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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族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 留下了许多珍贵的
革命遗址。 这些遗址有的也称旧址、旧居、故居、史迹、遗存、胜迹等等。 它们包括党的
重要机构旧址；重要党史人物的故居、旧居、活动地；重要事件、重大战役战斗遗址；具
有重要影响的革命烈士事迹发生地或墓地等， 也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内容涉及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类纪念馆、展览馆等纪念设施，以及能够反映革命时期党的重要
历史活动、进程、思想、文化的各种遗迹等等。

这些革命遗址， 铭刻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
奋斗的光辉历程，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艰苦奋斗、不屈不挠、一往无前、敢
于胜利的革命精神，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历史见证，是宝贵的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是中
华民族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独特的文化遗存。

新中国成立以来，很多重要的革命遗址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利用和开发，一些新
的缅怀革命历史的纪念设施也陆续建立起来， 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
重要基地。 但是，全国各地到底有多少革命遗址？ 分布在哪些地方？ 保护利用得怎么
样？现状如何？这些底数还不是很清楚、很完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更好地保护、
利用和开发革命遗址，迫切需要对全国的革命遗址进行一次全面、深入、准确的普查。

开展革命遗址普查，是党史工作“存史、资政、育人”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认真挖
掘、整理和研究党史资源的重要途径。通过普查，全面了解各地丰富的党史资源，掌握
各地革命遗址的基本情况及其生存状态， 不仅有助于党史研究的深化和党史宣传教
育的开展，而且还将为准确判断革命遗址保护形势、科学制定革命遗址保护利用政策
提供依据。 开展革命遗址普查，对于进一步继承、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培
育、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对于建设和
巩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于服务全国红色旅游，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史部门，是党的历史的研究机构，又是主管党史业务的工作部门。 做好革命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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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普查和保护工作，是党史部门的重要职责之一。 200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共
中央党史研究室 2006—2010年工作规划》（中办发〔2006〕23号文件），明确把开展革
命遗址普查作为党史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求中央党史研究室制订规划，指导地方
党史工作部门对本地区革命遗址进行一轮普查，掌握现状，向同级党委、政府或有关
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 对重要革命遗址特别是濒危遗址加强保护、 酌情合理开发利
用；对保护措施不力的要督促整改。

2006年 9月， 中央党史研究室召开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 传达贯彻中办发
23号文件精神。此前，个别省区市做过一些革命遗址调查工作。此后，各地党史部门普
遍将开展革命遗址普查工作列入了工作规划。 在 2007年 12月召开的全国党史研究
室主任会议上，确定在革命遗址数量多、类型多、范围广的江西省开展试点，取得经验
后，再在全国推开。 2008年 6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向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下发了革命
遗址普查试点工作通知和方案。自此，革命遗址普查工作正式启动。2009年 6月，江西
省试点工作圆满结束，为全国普查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2009年 11月， 中央党史研究室在江西南昌召开全国革命遗址普查工作会议，总
结江西试点的经验，就开展革命遗址普查工作作出具体规定，并要求利用媒体大力宣
传普查工作，使加强革命遗址保护的理念深入人心。 会议印发的《全国革命遗址普查
工作实施方案》，规定了革命遗址普查的范围和具体内容、组织机构和职责、普查方法
和要求、普查时间与实施步骤，以及普查成果的提交和普查成果的保存利用等。 此次
会议之后，全国各级党史部门在各级党委的领导和支持下，迅速落实专项经费，进行
工作部署，使普查工作在全国迅速推开。

2010年，中央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中发
〔2010〕10号文件），召开了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中央 10号文件明确要求加强党史遗址
保护，搞好纪念场馆建设，组织开展党史遗址普查，重点摸清革命遗址底数，同时注重
调查党史方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0年 11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广西南宁召开全
国革命遗址普查工作会议，学习贯彻中央 10号文件和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精神，检查
各地普查工作进展情况，对下一阶段工作，特别是提交普查成果和编辑出版《全国革
命遗址普查成果丛书》作出了具体部署。 会议要求全体普查人员深入学习中央 10号
文件和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精神，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各项任务。

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组织、指导、推动下，在各地党委政府的重视、领导和支持
下，在全国党史部门的广泛参与下，全国的革命遗址普查工作广泛展开，深入推进，取
得了显著的成果。

这次革命遗址普查，我们把它界定为对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所有新民主主义
革命遗址的普查。 1949年之后的党史遗址、旧址等等，内容、范围非常广泛，也非常复
杂，暂时难以准确界定，所以不在本次普查范围之内。 遗址普查的具体内容包括，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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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遗址的名称、地址、面积、建筑样式及材质、形成时间、利用时间等基本情况；遗址
本体的历史由来、使用状况、保存状况、陈列物品情况；遗址使用管理的所有权属、经
费来源、工作人员状况；遗址周围的环境状况（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等信息，以
及图片资料和文字资料。 此外，一些已被损坏的不复存在的重大遗址、遗迹也在普查
之列。 普查工作以县（区）为基本单元，实行全面普查与重点调研相结合的方法。 为保
证普查成果的真实、完整和科学，要求采取实地调查与档案资料、图书资料、报刊资
料、口述资料等互证的办法，对每处遗址的相关信息严格核实，力求准确无误，确保普
查资料、信息登记、统计汇总等各个环节有依有据。

革命遗址普查工作是一项十分艰苦繁杂的工作。 普查人员需要熟悉统一的规范
和要求，填写普查登记表，撰写革命遗址的历史背景，搜集历史图片，拍摄现状图片
等。 为了保证普查成果的质量和数据的准确无误，普查人员要亲自到每个遗址去进行
测量、登记，还要走访当事人，深入档案资料馆，搜集资料，核实该遗址的来龙去脉。 在
一些条件艰苦的地方，特别是山区，普查人员只能靠双腿走进深山老林，在酷暑严寒
中跋涉登攀，经常只能吃方便食品。 全体普查人员以党史工作者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排除万难，辛勤工作，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保证普查成果的质量和水平，为普查工
作的顺利完成作出了巨大贡献。

经过全国 2万余普查人员的共同努力，普查工作已经顺利结束，普查成果已经全
部提交中央党史研究室。 通过普查，基本摸清了全国革命遗址的底数，掌握了全国党
史资源的分布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普查登记革命遗址近 5万处，相关联的其
他遗址 5000余处。其中新发现了许多革命遗址和相关资料，填补了历史空白。如山西
省共普查出 3400余处革命遗址，是以前掌握数据的一倍多；安徽省新发现 300多处。
通过普查，还锻炼了全国的党史队伍，培养了党史工作者艰苦奋斗、严谨科学的精神。

为了使普查所得到的成果永久保存， 使每个遗址所记载的历史信息能够留传后
世，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全国党史部门汇总普查成果，统一编纂了《全国革命遗址普
查成果丛书》。 全部丛书共 31卷、约 150册。 其中，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负责编辑
《全国重要革命遗址通览》作为第一卷。 其余 30卷由各省区市党史部门负责编辑，每
卷都包括若干分册。 中央党史研究室集中全国党史部门意见， 制定了统一的编写形
式、内容要求、目录编排、印制规范、装帧设计、质量标准和各种技术要求等严密细致
的编辑规范。 每一卷、每一册都要按统一的规范要求进行编辑。 2011年 11月上旬，中
央党史研究室专门召开了统一的审稿会， 组织各省区市党史部门和有关专家进行自
审、互审、专家审，统一对编辑规范的理解和把握。 各省区市也相应组织了本地的统稿
会。 整个工作有序进行，力求使整个丛书达到较高的质量标准。

党史部门的革命遗址普查工作与全国的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有着紧密的联系。
中央党史研究室参加了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 2010年 6月，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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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研究室办公厅与国家文物局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 就进一步加强党史部门和文
物系统在普查工作上的合作提出要求，强调两个系统的普查成果要互相验证，互为补
充。 党史部门在革命遗址普查中认为具备文物标准的，可向文物部门提出认定建议；
文物部门拟认定为文物的革命遗址，可征求党史部门的意见。 文物部门和其他有关部
门对全国革命遗址普查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 在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
组的有关会议上， 刘延东国务委员多次对党史部门的革命遗址普查工作给予了肯定
和表扬。
《全国革命遗址普查成果丛书》的出版，只是贯彻落实中央 10号文件有关精神的

第一步。 开展革命遗址普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有针对性地保护和利用革命遗址。
因此，我们还要认真研究分析全国革命遗址的基本状况，评估在保护利用上取得的成
绩和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进一步加以保护的建议和意见，与各地党委政府一
起，加大对革命遗址保护的力度。 要充分利用普查成果，在媒体上宣传革命遗址的历
史背景和历史地位，宣传新发现的革命遗址，让更多的干部和群众了解革命遗址的价
值，认识到保护革命遗址的重要性，增强保护意识，使保护革命遗址成为全社会的共
识和自觉行动。 要充分利用革命遗址这个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积极推动红色旅游，
广泛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大力弘扬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为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作出贡献！

2012年 3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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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统一部署开展革命遗址普查工作的基础上，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的《山
西省革命遗址通览·阳泉市》（总第 5卷第 8册），即将付梓出版了。 这本记载了阳泉光
荣革命历史，可谓图文并茂的党史成果，以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和深远的教育意义，为
纪念建党 90周年，为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献上了一份厚礼，实属可喜可贺！

阳泉作为革命老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由于
其便捷的交通条件、 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人文底蕴， 一直是我党活动的重要区
域。 在这块神圣的土地上留下了朱德、周恩来、彭真、刘伯承、贺龙等许多老一辈革命
家奋斗的足迹， 洒满了无数革命先烈鏖战的血迹， 上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英勇活
剧。 中共平定特别支部的创立，拉开了阳泉地区党领导人民革命斗争的序幕；平定起
义诞生了中国北方第一支正规革命武装红 24军；七亘大捷创造了我军战争史上“重
叠设伏”的著名战例；狮脑山激战成为百团大战最耀眼的一个亮点；中共创建第一城
为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全市 189处革命遗址、遗迹，生
动反映了当年艰难而辉煌的斗争历程， 每一处遗址都有可歌可泣的故事和可敬可爱
的英雄，这份宝贵历史遗产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巨大精神财富，是我们今天资政育人的
生动历史教材。

现在我们将这些革命遗址及相关史料整理汇集起来，编纂成书，功在当代，泽被
后世。 其一，它是历史的见证，是时代的缩影，是我们对革命先辈的珍藏记忆和深切缅
怀。 它使我们永远对革命先烈充满敬仰和感恩，它告诫我们永远铭记过去的艰苦岁月
和革命前辈的丰功伟绩，倍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其二，它是民族精神的
体现，是光荣传统的印记，是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动力，它激
励我们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与时俱进，建设美好家园，创
造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 其三，它是我们培育后人的生动教材，是今天科学发展的红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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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资源，是推动阳泉先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深厚底蕴。 这里我推荐给大家，建议同
志们特别是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抽点时间，浏览一下这本书，定会增长见识，有所收
益的。 对已普查出的革命遗址、遗迹，省内外不少兄弟市县纷纷借力辟径大做文章，我
们也应当对其很好地加以发掘、保护和利用，大力发展阳泉市红色旅游事业，充分发
挥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促进阳泉更好更快地实现转型跨越发展。

总之，对全市革命遗址进行全面普查并汇编成册，留存后世，使党史资料得以及
时征集和传承，是一件很有必要、颇具意义的好事，是一项亟待做好的重要工作，这一
点已为中发〔2010〕10号《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所明确
强调。 为之，党史部门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我对此予以积极的支持和认可，也希望社会
各方面给他们开展工作提供更多的便利和支助， 使他们为阳泉市党的建设和经济社
会发展发挥更大作用，创造更多的成果。

阅览书稿，有感而发，写了以上几段话，是为序。

2012年 3月

6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阳泉市革命遗址普查报 !!!!!!!!!!!!!!!!!告 1
阳泉市革命遗址及其他遗址统计 !!!!!!!!!!!!表 9
% % 阳泉市革命遗址统计 !!!!!!!!!!!!!!!!!!!表 10
% % 阳泉市其他遗址统计表（副编 !!!!!!!!!!!!!!!!） 11
% % 阳泉市其他遗址统计表（附录 !!!!!!!!!!!!!!!!） 12
阳泉市革命遗址通 !!!!!!!!!!!!!!!!!!览 13

平定县
平定兵变集结 !!!!!!!!!!!!!!!!!!!!!!!!地 14
牺盟会平定中心区旧 !!!!!!!!!!!!!!!!!!!!!址 15
中共平定特别支部旧 !!!!!!!!!!!!!!!!!!!!!址 16
平定姑姑寺———华北人民政府临时驻 !!!!!!!!!!!!!!地 17
华北实验保育院旧 !!!!!!!!!!!!!!!!!!!!!!址 18
国民兵军官教导第五团驻地遗 !!!!!!!!!!!!!!!!!址 19
中共正太特委秘密联络点旧 !!!!!!!!!!!!!!!!!!址 20
圣庙———平定县牺盟分会成立大会旧 !!!!!!!!!!!!!!址 21
中共平定县党组织公开地旧 !!!!!!!!!!!!!!!!!!址 22
平定县马克思主义读书会遗 !!!!!!!!!!!!!!!!!!址 23
马齿岩寺———七亘大捷指挥部旧 !!!!!!!!!!!!!!!!址 24
平（定）东县抗日政府旧 !!!!!!!!!!!!!!!!!!!!址 25
晋察冀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部旧 !!!!!!!!!!!!!!!!址 26
药岭山利华制药厂旧 !!!!!!!!!!!!!!!!!!!!!址 27
七亘村八路军驻防洞旧 !!!!!!!!!!!!!!!!!!!!址 29
理家庄平定（路北）县第一届参议会旧 !!!!!!!!!!!!!!址 30
平定（路北）县抗日政府旧 !!!!!!!!!!!!!!!!!!!址 31
百团大战冶西村攻坚战遗 !!!!!!!!!!!!!!!!!!!址 32
百团大战中被八路军炸毁的娘子关铁路桥遗 !!!!!!!!!!!址 33
磨河滩五龙泉公园游泳池———周恩来在平定活动地旧 !!!!!!!址 34
娘子关火车站———周恩来在平定活动地旧 !!!!!!!!!!!!址 35

目 录

1



贾礼峰故 !!!!!!!!!!!!!!!!!!!!!!!!!!居 36
孙竹庭故 !!!!!!!!!!!!!!!!!!!!!!!!!!居 37
池必卿故 !!!!!!!!!!!!!!!!!!!!!!!!!!居 38
赵增益故 !!!!!!!!!!!!!!!!!!!!!!!!!!居 39
周璧故 !!!!!!!!!!!!!!!!!!!!!!!!!!!居 40
葛宜生故 !!!!!!!!!!!!!!!!!!!!!!!!!!居 41
王鼎新故 !!!!!!!!!!!!!!!!!!!!!!!!!!居 42
赵雨亭故 !!!!!!!!!!!!!!!!!!!!!!!!!!居 43
张乃召故 !!!!!!!!!!!!!!!!!!!!!!!!!!居 44
江岗故 !!!!!!!!!!!!!!!!!!!!!!!!!!!居 45
冯梓故 !!!!!!!!!!!!!!!!!!!!!!!!!!!居 46
王谦故 !!!!!!!!!!!!!!!!!!!!!!!!!!!居 47
李锐故 !!!!!!!!!!!!!!!!!!!!!!!!!!!居 48
亚马故 !!!!!!!!!!!!!!!!!!!!!!!!!!!居 49
岳勇烈士故 !!!!!!!!!!!!!!!!!!!!!!!!!居 50
赵亨德烈士故 !!!!!!!!!!!!!!!!!!!!!!!!居 51
平定县烈士陵 !!!!!!!!!!!!!!!!!!!!!!!!园 52
七亘大捷纪念 !!!!!!!!!!!!!!!!!!!!!!!!碑 53
岳勇烈士纪念 !!!!!!!!!!!!!!!!!!!!!!!!碑 55
岔口围困战纪念 !!!!!!!!!!!!!!!!!!!!!!!碑 56

盂 县
红二十四军成立大会旧 !!!!!!!!!!!!!!!!!!!!址 57
盂县抗日民主政府供给部旧 !!!!!!!!!!!!!!!!!!址 59
盂县第一个党支部创立地旧 !!!!!!!!!!!!!!!!!!址 60
盂县农民救国会活动地遗 !!!!!!!!!!!!!!!!!!!址 61
盂县人民武装部旧 !!!!!!!!!!!!!!!!!!!!!!址 62
盂县供销合作社建立地遗 !!!!!!!!!!!!!!!!!!!址 63
盂县抗日民主政府驻上社村旧 !!!!!!!!!!!!!!!!!址 64
盂县县委（报社）驻石家塔村旧 !!!!!!!!!!!!!!!!!址 65
盂县工人抗日救国会驻石家塔村旧 !!!!!!!!!!!!!!!址 66
盂县青年抗日救国会驻石家塔村旧 !!!!!!!!!!!!!!!址 67
北岳区一专署驻独自口村旧 !!!!!!!!!!!!!!!!!!址 68
北岳区一专署驻沙湖滩村旧 !!!!!!!!!!!!!!!!!!址 69
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教导队驻宋家庄村旧 !!!!!!!!!!!址 70
晋察冀边区供给部驻双枣铺村旧 !!!!!!!!!!!!!!!!址 71
盂县北峪口村抗日烽火台遗 !!!!!!!!!!!!!!!!!!址 72

2



平定县抗日民主政府机关驻沙井村旧 !!!!!!!!!!!!!!址 73
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第十九团团部驻箭河村旧 !!!!!!!!!址 74
白求恩医疗队驻箭河村旧 !!!!!!!!!!!!!!!!!!!址 75
晋察冀军区第二分区司令部、政治部、参谋部驻下庄村旧 !!!!!!址 76
晋察冀边区第二专署驻下社村旧 !!!!!!!!!!!!!!!!址 77
国际和平医院驻仙人村遗 !!!!!!!!!!!!!!!!!!!址 78
晋中一地委、专署驻盂县北关村旧 !!!!!!!!!!!!!!!址 79
冀晋第二师范学校旧 !!!!!!!!!!!!!!!!!!!!!址 80
神泉战斗遗 !!!!!!!!!!!!!!!!!!!!!!!!!址 81
牛道岭战斗遗 !!!!!!!!!!!!!!!!!!!!!!!!址 82
鹤山沟围歼战遗 !!!!!!!!!!!!!!!!!!!!!!!址 84
百团大战兴道大捷遗 !!!!!!!!!!!!!!!!!!!!!址 85
四塄山截击战遗 !!!!!!!!!!!!!!!!!!!!!!!址 86
后峪沟战斗遗 !!!!!!!!!!!!!!!!!!!!!!!!址 87
夜袭上社伪区政府战斗遗 !!!!!!!!!!!!!!!!!!!址 88
子岗梁战斗遗 !!!!!!!!!!!!!!!!!!!!!!!!址 89
郭村歼灭战遗 !!!!!!!!!!!!!!!!!!!!!!!!址 90
薄一波在盂县开展抗日工作时的旧 !!!!!!!!!!!!!!!址 91
朱德、任弼时路居盂县椿树底村旧 !!!!!!!!!!!!!!!址 92
朱德、任弼时路居盂县上社村旧 !!!!!!!!!!!!!!!!址 92
朱德、任弼时路居盂县东白水村旧 !!!!!!!!!!!!!!!址 93
贺龙、关向应路居盂县御枣口村旧 !!!!!!!!!!!!!!!址 94
贺龙、关向应路居盂县庄里村旧 !!!!!!!!!!!!!!!!址 95
彭真路居盂县下社村旧 !!!!!!!!!!!!!!!!!!!!址 96
聂荣臻在盂县双枣铺村的临时指挥所旧 !!!!!!!!!!!!!址 97
华国锋结婚地旧 !!!!!!!!!!!!!!!!!!!!!!!址 98
黄树岩烈士 !!!!!!!!!!!!!!!!!!!!!!!!!墓 99
里独头村烈士公 !!!!!!!!!!!!!!!!!!!!!!墓 100
上罗村烈士 !!!!!!!!!!!!!!!!!!!!!!!!碑 101
阎家庄烈士 !!!!!!!!!!!!!!!!!!!!!!!!碑 102
观沟烈士陵 !!!!!!!!!!!!!!!!!!!!!!!!园 103
牛村革命烈士纪念 !!!!!!!!!!!!!!!!!!!!!堂 105
彭真渠旧 !!!!!!!!!!!!!!!!!!!!!!!!!址 106

3



郊 区
邓家峪村铸造手榴弹壳的土炉旧 !!!!!!!!!!!!!!!址 107
三义庙———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抗日动员会旧 !!!!!!!!!!址 108
义东沟村延安第二保育院旧 !!!!!!!!!!!!!!!!!址 109
平定（路北）抗日县政府遗 !!!!!!!!!!!!!!!!!!址 110
任家峪村铸造手榴弹壳的土炉遗 !!!!!!!!!!!!!!!址 111
山底新民铁工厂遗 !!!!!!!!!!!!!!!!!!!!!址 112
阳泉贸易局山底办事处旧 !!!!!!!!!!!!!!!!!!址 113
草帽山战壕遗 !!!!!!!!!!!!!!!!!!!!!!!址 114
韩庄村抵御日军防护墙遗 !!!!!!!!!!!!!!!!!!址 115
燕龛村民生兵工厂旧 !!!!!!!!!!!!!!!!!!!!址 116
燕龛村伏击战遗 !!!!!!!!!!!!!!!!!!!!!!址 117
西南舁村第一个中共党小组成立地旧 !!!!!!!!!!!!!址 118
区公所旧 !!!!!!!!!!!!!!!!!!!!!!!!!址 119
平定（路北）县委组织部旧 !!!!!!!!!!!!!!!!!!址 120
平定（路北）县委县政府通讯社、新闻部旧 !!!!!!!!!!!!址 121
平定（路北）县委县政府敌工部旧 !!!!!!!!!!!!!!!址 121
平定（路北）县大队驻地旧 !!!!!!!!!!!!!!!!!!址 122
平定（路北）县委县政府宣传部旧 !!!!!!!!!!!!!!!址 122
平定县（路北）七区抗日古地道遗 !!!!!!!!!!!!!!!址 123
后沟村山西新军决死第一总队遗 !!!!!!!!!!!!!!!址 124
邓小平路居义东沟村旧 !!!!!!!!!!!!!!!!!!!址 125
张梅林烈士藏身地———天赐堂、孝友 !!!!!!!!!!!!!!堂 126
王茂栽烈士故 !!!!!!!!!!!!!!!!!!!!!!!居 127
王牛小烈士故 !!!!!!!!!!!!!!!!!!!!!!!居 128
侯夸妮烈士故 !!!!!!!!!!!!!!!!!!!!!!!居 129
潘忠烈士故 !!!!!!!!!!!!!!!!!!!!!!!!居 130
虎头山战役烈士 !!!!!!!!!!!!!!!!!!!!!!墓 131
西上庄村烈士陵 !!!!!!!!!!!!!!!!!!!!!!园 132
山底村烈士 !!!!!!!!!!!!!!!!!!!!!!!!堂 132
后峪村烈士墓群、挡马墙战场遗 !!!!!!!!!!!!!!!!址 133
小西庄村烈士陵 !!!!!!!!!!!!!!!!!!!!!!园 134
中佐村烈士 !!!!!!!!!!!!!!!!!!!!!!!!塔 135
白泉烈士陵 !!!!!!!!!!!!!!!!!!!!!!!!园 136
三都烈士 !!!!!!!!!!!!!!!!!!!!!!!!!亭 137

4



南坟口烈士陵 !!!!!!!!!!!!!!!!!!!!!!!!园 138

城 区
阳泉市政府旧 !!!!!!!!!!!!!!!!!!!!!!!址 139
阳泉火车站旧 !!!!!!!!!!!!!!!!!!!!!!!址 141
《人民日报》造纸厂旧 !!!!!!!!!!!!!!!!!!!!址 143
中国共产党阳泉支部委员会旧 !!!!!!!!!!!!!!!!址 144
保晋煤铁行小学遗 !!!!!!!!!!!!!!!!!!!!!址 145
狮脑山———百团大战主战场之 !!!!!!!!!!!!!!!!一 146
百团大战纪念碑（群 !!!!!!!!!!!!!!!!!!!!!!） 148
阳泉市革命烈士纪念 !!!!!!!!!!!!!!!!!!!!馆 150
中共第一城纪念 !!!!!!!!!!!!!!!!!!!!!!墙 152

副 编
平定县

石评梅故 !!!!!!!!!!!!!!!!!!!!!!!!!!!!!!居 154
李素故 !!!!!!!!!!!!!!!!!!!!!!!!!!!!!!!居 156
关其侗故 !!!!!!!!!!!!!!!!!!!!!!!!!!!!!!居 157
黄家大院———平定保矿运动的指挥 !!!!!!!!!!!!!!!!!!!地 158
娘子关保卫战纪念 !!!!!!!!!!!!!!!!!!!!!!!!!!碑 160
抗战时期川军遇难 !!!!!!!!!!!!!!!!!!!!!!!!!!地 161
娘子关城西村西兵 !!!!!!!!!!!!!!!!!!!!!!!!!!营 162

盂 县
高长虹故 !!!!!!!!!!!!!!!!!!!!!!!!!!!!!!居 163

郊 区
张家大院———张士林故 !!!!!!!!!!!!!!!!!!!!!!!!居 165
石评梅纪念 !!!!!!!!!!!!!!!!!!!!!!!!!!!!!馆 166

矿 区
马王庙———阳泉争矿运动的指挥 !!!!!!!!!!!!!!!!!!!!部 168

城 区
保晋文化 !!!!!!!!!!!!!!!!!!!!!!!!!!!!!!园 169

附 录
平定县

桥头惨案发生地遗 !!!!!!!!!!!!!!!!!!!!!!!!!!址 172
马家庄惨案遗 !!!!!!!!!!!!!!!!!!!!!!!!!!!!址 173
前小川惨案纪念 !!!!!!!!!!!!!!!!!!!!!!!!!!!馆 174

5



盂 县
牛村镇日军据点遗 !!!!!!!!!!!!!!!!!!!!!!!!!!址 175
西烟镇日军据点遗 !!!!!!!!!!!!!!!!!!!!!!!!!!址 176
东关头日军据点遗 !!!!!!!!!!!!!!!!!!!!!!!!!!址 177
东会里日军据点遗 !!!!!!!!!!!!!!!!!!!!!!!!!!址 178
风坡山日军据点遗 !!!!!!!!!!!!!!!!!!!!!!!!!!址 179
下社日军据点遗 !!!!!!!!!!!!!!!!!!!!!!!!!!!址 180
千佛寺日军据点遗 !!!!!!!!!!!!!!!!!!!!!!!!!!址 181
椿树底日军据点遗 !!!!!!!!!!!!!!!!!!!!!!!!!!址 182
御枣口日军据点遗 !!!!!!!!!!!!!!!!!!!!!!!!!!址 183
进圭日军据点遗 !!!!!!!!!!!!!!!!!!!!!!!!!!!址 184
路家峪口日军据点遗 !!!!!!!!!!!!!!!!!!!!!!!!!址 185
盂北村日军据点遗 !!!!!!!!!!!!!!!!!!!!!!!!!!址 186
日军封锁线遗 !!!!!!!!!!!!!!!!!!!!!!!!!!!!址 187
下庄惨案遗 !!!!!!!!!!!!!!!!!!!!!!!!!!!!!址 188
均才惨案遗 !!!!!!!!!!!!!!!!!!!!!!!!!!!!!址 189
神泉惨案遗 !!!!!!!!!!!!!!!!!!!!!!!!!!!!!址 190
活川口惨案遗 !!!!!!!!!!!!!!!!!!!!!!!!!!!!址 191
东关头惨案遗 !!!!!!!!!!!!!!!!!!!!!!!!!!!!址 193
白家庄惨案遗 !!!!!!!!!!!!!!!!!!!!!!!!!!!!址 194
牛村惨案遗 !!!!!!!!!!!!!!!!!!!!!!!!!!!!!址 195
张家垴惨案遗 !!!!!!!!!!!!!!!!!!!!!!!!!!!!址 196
神头惨案遗 !!!!!!!!!!!!!!!!!!!!!!!!!!!!!址 198
西烟惨案遗 !!!!!!!!!!!!!!!!!!!!!!!!!!!!!址 199
庄只惨案遗 !!!!!!!!!!!!!!!!!!!!!!!!!!!!!址 200
南社惨案遗 !!!!!!!!!!!!!!!!!!!!!!!!!!!!!址 201
东庄头惨案遗 !!!!!!!!!!!!!!!!!!!!!!!!!!!!址 202
大 惨案遗 !!!!!!!!!!!!!!!!!!!!!!!!!!!!!址 205
盆子掌惨案遗 !!!!!!!!!!!!!!!!!!!!!!!!!!!!址 207
赵家庄惨案遗 !!!!!!!!!!!!!!!!!!!!!!!!!!!!址 208
日军慰安所旧 !!!!!!!!!!!!!!!!!!!!!!!!!!!!址 209

郊 区
盂（县）平（定）日军封锁墙下章召段旧 !!!!!!!!!!!!!!!!!!址 210
洋毛山日军据点遗 !!!!!!!!!!!!!!!!!!!!!!!!!!址 211
白泉惨案遗 !!!!!!!!!!!!!!!!!!!!!!!!!!!!!址 212
山底村惨案遗 !!!!!!!!!!!!!!!!!!!!!!!!!!!!址 213
大西庄村“六一五”惨案遗 !!!!!!!!!!!!!!!!!!!!!!!址 214

6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