好再报。根据电话记录，
编辑部很快整理出了一条参考报道。
　　稿件随即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并
最终促使包产到户在宁夏广大农村迅速推广。
事后，自治区党委一位领导评价说：“新华社是
赞同、支持（宁夏）农村包产到户最早、态度最坚
决、旗帜最鲜明的新闻单位。”
　　在书中，傅上伦写道：“一篇 500 多字的报
道，能够引起中央如此重视，促成包产到户在宁
夏全面推开，这是我们最大的快慰。”

“这个渠道一定要保持畅通”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
土地爱得深沉。”当西海固遭遇百年不遇的旱灾
时，新华社记者感同身受，眼含热泪采写参考报
道，向中央反映百姓疾苦；当西海固城乡社会发
展日新月异时，新华社记者也欢欣鼓舞，通过一
篇篇沾泥土、带露珠的报道，为西海固的发展讴
歌鼓劲。
　　新华社原党组成员、秘书长张锦同志，是一
名土生土长的西海固人。他在宁夏分社工作的
近 15 年间，带着深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年年
都要深入到这片土地采访，每次少则十几二十
天，多则月余。1997 年，因工作调动，他离开宁夏，
告别了西海固，从此辗转甘肃、北京等地。“我一
直怀念着这片土地，甚至有时连那里的一草一木
都牵挂得不能自已！时常通过报纸、电视和新媒
体，关注着它的发展变迁。”
　　宁夏在脱贫攻坚中创造的一个个奇迹、书
写的一个个故事、取得的一项项成就，彰显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正如张锦当年采写的通讯《中南海连着西海固》
里记述的，西海固的贫困，始终牵动着党中央的
目光。
　　 2020 年初春和盛夏时节，已过花甲之年
的张锦同志，两次穿山越岭重走西海固，写下了
长篇通讯《重走“萧关古道”看新生》，在《新华每
日电讯》刊发。这位老记者将笔触拉回到了上世
纪 90 年代，为我们讲述了一段令人难忘的采
访故事。
　　那是 1995 年暮春 4 月，宁夏平原已呈现
一派“波光迎日动，柳色向人深”的景象，然而，
距离首府银川 300 多公里之外的西海固地区，
又在遭受着一场 60 年不遇的大旱。
　　在那个不见新绿的春天，时任新华社宁夏
分社副社长的张锦，带队驱车从银川出发，由北
向南进入西海固地区。所到之处，满目焦黄，风
沙扑面。
　　踏着尘土飞扬的乡村土路，张锦一行来到了
固原市原州区张易镇黄堡村，低矮的土坯房和破
窑洞中，不见一张农民的笑脸，只闻厨房里的哭
声。走进村民陈具元家黑乎乎的窑洞，铺着一张
破席子的土炕占去一半，旁边锅台上放着半盆苜
蓿菜，竟没一粒粮食。一个蓬头垢面的小女孩哭
着说：“一点供应粮让我爸卖了当路费，到外面搞
副业去了，我妈领着妹子要饭着哩！”围进来的乡
亲们诉说：“像这样要一顿、吃一顿的，庄子上还
有好多户哩……”

　　在 20 天的采访中，张锦一行驱车 2000
多公里，沿途采访 5 个县区的 16 个乡镇、30
多个自然村，踏进 60 多户农家，看到几乎家家
断粮、户户缺水。采访结束后，他们用第一手材
料含泪写出了《连年旱魔肆虐 不见新绿》《群
众生活十分凄惨》《乡村少见干部踪影》一组三
篇“西海固地区灾情报告”。
　　这组深度调研稿刊发后，多位中央领导
作出重要批示，国务院工作组专程到宁夏指
导西海固地区抗旱救灾工作。曾在宁夏工作
过的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刘澜涛、杨静仁两位
老同志，看了这组灾情报告，含泪联名给中央
领导写信：“希望中央高度重视西海固灾
情……还好有新华社这块阵地，这个渠道一
定要保持畅通。”

为西海固脱贫发展鼓与呼

　　“勿忘人民”是新华社的光荣传统。与人
民同甘苦、共冷暖，新华人对这片土地的深情
与关注从未中断。
　　为了让年轻记者在西海固沉下心、扎下
根，宁夏分社先后通过选派骨干记者挂职西
海固贫困乡镇、记者坐班车下乡、在西海固贫
困农户家过年等方式，鼓励记者扎根西海固
土地，贴近西海固群众。
　　在分社历任领导带头践行“扎根工程”和
一系列管理措施的激励下，宁夏分社记者纷纷
把西海固当作“第二故乡”，有的记者在西海固
一待就是一两个星期，有的记者一年到西海固
采访数十次。尤其是在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战
打响之后，新华社宁夏分社更是把西海固的脱
贫事业作为报道的重中之重。
　　贫困地区的教育，是个沉重的话题；在
20 年前的西海固地区，这个话题更加沉重。
因为穷根太深，“学生娃”的求学路更加艰难。
　　将土豆切成条，水开后入锅，再放些面条
煮熟后，加入盐、浇几滴油，这就是“洋芋面”。
在 2003 年前后，这是西海固地区一般百姓
的当家饭，也是绝大多数住校生每天仅能吃
到的饭。但就是这种每顿不到 5 角钱的饭，
当时在西吉县女子中学初二 5 班上学的王
晓霞，一天也只能吃一顿。
　　在王晓霞老家平峰乡芦沟村，宁夏分社
记者看到，黄泥房内没有像样的家具。家里兄
妹 3 人，姐姐王晓燕上一年考入长安大学，
哥哥王小刚在西吉一中上高三。王晓霞的母
亲刘尔珍，47 岁头发已花白。她向记者哭诉
说，家里种的地刚够吃饭，娃的学费全靠他爸
外出打工，再就是借。
　　在一本旧塑料皮笔记本上，记者看到这
样一份欠账单：2002 年以来，刘尔珍家向 35
户借了账，有 1000 元、20.5 元的现金账，也
有 10 公斤胡麻、33 公斤豌豆这样的实物账。
　　看了账单，再看到墙上的十几张“三好学
生”“优秀学生干部”“新世纪杯全国中学生作
文大赛优秀奖”等奖状，记者感到特别心酸。
　　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2003 年 12 月，
分社记者采写了一组三篇的《宁夏西海固地
区教育状况调查》，集中反映了制约西海固地
区教育发展的种种难题。报道在新华社《半月
谈》刊发后，自治区政府相关领导专门打电话
到教育厅等相关部门，要求对稿件反映的问
题深入研究。
　　被西海固贫困状况震惊的读者，纷纷向
文章中提到的王晓燕三兄妹捐资，自治区党
委不仅表示要资助王晓燕三兄妹上大学，还
将其全家列入了移民搬迁计划。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产业扶贫是最直接、最有效
的办法，也是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帮助群
众就地就业的长远之计。”贫困地区产业的发
展，更是新华社记者关注的重点。
　　西海固曾经的苦，不仅连着风沙、烈日、
黄土，也连着一种食物——— 洋芋蛋蛋，学名马
铃薯。“一年四季，就是洋芋陪伴人的生活。”
西海固女作家马金莲记得，洋芋既是主粮也
当蔬菜，记忆中的舌尖体验就是洋芋、洋芋和
洋芋，蒸炸拌煎炒煮，苦日子里，洋芋填充着

饥饿的胃，成了西海固人的“救命蛋蛋”，也成
为西海固贫穷的象征。
　　让马铃薯成为西海固农民脱贫致富的

“金蛋蛋”，是西吉县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亮
点之一。因为产量高价格好，到 2000 年前
后，马铃薯行情好的时候，一亩地能卖几千
块钱。马铃薯产业成为名副其实的战略性主
导产业之一，西吉县也成了“中国马铃薯之
乡”。
　　 2008 年，在西海固核心区的固原市，马
铃薯获得了大丰收，但由于销售不畅且价格
下跌，出现了卖难现象。在西吉县最大的马
铃薯加工企业门前，宁夏分社记者看到，装
满马铃薯的农用车，在公司门前排起约 1 公
里的“长龙”，前来交售马铃薯的农民们在冷
风中焦急等待，有的甚至守候了三天时间，
依然未能将马铃薯顺利出售。
　　此情此景让记者心急如焚。经过深入采
访，记者撰写了一篇“现场目击”稿件，反映了
固原马铃薯销售不畅、被低价贱卖、广大种植
户增产不增收的问题。
　　 2008 年 12 月 4 日，这篇参考报道刊发
后，引起中央领导关注并批示。原农业部委派
工作组迅速赶赴宁夏，并协调国家相关部委，
全力帮助固原市缓解马铃薯难卖的问题。经
过央地携手联动，不仅问题得到圆满解决，还
畅通了走向全国大市场的通道，从根本上破解
了脱贫产业面临的“发展之困”。
　　 2020 年 11 月 16 日，随着当地最后一
个贫困县——— 西吉县宣告脱贫出列，有着“苦
瘠甲天下”之称的宁夏西海固地区，从此整体
告别了绝对贫困，这其中，涉及千家万户、早
已跃上产业化发展道路的马铃薯产业功不
可没。

有呐喊鼓劲，也有监督建议

　　铁肩担道义，直笔写春秋。记者的职能，不
仅仅是呐喊鼓劲，也有监督建议。对西海固也是
如此，爱之深，责之切。
　　西海固穷，穷在山大沟深，十年九旱，人
畜饮水困难。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生产生
活用水问题，新华社记者多次深入采访，通过
多种渠道，呼吁从根本上解决西海固的吃水
问题。
　　宁夏西海固地区盐池县和同心县、甘肃省
环县、陕西省定边县，曾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的一部分，又是极度干旱缺水地区和地氟病高
发区。1987 年，国家批准兴建盐环定大型电力
扬黄工程，预计建成后可解决三省区四县 36
万人、127 万头牲畜的饮水困难。
　　这项被称为“亚洲最大人畜饮水工程”的
大型电力扬黄工程，自 1988 年 7 月动工以
来，历时十多年，耗资近 10 亿元。可由于工
程涉及三省，协调难度大，续建配套乏力，工
程建成了“半拉子工程”。
　　为了使工程早日发挥效益，让西海固群众
喝上甘甜的黄河水，自 2002 年开始，宁夏分
社多次安排记者调研了解情况，采写的稿件
引起国务院领导同志关注，批示要求“妥善解
决遗留问题，使这项工程发挥应有的效益，减
少损失和浪费。同时要认真吸取教训”。
　　然而，一晃两年多时间过去了，“妥善解
决遗留问题”不仅仍基本停留在协调阶段，甚
至连重新编制的续建工程可研报告都未通过
正式审查。项目区绝大多数地方的群众，依然
喝着氟含量超过可饮用水卫生标准数倍的苦
水，有的还要出高价到很远处买水吃。
　　 2005 年 6 月 7 日，新华社“新华视点”栏
目刊发了稿件《“亚洲最大的人畜饮水工程”缘
何变成“半拉子工程”？》，对盐环定大型电力扬
黄工程动工十多年来，项目区绝大多数地方缺
水状况依旧的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分析，指出
症结所在。
　　稿件再次引起中央领导同志重视并作出
批示，国家发改委、水利部迅速责成相关方面
必须尽快完成并上报审批续建工程可行性研
究报告。陕甘宁三省区也迅速行动起来，积极
着手解决盐环定工程续建问题。

　　在新华社的连续报道和追踪下，盐环定
电力扬黄工程终于顺利完工，陕甘宁三省区
四县几十万严重缺水的群众盼望了几十年，
终于喝上了甘甜的黄河水！
　　记者在西海固地区的扎实采访，也为党中
央了解基层真实情况提供了有益参考。2015
年，宁夏分社采写报道，反映西部某地搞整乡
推进，给了一个镇 286 万元扶贫资金，要求该
镇当年新增育苗面积 2860 亩。但是，这个乡
镇根本就找不到这么多地，只好开党委会研
究如何才能“安全”地把这笔扶贫款花出去。
　　报道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在当
年的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中央领导要求，这
种情况必须改变。要重视发挥广大基层干部群
众的首创精神，支持他们积极探索，为他们创
造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环境和条件。此后
不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支持贫困
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
意见》，要求有关部门和地方不得限定资金
在贫困县的具体用途。新华社记者的报道求
真务实，在履职监督、建言献策的同时，也为
基层干部松了绑。

《山海情》中的新华情

　　年初，火遍全国的电视剧《山海情》，高度
还原了西海固地区真实的贫穷、吊庄移民的艰
辛和移民工程的巨大成功，也让位于银川郊区
的闽宁镇名扬全国。其实，在吊庄移民和闽宁
镇发展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
　　在《山海情》第 19 集开头，闽宁镇领导
们在开会。镇党委书记说：“亏了政府，苦了百
姓，这文章你们都看了没有？好家伙，咱闽宁
镇可出了大名了。”并问在场的领导：“那两个
记者是咋摸到咱们镇上来的？”会议还在进
行，前来讨薪的村民却砸烂了会议室的窗户，
马得福也被石头砸破了头。
　　这篇曾让闽宁镇“出了大名”的文章，播
发于 2004 年 2 月 23 日，题目就叫《“献礼
工程”：亏了政府，苦了百姓》，摸到镇上采访
的“那两个记者”，正是两位新华社记者。这
篇文章因为真实反映了闽宁镇建设早期走
的一段弯路，被《山海情》编剧还原在了电视
剧里。
　　据记者回忆，1997 年开工建设的宁夏回
族自治区移民吊庄闽宁镇，由于镇领导先后
两次搞所谓“献礼”建设，不仅使镇政府背上
了 700 多万元的沉重债务，还影响了从西海
固干旱山区搬迁来的贫困移民的生计。
　　盲目蛮干搞“献礼”，热闹过后吞苦果。作为
建设中的移民吊庄区，闽宁镇财政当时几乎没
有任何经济收入，大小开支均依赖上级拨款，政
府根本无法消化这样一笔巨额亏空，只能向上
面申请帮助。一晃几年过去了，窟窿还是没补
上。当时临近年关，每天都有包工头和农民到镇
政府围堵讨债，还有人四处上访告状。
　　那年春节前夕，两位记者来到闽宁镇调查
采访，在镇政府大院碰到了 30 多名讨要工钱
的当地农民。一位村民告诉他们，政府欠他的
4500 元工钱连一分也没有见着。全家 6 口人
靠着几亩地生活，去年天旱，种下的麦子绝收。
如果再要不上钱，连年也没办法过了。
　　据知情人告诉记者，2002 年，就在时任
镇领导忙着搞“献礼工程”的时候，全镇还有
上万群众连饮水问题都得不到解决。更让人
难以理解的是，闽宁镇有两个村近 4000 亩
耕地灌溉困难，宁夏扶贫办曾拨付 180 万元
计划修建一座三级扬水工程，谁知镇上却从
中挪用 30 万元用于办公大楼建设，致使这
一本应在 2002 年 9 月交工的民心工程工期
一拖再拖，到 2004 年也没有完工。当地农民
满腹怨气地说，西海固干旱缺水，我们才举
家 搬 迁 到 了 这 里 ，可 到 了 这 里 还 是 一 样
没水。
　　前任留下了 700 多万元亏空，现任领导
被沉重的债务压得有苦难言。采访中，记者多
次联系镇党委书记，办公室电话一直没人接，
手机总是关机。找人一打听，才知道他已经好
几天没进办公室了。费尽周折好不容易找到
了他，这位上任还不到一年的镇党委书记无
奈地说，讨债的人一拨接着一拨地追着要钱，
他这样东躲西藏也是迫不得已。
　　 2004 年 2 月 23 日，新华社这篇报道播
发后，引起了决策层重视。国务院、宁夏以及
银川市领导纷纷作出批示，要求相关部门及
永宁县迅速进行查处，并将查处结果上报。
　　根据中央领导及自治区领导的批示，自
治区相关部门迅速组成调查组对此事展开
调查。永宁县也迅速组成了联合调查组进驻
闽宁镇，同时决定由县委副书记、县纪委书
记李双成兼任闽宁镇党委书记，对这个镇的
工作进行全面整顿。从此，闽宁镇的发展开
始走上正轨。
　　 2021 年 11 月 7 日，新华社即将迎来
90 岁生日。自诞生以来的 90 年间，新华社始
终坚持党指引的方向，与人民同呼吸，与时代
共进步，记录了“中国贫困之冠”西海固发生
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记录了闽宁镇由当年的
一片片“干沙滩”变成了今天的“金沙滩”，记
录了中国千百年来难以破解的绝对贫困难
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彻底得以解决，在波
澜壮阔的脱贫攻坚进程中镌刻下鲜明的新华
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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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与西海固

  1 995 年 4 月，新华社记者张锦（左一）在调研西海固旱情时，来到泾源县大山深处的乡村
采访，并与当地回汉族群众交谈。     刘泉龙摄

  中南海连着西海固，作为国

家通讯社的新华社，也始终关注

着在这块被称为“中国贫困之

冠”土地上生息的人们

　　几十年来，西海固一直是

新华社重要的采访调研基地，

是新华社记者了解国情、践行

“四力”的热土。“勿忘人民”是

新华社的光荣传统。与人民同

甘苦、共冷暖，新华人对这片土

地的深情与关注从未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