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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蒙汉分治”政策。银号遂属武川

县管辖。据相关文史资料记载，王朝烈

担任武川县知事期间，于民国五年（公

元1906年）将武川划成十二区，以可可

以力更镇的南北大街为分界，路东是东

区，路西是西区，时人称之为东新地、

西新地。东西两区又各划为六个区，西

区按序号从西到东排列，西一区设在合

窖堂，西二区设在三义元（《绥远通志

稿》载，固阳地区在民国初年属武川县

西四区）。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固

阳设治，西一区、西二区划归固阳。剩

下的十个区就成了后来武川的十大区。

当时的银号归属西一区还是西二区管

辖，目前尚无资料可查。

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丰镇隆

盛庄人卢占魁与外蒙古勾连，聚集于茂

明安旗通兴功一带，渐成匪患，滋扰地

方。是年秋，绥远都统潘榘楹令中央第

四支队司令冯占元讨伐卢部。被卢占魁

击败于今固阳县公益民一带。是年冬，

潘榘楹再次任冯占元为剿匪总司令，进

兵后山征剿卢部。冯占元不记前番失利

之教训，仍轻敌于阵前，乘坐红呢大轿

驱兵督战。农历十一月二十日，双方于

银号一带遭遇，遂生战事。经两昼夜激

战周旋，冯部再次被击溃，冯弃轿乘马

逃回包头。其部所遗数尊大炮、多件枪

械，皆为卢部所获。此役失利，致使卢

部乘胜兵分两路南下，其一路攻陷萨拉

齐县城，商民损失惨重。民国五年（公

元1916年），民国政府任命察哈尔多伦

镇守使萧良臣（字汉杰）为绥远剿匪会

办助剿卢部。萧良臣率800余名淮军骑兵

西进武川，将卢占魁所部击溃。卢部遂

西窜至阿拉善王旗地。

绥远各县农民借此混乱之机，偷

偷地种上了大烟。银号一带凭借昆都仑

河上游土地肥沃的天然地势，一时间也

是遍地烟田，罂花漫山遍野。结果，等

到局势稳定以后，都统潘榘楹即下令禁

烟。当时，到“西新地”的禁烟委员叫

梁永芳，是山西定襄人，归化城商号双

盛店驻武川乌兰花的掌柜。他本是武

川“东新地”的绅士，民国二年（公元

1913年），竞选成为山西省第一届省议

会议员，是个政治商人。接到任命后，

梁永芳请朋友的儿子赵国鼎做他的“文

案”（相当于秘书），到“西新地”的

银号村办公。后来，文史专家刘映元先

生走访赵国鼎，专门回忆记录了这段经

历。

梁永芳办事圆滑，揣摩出潘榘楹的

真实意图，其禁烟实为丈烟。所以他并

没有铲除烟苗，对于亩数不多的烟田，

根本不加打动，而是让赵国鼎留在银号

村编造各村种植鸦片亩数的假表册，以

多报少，报到都统署应付公事。梁永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