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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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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延安前

马加 1910年 2月 27日生于辽宁省新
民市辽河东岸的弓匠堡子村。1925年进
入新民文会中学读书，五卅运动时曾参加
学生罢课。1928年秋，考入沈阳东北大
学，接受进步思想和革命文学的影响，开
始阅读高尔基、鲁迅、郭沫若、蒋光慈的新
文学作品，同年在《平民日报》副刊发表第
一首诗《秋之歌》，并与同学合办文艺刊
物。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到北平，
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参加反帝大
同盟读书会，1933年发表政治抒情诗《火
祭》，1935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北
平、上海的左翼刊物上发表作品，并与人
合办《文学导报》《文风》《黎明》等文学刊
物，创作中篇小说《登基前后》及短篇小说
多篇。七七事变后，继续在关内做抗日救
亡工作。并参加战地服务团活动。

延安时期

1938年马加到延安，秋季从陕北公学
毕业，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文协工作，参
加八路军文艺工作团，随八路军在太行

山、晋察冀根据地体验生活、采访。1941
年调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
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安《解放
日报》副刊编辑、《晋察冀日报》副刊主
编。1942年回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从事
专业创作，同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在
延安期间，分别在《谷雨》《解放日报》发表
短篇小说、散文等，1945年创作了延安地
区第一部长篇小说《滹沱河流域》。

离开延安后

抗战胜利后，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
地，1946年随同干部队返回东北，参加农
村土改，在东北文协从事专业创作，主编
《文学战线》；1949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
任理事；1950年后历任东北作家协会主
席、中国作协辽宁分会主席、辽宁省文联
主席、辽宁省作协名誉主席，还担任中国
作协名誉委员、中国文联荣誉委员、辽宁
省政协常委、中共辽宁省委委员、中共十
二大代表等职务。

1946至 1947年，马加参加土改运动
后，创作了中篇小说《江山村十日》，1949
年出版。作品描写东北地区的土地改
革。1950年，马加出版了中篇小说《开不

败的花朵》，描写解放战争时期一支干部
队伍在大草原上同敌人进行的一场遭遇
战。这个时期马加的创作，有鲜明的地方
色彩、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纯熟的大众语
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这两部
中篇小说在全国第一、二、四次文代会上
得到充分肯定。《开不败的花朵》被译成
英、德、日、蒙四国文字。抗美援朝战争
中，马加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后于
1955年出版了以民工支援朝鲜战争为题
材的长篇小说《在祖国的东方》。农业合
作化期间，创作了长篇小说《红色的果
实》，之后还出版过多部小说、散文集。

“文革”期间，马加被下放到内蒙古宁
城县的一个偏僻山沟劳动。“文革”结束
后，1983年，他所著的以抗日战争时期东
北流亡青年的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北
国风云录》出版，受到广泛好评，获辽宁省
政府文艺作品一等奖。1985年出版长篇
小说《血映关山》，1996年发表了长篇回忆
录《漂泊生涯》。1987年离职休养，2000年
辽宁省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作家”荣誉
称号。

2004年10月21日，马加在沈阳逝世，
享年93岁。

（延安精神研究中心研究员 高慧琳）

马加
马加（1910—2004），原名白

永丰，笔名白晓光、马加。辽宁
新民人，原籍山东登州。满族，
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江山村
十日》《红色的果实》《北国风云
录》《血映关山》《在祖国的东方》

《滹沱河流域》《登基前后》，中篇
小说《开不败的花朵》等，另有

《马加散文选》《马加文集》等。

宗地编号

2020YG-A-10
2019YG-A-03

土地位置

宝塔区姚店镇下童沟

宝塔区姚店房子沟村

出让面积（公顷）
0.4266公顷

（合6.399亩）
0.2475公顷

（合3.7119亩）

出让用途

教育用地

零售商业用地

容积率

≥1.0且≤2.0
0.286

出让年限（年）

50
40

出让方式

挂牌

挂牌

受让人
陕西天蔚应急产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延安市宝塔区宏昌恒利

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成交价格（万元）

311
411

成交时间

2022年4月1日
2022年4月1日

延安市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结果公示

延安市自然资源局
2022年4月1日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记者 金地 张泉）生
活在现代的猫头鹰，绝大多数是无声飞行的夜间猛
禽。许多人可能并不知晓，少数种类的猫头鹰更适应
日间狩猎，在白天反而更加活跃。我国科学家在青藏
高原东北缘，最新发现了昼行性猫头鹰的化石。这是
在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鸮形目鸟类化石，且得到了近乎
完整的立体保存。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李
志恒介绍，本次发现的化石，是一种已灭绝的猫头鹰，
被命名为日行中新猛鸮，生活在距今约950万年至600
万年的中新世末期。化石出土自甘肃临夏盆地，从头
骨到翅膀、腿部等结构都清晰可见，其中甚至找到了
猫头鹰还未来得及吐出的食团证据。据介绍，猫头鹰
的身长在40厘米左右，体重估计在240克至320克。

如何确定这种猫头鹰是在白天活动的？李志恒
解释，昼行性猫头鹰的眼睛与夜行性猫头鹰存在差
异。一般来说前者的巩膜骨内径较小，因为白天不需
要太多的光照就可以看清物体，而后者的巩膜骨内径
更大，以尽量在夜间汇聚光线。

研究者将此件猫头鹰化石的巩膜骨与 55种爬行
动物以及包括多种猫头鹰在内的360多种鸟类的巩膜
骨和眼眶大小进行了统计分析和比较。结果证明，这
种猫头鹰的眼睛对光线的开放度较小，这样就能使透
入的日光大幅削弱，从而在正午时分也能看清东西。

“当时临夏盆地处在青藏高原隆升后期的背景
下，是类似开阔干旱的稀树草原环境，生活在这里的
日行中新猛鸮很可能靠捕猎一些昼行性的啮齿类小
型哺乳动物为生。”李志恒说。

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在国际期刊《美国科学院
院刊》上。

青藏高原边缘发现数百万
年前昼行性猫头鹰化石

尊敬的业主朱妍、刘小莉、郭子豪、乔宝红同志：
请您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四日内前来美丽新城我

公司收取房屋（电话：13991780084，8057770）；并缴纳所
欠房款、面积差价、测量费、保管费、物业费、水电费、燃
气费、初装费、可视费、维修费等有关费用。逾期，我们
将按违约和放弃对待，对外销售后原价退款，不计利息。

特此公告
延安市美丽之家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4月1日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