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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平山县是一片红色的土地。早在1931年就有共产党

人在此从事建党活动，点燃了共产主义在平山传播的火种。在

栗再温、于光汉、王昭等革命家的领导下，星星之火开始燎

原，平山党组织蓬勃发展，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抗日战争爆发

后，平山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投入武装抗日的洪流，这里成

为晋察冀边区的“抗日模范县”，涌现出“平山团”、戎冠秀

等一大批英雄群体和先进人物。

在中国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之际，刘少奇、朱德率领中共中

央工委来到晋察冀，于1947年5月到达平山县，7月初进驻西柏

坡村。在此，中央工委指导晋察冀野战军进行了正太、青沧、

保北、清风店、石家庄战役，从根本上扭转了华北战局；召开

了全国土地会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成立了华北财

经办事处，统一了华北各解放区的财政经济。中央工委在西柏

坡的成功驻扎以及西柏坡良好的群众基础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优

势，使中共中央将选址的目光聚焦在了这个平凡的冀西小山

村。1948年5月，经过长途跋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

中共中央机关来到西柏坡。从此，西柏坡的火炬照亮了华北，

照亮了全中国，这里成为全世界瞩目的地方，成为“毛泽东和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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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时期，是中

国革命史上最成功、最辉煌的时期。在这里，中共中央领导了

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从根本上铲除了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的

根基。在这里，中共中央领导建立了华北人民政府，筑成了解

放全中国的稳固战略后方，为日后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做了组

织上的准备，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

在这里，中共中央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谱写了

中国战争史上最瑰丽的篇章。在这里，中共中央召开了九月政

治局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促进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方

针，绘制了建设新中国的宏伟蓝图。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

东向全党发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将党的建设推向了一个

崭新高度。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

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

踏上“进京赶考”的新征程。

前无古人的事业，必然会有成功的经验，伟大的革命实

践，孕育了伟大的精神。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所取得的这些

宝贵经验和所形成的伟大精神对新中国的建立、社会主义建设

以及改革开放事业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当前，我们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迎着中国梦的瑰丽前景，继续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

智慧，继续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必将有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早日实现。

                                　　　　　　　　　　编　者

																														　　　　　　　			201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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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冀西播火

星星之火

平山，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这里地处太行山东麓，早在旧

石器时期就有人类活动，且是商契的发祥之地，置县已逾2200

年。境内地形西高东低，属山西台地向华北平原过渡地带，滹沱

河纵贯全境，并有12条肋肢河汇入

其中。在大河两岸形成的冲积平原，

土质肥沃，宜麦宜稻，物产颇为丰

饶。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民勤劳而质

朴、坚韧而勇敢。

1930年9月，在河北邢台师范就

读的李怀珠（后改名于光汉）光荣地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仲夏，受中

共直南特委派遣，他利用放暑假机会

回到家乡——平山县霍宾台村从事建

党活动，由此点燃了共产主义在平山

第一章

红色平山

◎于光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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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的火种。

于光汉首先介绍他的同窗好友、正在城关东庄村当小学教员

的王雨时入党；回到家乡霍宾台，又发展了他的邻居青年李法庄

入党。然后，李法庄在村里又介绍了青年农民于步之、侠玉堂等

20多人入党。1931年8月，在于光汉主持下，成立了平山县第一

个党支部——中共霍宾台村支部委员会。

霍宾台党支部成立以后，通过本村党员和周围邻村的关系，

积极开展了“传党”活动，很快就在焦家庄、冷泉等7个村建立

了党的组织。同时，以霍宾台村为中心，建立起东西南北四路接

头站和宣传网，使党的影响日益扩大。九一八事变之后，党组织

马上利用大吾、回舍等集镇过庙的机会，散发传单，宣传共产党

关于组织发动民众、武装抗日的主张，并指出九一八事变是国民

党祸国殃民的罪孽，是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开端！从此，原

先分散零星的群众运动，在共产党领导下，由单纯经济斗争，开

始转向有组织、自觉的政治斗争的新阶段。

王雨时入党后，马上介绍了孟贤壁小学教员郭迅光和南贾壁

小学教员李谨亭入党，并在东庄小学建立了党小组。之后，王雨

时、郭迅光、李谨亭又在乡村师范、职业学校和小学教员中发展

了段采兰等进步青年入党。到1931年底，平山县小学教师中的

共产党员有了30多人，对以后党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随着平山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1931年冬，在于光汉主持

下，组建了平山县党的统一领导机构——平山县中心支部，李谨

亭任中心支部书记。中心支部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发展党员，建立

党支部。1932年春夏间，又先后发展王昭、王廷焕等人入党。

到1932年8月，平山县的党支部已有10多个，已经成立党小组

的村庄也有10余个，共有党员100余人。为加强统一领导，中心支

部在东回舍李芳荣家召开会议，决定将中心支部改建为中共平山

县委员会，第一任县委书记李谨亭，组织委员李法庄，宣传委员

齐计三。中共平山县委的成立，开辟了平山县历史的新纪元。

1933年底，霍宾台村在党支部领导下，一举夺得竞选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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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由共产党员李庆昌出任村长，组织起“文会”和“武会”两

个群众团体，作为党的外围组织，还开办了作为联络站的“茶

馆”。与此同时，对地主发动了“抢秋”、锯树斗争，除了解决

贫苦农民的生活困难，还筹措到了购买武器的经费。他们购回两

支八音子手枪、七支阙枪和几颗手榴弹，成立了拥有十几名队员

的游击小组，为组建平山县红军游击队打下了基础。

1933年，平山县委两次召开扩大会议，提出当前的工作任

务：一是扩大党的组织；二是加强宣传工作，以适应“当前全国

革命形势”。会议提出党员“发展对象是教师、学生和青年农

民”。同时，分布于各地的党组织还建立了自己的外围组织：一

是读书会，也叫青年读书自励社；二是小学教师联合会；三是在

平山简易工厂组织的“文艺研究社”。

到1934年冬，平山已建立40多个中共支部或小组，有党员

300余名。这一时期，党组织主要分布在中东部，西部发展缓

慢。此时，党在回舍地区的活动，由于靠近县城，已经暴露，

多次遭遇敌人围捕，李谨亭被迫外出避风，县委书记由李法庄担

任。面对这一情况，于光汉和李法庄商量决定：使党的工作重心

向西部发展，依托山区聚积力量，寻机开展武装斗争。

此时，平山籍第一位中共党员，曾任中共北方局秘书长的栗

再温从外地回到平山。他于1927年5月在北京读书时入党，是于

光汉在洪子店二高的同窗好友。当

即，于光汉赶到杜家庄南沟会见栗再

温，谈了平山建党的形势和问题，

请他对县委工作给予指导。随后，栗

再温和时任县委书记李法庄等平山县

委负责人见面接上关系。栗再温经验

丰富，考虑问题周密，工作深入。平

山县委负责人对他都很钦佩，把他当

老领导、老顾问看待，有问题即去请

示，并邀请他参加县委领导工作。针 ◎栗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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