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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引 言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

守军奋起抵抗，全国抗日战争开始。日军攻陷北平、天

津后，沿平绥、平汉、津浦等铁路干线，发动战略进攻，

企图夺取冀、察、晋、绥、鲁五省。这时在华北的日军已

达30余万人，华北局势十分危急。山西成为抗日前线。

日军于1937年9月13日占领大同后，沿同蒲铁路南

下，向雁门关、茹越口进攻。向晋东北进犯的日军之华

北方面军第五师团，占领蔚县、广灵、涞源并向平型关

进犯，企图配合日军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击溃国民

党军第二战区主力，进而夺取太原。中共中央军委和毛

泽东将原定八路军三个师集中部署在恒山山脉冀、察、

晋、绥四省交界地区的计划，改变为分别配置于晋东

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个地区，对敌占交通线和

中心城市形成四面包围的态势，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

后抗日根据地。为此，中共中央北方局调整所属各省

委、工委和特委的工作区域，先后成立了中共晋察冀省

委、中共晋西北工委和中共冀豫晋省委。原由中共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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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委领导的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地区党的工作和党

组织分别交上述三个省委、工委领导。

朔州现辖六县（区），抗日战争时期以同蒲铁路为

界，分属两个地区。东部应县及山阴县和怀仁县东部属

晋察冀边区，西部朔县、平鲁县、右玉县及山阴县和怀

仁县西部属晋绥边区。1937年10月，八路军陆续派出精

悍武工队，开赴朔州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开辟创建

抗日根据地。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中，逐步建立起地

县各级党政组织，并带领朔州人民积极开展革命斗争，

成为革命斗争的中流砥柱。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

践，党政组织日益巩固和强大。到2007年底，全市共有

党组织4238个，党员7319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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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抗日战争时期
（1937.7—1945.8）

（一）朔州西部地县党组织及领导人名录
1、中共雁北工委（1937.6—1937.9）

雁北位于山西省境内北端，东与河北省为邻，南、

西南以内长城为界与忻州市接壤，北、西北以外长城为

界与内蒙古自治区相连。雁北地区历史悠久，地势险

要，同蒲铁路纵贯南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雁北的广

灵、大同、浑源等地都有中共组织在活动。1936年10月，

薄一波等人接办山西牺盟会后，向雁北部分县派出特

派员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其中的共产党员秘密担负着

建立党组织的任务。1937年6月，根据中共山西工委的

决定，成立中共雁北工委，并同时成立了中共大同县工

委，隶属中共雁北工委。雁北工委还领导中共浑源支部

（1937年6月成立，9月撤销）。中共雁北工委上属中共山

西工委。中共雁北工委和中共大同县委驻大同城。1937

年9月，因日军侵占了大同城，中共雁北工委撤销。

书 记 阎秀峰（1937.6—1937.9）

大同县工委（1937.6—19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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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记 阎秀峰（1937.6—1937.9兼）

2、中共晋绥边工委（1937.9—1937.10）

晋绥边地区，即山西和绥远省（1954年撤销，行政

区域并入内蒙古自治区）相邻，包括今山西省天镇、阳

高、左云、右玉、平鲁、大同市、偏关、河曲和今内蒙古自

治区丰镇、凉城、清水河、准格尔等地的一部或大部，是

中共山西工委在抗战初期开辟的工作区域。它位于今

山西省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南部。1937年9月，雁北大

部分县城相继沦陷。为了在晋绥边区开展敌后游击战

争，中共山西工委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在太原

成立了以赵仲池为书记的中共晋绥边工作委员会。晋

绥边工委成立后即奉命赴晋绥边地区开展工作。中共

晋绥边工委先后属中共山西工委、中共山西省委领导。

10月改归中共晋西北工委领导。12月，中共晋西北临时

省委（前身为中共晋西北工委）决定将中共晋绥边工委

改称中共晋绥边特委。

书 记 赵仲池（1937.9—1937.10）

3、中共晋绥边工委—中共晋绥边特委—中共晋绥

边地委（1937.10—1940.2）

1937年9月，雁北各县主要城镇相继被日军侵占。

为了领导晋绥边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根据中共中

央北方局指示，中共山西工委决定在太原成立中共晋

绥边工委，赴雁北开展抗日工作。10月，晋绥边工委改

归新成立的中共晋西北工委领导。11月，中共晋西北临

时省委成立，晋绥边工委改属晋西北临时省委领导。晋

绥边工委组建了下属的中共和（林）右（玉）清（水河）县

委和中共偏关县委，并领导未设县委的左云、平鲁、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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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山阴、怀仁、大同等县党的工作。工委机关驻地在平

鲁城与平鲁西山达达井村一带，后又移至偏关县。

12月，为了独立自主地在晋绥地区开展抗日游击

战争，建立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与抗日武装部队，发展

地方党的组织，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决定将中共晋绥

边工委改称中共晋绥边特委。到1938年冬，中共晋绥边

特委领导中共和（林）右（玉）清（水河）县委（1938年5月

改为中共和（林）右（玉）县委，1939年春改为中共和

（林）右（玉）清（水河）县委）、中共左（云）右（玉）凉（城）

县委、中共平鲁工委（1938年5月改称中共平鲁县委，

1939年1月改称中共清（水河）平（鲁）县委）、中共河

（曲）府（谷）工委（1938年春，直属晋西北省委）、中共右

（玉）山（阴）朔（县）怀（仁）县委、中共右（玉）山（阴）怀

（仁）中心县委、中共大（同）怀（仁）左（云）县委、中共大

（同）丰（镇）左（云）县委、中共朔县县委、中共偏关县委

（1938年2月，划归中共晋西北省委直属）和未设县委的

绥南部分地区党的工作。1938年2月下旬，特委机关从

偏关移驻平鲁城。6月，又迁驻平鲁东山一带。

1939年春，中共晋绥边特委更名为中共晋绥边地

委，先后下属和（林）右（玉）清（水河）、右（玉）山（阴）怀

（仁）、清（水河）平（鲁）、大（同）丰（镇）左（云）、大（同）

怀（仁）左（云）、左（云）右（玉）凉（城）、朔县7个中共县

委或工委。地委机关驻平鲁东山一带。1940年2月，反顽

斗争胜利后，中共晋西南区党委和中共晋西北区党委

合并成立中共晋西区党委，中共晋绥边地委改属中共

晋西区党委领导。

书 记 赵仲池（1937.10—1940.2）

一
、抗
日
战
争
时
期
（1937.7

—194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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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中共和（林）右（玉）清（水河）县委—中共和（林）

右（玉）县委—中共和（林）右（玉）清（水河）县委

（1937.11—1940.2）

书 记 贾丕谟（1937.11—1938.3）

王恩惠（1938.5—1938.12）

王 朴（1938.12—1939.12）

刘 志（1939.12—1940.2）

B、中共平鲁县工委—中共平鲁县委—中共清（水

河）平（鲁）县委（1937.12—1940.2）

书 记 屈 健（1937.12—1938.4）

陈一华（1938.5—1938.8）

李林枝（1938.8—1940.2）

C、中共朔县县委（1938.1—1940.2）

书 记 侯绍贵（1938.1—1940.2）

D、中共右（玉）山（阴）朔（县）怀（仁）县委

（1938.5—1938.8）

书 记 鲁 平（1938.5—1938.8）

E、中共右（玉）山（阴）怀（仁）中心县委（1938.8—

1940.2）

书 记 龙 鸣（1938.8—1939.5）

李登瀛（1939.5—1939.11）

凤 城（1939.12—1940.1）

F、中共大（同）怀（仁）左（云）县委（1938.6—

1940.2）

书 记 苏 兴（1938.6—1938.11）

范 平（1939.7—1940.2）

J、 中 共 左 （云） 右 （玉） 凉 （城） 县 委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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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10—1940.2）

书 记 陈一华（1938.10—1939.6）

田 仲（1939.6—1940.2）

4、中共晋绥边地委—中共雁北地委—中共晋西区

五地委（1940.2—1941.8）

1940年2月，中共晋西北区党委与中共晋西南区党

委合并后，中共晋绥边地委改属中共晋西区党委领导，

下属和（林）右（玉）清（水河）、左（云）右（玉）凉（城）、右

（玉）山（阴）怀（仁）、大（同）怀（仁）左（云）、大（同）怀

（仁）、清（水河）平（鲁）（同年5月，分设为平鲁、清水河

两个县委）、朔县（同年5月，划归中共晋西区二地委）等

县委，地委机关驻平鲁东山一带。

1940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绥远敌占区工作

的决定》，指出，坚持与发展广泛的地方性与群众性的

游击战争，积蓄力量以准备将来反攻的局面，是绥远敌

占区总的任务。为贯彻中共中央决定，7月24日，晋西北

军政委员会分别致电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决定将晋绥

边地区划归绥远区党委领导。7月，中共绥远区党委改

称中共晋绥边区党委。中共晋绥边地委随即改称中共

雁北地委，上属中共晋绥边区党委领导。这一重大组织

调整的目的是依托工作基础较好的雁北地区，开辟与

发展绥远地区的工作，使绥远敌占区工作与晋西北连

接起来。中共晋绥边地委改称中共雁北地委后，下属和

（林）右（玉）清（水河）（同年10月撤销，当地党的工作移

交中共绥南地委）、左（云）右（玉）凉（城）（同年10月撤

销，另组建了中共右玉、右南二个县委）、右玉、右（玉）

山（阴）怀（仁）（同年10月撤销，另组建了山（阴）朔（县）

一
、抗
日
战
争
时
期
（1937.7

—194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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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平鲁、右南、山（阴）朔（县）、怀仁、大（同）丰（镇）

凉（城）左（云）等县委或中心县委。

1941年初，日军对根据地实行疯狂的“蚕食扫荡”，

雁北抗日根据地形势日益恶化。3月，晋西北军政委员

会为加强绥察地区工作的领导，推进大青山抗日游击

战争继续向东发展，决定中共晋绥边区党委改称中共

绥察边区党委，同时决定将雁北地区直属晋西区，中共

雁北地委改称中共晋西区五地委，划归中共晋西区党

委领导。5月，与五地委相应成立第五军分区后，中共晋

西区五地委下属右玉、右南、大（同）左（云）、平鲁、山

（阴）朔（县）、大（同）丰（镇）凉（城）左（云）等县委或工

委。地委机关驻平鲁西山一带。8月，中共晋西区党委为

扩展雁北抗日根据地，将中共晋西区五地委划分为中

共晋西区五地委、九地委，归新成立的中共雁北区工委

领导。

书 记 赵仲池（1940.2—1941.3）

胡 全（1941.3—1941.8）

A、中共和（林）右（玉）清（水河）县委（1940.2—

1940.10）

书 记 刘 志（1940.2—1940.5）

凤 城（1940.5—1940.10）

B、中共左（云）右（玉）凉（城）县委（1940.2—

1940.10）

书 记 田 仲（1940.2—1940.10）

C、中共右（玉）山（阴）怀（仁）中心县委（1940.2—

1940.10）

代书记 麻 胡（1940.3—1940.10）
6



ＳＨＵＯ
ＺＨＯ

ＵＳＨＩＳＡＮＪＩＮＷ
ＥＮＨＵＡ

ＹＡＮＪＩＵＨＵＩＬＩＳＨＩＷ
ＥＮＨＵＡ

ＣＯ
ＮＧ

ＳＨＵ

D、中共大（同）怀（仁）左（云）县委（1940.2—

1940.6）

书 记 范 平（1940.2）

刘耀宗（1940.6）

E、中共大（同）怀（仁）县委（1940.6—1940.8）

书 记 刘耀宗（1940.6—1940.8）

F、中共清（水河）平（鲁）县委（1940.2—1940.5）

书 记 李林枝（1940.2—1940.5）

J、中共平鲁县委（1940.5—1941.8）

书 记 李林枝（1940.5—1940.7）

凤 城（1940.8—1941.5）

包 罗（1941.5—1941.8）

T、中共朔县县委（1940.2—1940.5）

书 记 侯绍贵（1940.2—1940.5）

M、中共右玉县委（1940.10—1941.8）

书 记 田 仲（1940.10—1941.8）

N、中共右南县委（1940.10—1941.8）

书 记 李林枝（1940.10—1941.8）

Y、中共山（阴）朔（县）县委（1940.10—1941.8）

书 记 麻 胡（1940.10—1941.8）

Z、中共怀仁县委（1940.8—1941.8）

书 记 宇 洪（1940.8—1941.8）

5、中共岢岚地委—中共晋西区二地委（1940.2—

1942.8）

1940年2月，中共晋西区党委成立后，为了统一抗

日根据地的领导，决定将原中共岢岚地委与原中共河

（曲）保（德）偏（关）地委合并为中共岢岚地委。下属河

一
、抗
日
战
争
时
期
（1937.7

—194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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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保德、偏关、五寨、岢岚、神池、朔县七个县委。7月，

撤销神池、朔县二个县委，成立了中共神（池）朔（县）偏

（关）中心县委。9月，中共岢岚地委改称中共晋西区二

地委。1941年12月，撤销中共神（池）朔（县）偏（关）中心

县委，成立中共神（池）朔（县）中心县委。1942年8月，撤

销中共神（池）朔（县）中心县委，恢复中共朔县县委、中

共神池县委。

书 记 赵秉彝（1940.2—1941.2）

黄恩明（1941.2—1942.2）

傅子和（1942.2—1942.8）

A、中共朔县县委（1940.5—1940.7）

书 记 石 鸣（1940.5—1940.7）

B、中共神（池）朔（县）偏（关）中心县委（1940.7—

1941.12）

书 记 石 鸣（1940.7—1941.12）

C、中共神（池）朔（县）中心县委（1941.12—1942.8）

书 记 石 鸣（1941.12—1942.8）

6、中共雁北区工委（1941.8—1942.7）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共晋西区党委为

迎接可能出现的抗日斗争高潮，为扩展雁北抗日根据

地做组织上的准备，8月决定成立中共雁北区工委，同

时将中共晋西区五地委分设为中共晋西区五、九两个

地委，归中共雁北区工委领导，并设立第五专署东四县

办事处，领导中共晋西区九地委辖区内各县政权工作。

1942年，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扩

大侵略战争的同时，急于结束中日战争，以摆脱多面作

战、在战略上极为被动的局面。日军对雁北抗日根据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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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上疯狂进攻，政治上实施“怀柔”和诱降活动，雁

北抗日根据地进入困难时期，根据地逐渐缩小。根据形

势需要，中共晋西区党委于7月撤销中共雁北区工委，

并将中共晋西区五、九两个地委重新合并为中共晋西

区五地委。8月，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成立，中共晋西区五

地委归中共晋绥分局领导。中共雁北区工委驻平鲁西

山一带，后转移到平（鲁）朔（县）偏（关）后方。

书 记 胡 全（1941.8—1942.7）

7、中共晋西区五地委（1941.8—1942.7）

1941年8月，中共晋西区党委决定将中共晋西区五

地委划分为中共晋西区五、九两个地委。下属右玉、右

南、平鲁三个县委。1942年7月，中共晋西区五地委与九

地委合并为中共晋西区五地委。8月，中共晋西区五地

委改称中共晋绥五地委，受中共中央晋绥分局领导。

书 记 胡 全（1941.8—1942.7兼）

A、中共右玉县委（1941.8—1942.7）

书 记 田 仲（1941.8—1942.2兼）

凤 城（1942.2—1942.7）

B、中共右南县委（1941.8—1942.7）

书 记 宇 洪（1941.9—1942.5）

康 庄（1942.5—1942.7）

C、中共平鲁县委（1941.8—1942.7）

书 记 包 罗（1941.8—1942.7）

8、中共晋西区九地委（1941.8—1942.7）

1941年8月，中共晋西区党委决定从原中共晋西区

五地委中划出一部分县，成立中共晋西区九地委。九地

委下属怀仁、山（阴）朔（县）、大（同）左（云）三个县委或

一
、抗
日
战
争
时
期
（1937.7

—194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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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委。1942年7月，中共晋西区五、九地委合并，成立中

共晋西区五地委。

书记郑林（1941.8—1942.7兼）

A、中共怀仁县委（1941.8—1942.7）

书 记 宇 洪（1941.8—1941.9）

杨敏箴（1941.9—1942.1）

B、中共山（阴）朔（县）县委（1941.8—1942.7）

书 记 麻 胡（1941.8—1941.11兼）

李易山（1941.12—1942.3）

王尚志（1942.3—1942.5）

C、中共大（同）左（云）县委（1941.8—1942.7）

书 记 王晓明（1941.8—1942.5）

杨敏箴（1942.5—1942.7）

9、中共晋绥五地委（1942.8—1942.10）

1942年7月，由于雁北抗日根据地缩小，中共雁北

工委奉命撤销，五、九两地委重新合并，恢复中共晋西

区五地委。8月，中共晋西区五地委改属中共晋绥分局

直接领导，改称中共晋绥五地委，下属右玉、右（玉）南、

大（同）左（云）、平鲁、朔县五个县委。10月，为加强晋绥

边地区工作，中共晋绥分局决定成立中共塞北区工委，

中共晋绥五地委改称中共雁北地委，划归新成立的中

共塞北区工委领导。五地委机关先后驻平鲁、朔县等

地。

书 记 胡 全（1942.8—1942.10）

A、中共右玉县委（1942.8—1942.10）

书 记 凤 城（1942.8—1942.10）

B、中共右（玉）南县委（1942.8—1942.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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