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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共翼城县委书记 李朝旗

翼城是著名的革命老区 。 早在 1925 年，我县学子阎紫琴就在山

西省立国民师范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山西省早期的共产党À-。

1926 年，根据太原地执委的指示，阎紫琴在翼城积极发展党员，并建

立了中共翼城县支部，使翼城成为山西建党最早的县之一 。

大革命时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我县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到

1927 年全县已有 50 多个村庄建立了农会组织，各级农会干部近 400

人。 1938 年，我县就建立了由共产党掌握的牺盟抗日民主政府，同时，

全县各区也相继成立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抗日区政府，领导全县

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 八年抗战时期，为了民族的独立和

人民的解放，我县人民不怕牺牲，浴血奋战，有力地打击了日寇的侵

犯。 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一批又一批的热血儿女献出了宝贵的青春。

勇斗顽敌血洒疆场的抗日勇士玉良，视死如归慷慨就义的苏广适，为

保护群众光荣牺牲的王原福，文IJ 胡兰式的女英雄刘秀英，宁死不屈的

铮铮铁汉张钮，战斗到最后集体殉国的两圾七勇士……，一直站在革

命斗争的前沿阵地 。 三年解放战争中，我县人民积极参军、参战 、 支

前，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更大的贡献和牺牲。 全县有 2940 多名民兵

配合部队参加了三次解放翼城的战斗;有 1560 多名民兵组成远征队

列到外地作战; 1947 年仅四区就有 2000 多名革命青年参加了人民解

放军; 1949 年 3 月有近百名干部远离故土南下福建，参加了新解放区

的政权建设;在解放战场上牺牲的翼城籍战士就有近千人。 在抗日战

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翼城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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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敌，氏，坚韧不拔，前赴后继地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

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敌后根据地，取得了卓越战绩。翼城先后为

中共翼城中心县委、中共条东地委、中共晋豫二地委、中共太岳四地

委、中共太岳二地委、中共翼城临时地委的驻地和工作区域。

长期的革命斗争，在翼城这片热土上茶萃了党和人民无数英雄

儿女，留下了许多革命先辈和先烈们的光辉足迹，也给我们留下了许

多永恒的记忆。那一通通烈士碑，一座座纪念亭，一处处遗址故地，无

不凝聚着无数先驱者的鲜血和爱我中华、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它是

中国古老文明链条中光彩夺目的一坏，是拓展和丰富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的瑰宝，是值得今人永远铭记的历史。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也是一本最

富哲理的教科书。牢记历史，不忘过去，是为了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为了充分利用这些可贵的红色资源，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我县

于 2010 年进行了革命遗址普查，将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机构旧址、重

要人物活动纪念地、革命领导人故居，烈士墓地与纪念设施进行了逐

一登记 O 这次革命遗址普查，既是对革命先烈的一次缅怀，也是对全

县丰富党史资料的一次深入挖掘和梳理。这些革命遗址，记述着翼城

人民奋斗的光辉历史，回荡着历史的厚重声音，蕴含着不同凡响的历

史意义 O 缅怀革命遗址，令人心灵震撼，肃然起敬。

往昔峰山呆岁月稠，令朝风光无 F良好。为牢记革命历史，继承光荣

传统，县史志办将次这普查结果整理成文，编撰了《翼城革命历史遗

迹追寻》一书 O 此书事实确凿，资料可贵，行文流畅，图文并茂，为青少

年提供了一部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的生动教材;为各级领导提供

了一部资政育人的极好史料;为子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和

精神财富 O 我相信，全县人民一定会从中吸取精神营养，鼓起新的斗

志，不忘过去，面向未来，迎接翼城更加美好的明天!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翼城县革命历史遗迹追寻》编委会

主 任李朝旗杨春权

副 主任 李殿梁李伦

常务副主任 张志宏范钦国

主任委员卫 勇 杨建军 董跃明 任吉龙

许拥军 孙晋辉师香丽 丁 勇

孙守月 史长立 李兴智 程明星

董玲李放明 杨文明 郭生财

李文元王存良聂华刘青海

委 员 张永峰 贾永强 李增殿赵大志

王东风董俊辉 贾丽娟 薛雅强

续龙董玉峰徐振声 张利军

张钦侯 霆宋殿普郭民山

李建党段红亮 刘 峰

主 编刘峰

编 辑张子峰马荣生张美恭程铭泰

高妓娜孔青霞

编 审赵宝金

排 版张小春崔青荣张鑫鑫



目录

目录

序…………………........…………………………..........李朝旗 1

翼城革命遗址普查纪略…………………………………………… 1

翼城县革命遗址普查统计表……………………………………… 6

Q
J
1
d
O
U

叮
I
Q
U

叮
3

《
J

匀
'
E
A

『
呵

I
O
U

1223334445 
址
川
…
…

口
μ部

…
…
…
…
…
…
…

支

·
-
u
u

址
党
址
址

u
u
·

址

旧
村
旧
旧
·
·
址
旧

部
农
府
队
址
址
旧
府
址
址

支
个
政
大
旧
旧
区
政
遗
遗
址

县
一
日
日
委
署
分
县
斗
战
遗

城
第
抗
抗
地
专
军
日
战
击
斗

翼
县
县
县
二
二
二
抗
岭
伏
战

共
城
城
城
岳
岳
岳
河
坞
寨
城

中
翼
青
青
太
太
太
大
东
牢
青

1 



目录

霍庄歼灭战遗址…………………………………………………… 54

黄家铺战斗遗址……………………........……………........….. 57 

七勇士殉难处........………........……………………………….. 63 

苏广适烈士就义地………………………………………………… 68

后漫沟惨案地……………………………………………………… 72

老王沟惨案地……………………………………………………… 75

刘家渠仇恨鑫………………………………………........………. 78 

兜垛仇恨沟………………………………………………………… 81

官坊仇恨院……........………………..................……………. 84 

城内仇恨井………………………........…………………………. 86 

庄里仇恨窑…………………………………………………………"

中河西仇恨田........………………………………………………. 94 

杨得志路居地……………………………………………………… 99

阎紫琴故居……………………………………………………… 101

2 



6 录

烈士墓地

牛家坡烈士陵同………………………………………………… 109

张范烈士墓……………………………………………………… 114

刘光泰烈士墓…………………………………………………… 116

纪念设施

翼城县烈士陵园………………………………………………… 121

翼中烈士纪念亭………………………………………………… 124

隆化烈士纪念亭………………………………………………… 129

阎紫琴烈士纪念亭……………………………………………… 132

吴寨烈士纪念塔………………………………………………… 135

王良烈士纪念碑………………………………………………… 139

下石门烈士纪念亭……………………………………………… 144

杨家河烈士纪念碑……………………………………………… 146

石家烈士纪念碑………………………………………………… 148

庄里烈士纪念碑………………………………………………… 150

冯五保等五烈士纪念碑………………………………………… 152

3 



目录

孟学仕烈士纪念碑………………………………………………… 154

张兴旺烈士纪念碑……………………………………………… 156

许克欧烈士纪念碑……………………………………………… 158

西阎参军光荣碑………………………………………………… 160

石家参军光荣碑………………………………………………… 162

白龙社参军战士光荣碑………………………………………… 164

庙吃塔参军战士光荣碑…………………………….......…….. 166 

党组织创建和大革命时期……………………….......……….. 171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73

抗日战争时期…………………………………………………… 180

解放战争时期…………………………………………………… 206

4 



翼城县革命Æ 史遗迹追寻

翼城革命遗址普查纪略

开展革命遗址普查，是中共中央确定的党史研究工作的一项重

要内容，是各级党史研究部门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 o 2010 年 3 月全

市革命遗址普查工作会议后，我县认真落实省、市会议精神，按照中

央统一要求，切实加强领导，坚持"三级联动"认真组织落实，圆满完

成了全县革命遗址普查任务。

一、普查工作概述

全市普查工作会议之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了由

县委副书记张志宏任组长史志办、县委办、财政局、民政局、文物旅

游局、档案局、政协文史委等主要负责人为副组长的革命遗址普查工

作领导组，制定了《翼城县革命遗址普查实施方案~，同时，抽调了 18

名大学生忖官充实到革命遗址普查队伍 县上召开了全县革命遗址

普查工作动员大会，各乡镇党委书记、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县直

有关部门、负责人和 30 余名普查工作者参加了会议。为确保普查工

作顺利开展，县普查领导组对 32 名普查人员进行了革命遗址普查常

识和操作规程的业务培训" ，分成五个小组，分赴各地进行普查。普查

工作全面展开后，县领导组成员先后三次深入重点乡镇村进行现场

指导，对有关问题进行解难释惑，对个别难点进行认真研究。然后，派

专职摄影人员和绘图人员深入各个遗址统一摄像，统一绘图 O 接着对

普查形成的文字资料和图像资料进行认真审查对历史影响重大、各

类文献资料记载不统一的，又派专人查阅相关档案和文献资料，予以

补充和认定 O 最后，又邀请县文物旅游局、县档案局有关人员参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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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城县革命Æ 史遗迹追寻

普查的各种资料、数据、信息进行梳理汇总，按照料案管理规范要求，

进行统一建档。

由于领导重视，措施有力，程序规范，方法得当，全县普查工作开

展扎实，数据可靠可信。

二、普查工作成果

翼城是革命老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徐向前等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工作过，战斗过;翼城抗日政府 、翼城巾心县委

在这里组织人民奋起反抗，建立了不朽功勋;无数革命先烈为了民族

独立和人民解放，在这里进行了多次战役;阎紫琴、七勇士 、王良等共

和国的优秀儿女，为了民族解放大业壮怀激烈，英勇奋战，在这片热

土上英勇就义 。 通过普查全县共拥有革命遗址 47 处 O

1 、 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机构旧址 14 处 。 主要有翼城第一个党组

织、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旧址;青城抗日政府、抗日县大队旧址;太岳二

地委、二专署、二军分区旧址、八路军 386 旅 17 团团部旧址和东坞岭

伏击战、牢寨坡伏击战及青城、霍庄、黄家铺等 5 个战斗遗址。 5 个战

斗遗址虽然目前只是一条沟、一面坡或一片旷野但它蕴含着中国共

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不屈不挠、一往无前、英勇战斗、勇于牺牲、敢于胜

利的革命精神 O 特别是坞岭大捷 这是国共两党合力作战的成功典

范 。 战役全歼日军 1000 多人，烧毁敌人汽车 200 余辆，曾轰动整个华

北战场，具有很高的纪念价值。 这些旧址和战斗遗址从不同侧面反映

了在革命早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翼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

行革命斗争的奋斗历程 铭刻着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

放而英勇奋斗的光辉业绩 是翼城珍贵的革命遗址 。

2、重要历史事件及人物活动纪念地 10 处 。 主要有七勇士、苏广

适烈士就义纪念地和八处惨案发生地。两摄七勇士强敌当前，誓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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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集体慷慨就义的精神，感人至深，是对全县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

行革命传统和爱同主义教育的极好阵地 。 8 处惨案发生地，即浇底后

漫沟惨案 、老王沟惨案发生地及刘家渠仇恨鑫、兜垛仇恨沟、官坊仇

恨院、城内仇恨井、庄里仇恨窑 、中河两仇恨田等。 这些遗址是日本侵

略者侵我巾华、残害我县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凿凿铁

证，每处遗址都浸渗着翼城人民的鲜血，是对全县人民进行民族精神

教育的极好教材 。

3 、革命领导人故居 2 处 。 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杨德志路居

地，有我县第一个共产党员、翼城党创始组织人阎紫琴故居。这些故

居 ，保存完好，是极为珍贵的革命遗址 。

4、烈士墓地与纪念设施 21 处 。 其中烈士墓地 3 处，烈士陵园 2

处，烈士亭(塔 )6 处 ，烈士纪念碑和参军战士光荣碑 10 处 。 这些遗址

已经成为全县人民缅怀先烈的主要教育阵地 O

三、普查问题与建议

这次革命遗址普查，既是对革命先烈的一次缅怀，也是对全县丰

富党史资料的一次挖掘和梳理。 在普查中发现全县革命遗址多数保

护较好，但也有部分遗址存在着无人管、元人问、保护不善的问题，尤

其是开发利用者尚不足一半 。 全县除烈士陵园、翼中烈士陵园、南梁

烈士陵同 、七勇士纪念亭、阎紫琴烈士纪念亭、王良烈士纪念亭等在

重大节庆活动和清明节时有游人拜渴外，其余多处遗址仍缺乏宣传，

缺乏观赏性，甚至无人知晓，很少有人问津。 特别是革命遗址管理混

乱。 有的归县民政部门管理，有的归村委会管理，还有很多归个人管

理，这对充分发挥革命遗址的教育作用，进而开发红色旅游项目都极

为不利 O 鉴于此，县史志办建议 :

1 、切实加强对遗址的保护 。 革命遗址保护必须强化政府的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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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 。 县政府应明确各遗址的保护主体，建立专门机构，确定保护范

围，落实管理措施，保障管理资金，同时吸收历史、考古、文化、旅游等

有关门部门组成专小组，科学指导革命遗址的管理和保护，特别是要

拿出资金，尽快对革命遗址进行一次集中维修 。

2、对重要革命遗址进行保护价值论证。 目前，我县共有 47 处革

命遗址，大部分为县级保护单位，建议市、县联合，对这些遗址重新进

行保护价值论证。 如青城抗日政府旧址、太岳二地委旧址、八路军 17

团旧址等，建议升格为市级保护单位;坞玲大捷战斗遗址和新建的翼

城县烈士陵园，建议升格为省级保护单位，同时，抓紧挂牌、修茸或立

碑，以更好地提升革命老区的形象和革命烈士的政治地位 。

3、大力推进革命遗址价值传播工作 O 保护和利用本区域的革命

遗址，既是尊重客观历史的需要，又是强化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 O 因

此，宜大力推进革命遗址价值的传播工作 O 建议市、县组织宣传、文

化、教育、旅游等部门协调开展工作，将革命遗址作为对全县人民特

别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组织人民进行→

系列祭扫、参观等活动 。 同时利用电台、电视台、报纸等新闻媒体对革

命遗址、革命先烈进行系统宣传，进一步扩大影响 。

4、鼓励多渠道投资，加大红色旅游开发力度。 革命遗址普查，对

全县红色旅游开发将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县政府应借此机会，调动一

切积极因素，鼓励民间多渠道投资开发红色旅游。 如坞玲大捷战斗遗

址，为国共两党合作歼灭日寇的一个典型，在我国抗战史上具有比较

重要的地位，宜结合本县佛山旅游开发，在遗址处建立纪念碑和纪念

馆，以提升旅游文化品位，使之真正成为一个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

5、建立革命遗址保护的长效机制。为更好地保护遗址，各级政府

必须树立对历史负责，对先烈负责的态度，建立长效保护机制，将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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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保护资金列人财政预算，并稳定保护队伍，落实保护经费，使革命

遗址在维护保护中得到更好的利用，在开发利用中得到更好的保护，

真正发挥其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应有的作用 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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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城县革命遗址普查统计表

保护级别 利用级别类 另IJ

革
备ρ叮H、 重要 重要

国家 国家 省级 市级 县级遗 历史 历史
才员 省级 市级 县级

爱国 爱国 爱国 爱国
主己

级文
未

址 事件 事件 革命 如l
~吗ι2 主主 文物 文物 文物 未

主义 主义 主义 主义
定

'旨也.' 和重 及人 领导 士
遗

物f来
f采才户 f采才户 保护 戍>t

教育 教育 教育 教育 y王
设

护单
(个)

数 要机 物活 故居 墓
手也 主止 单位 单位 单位 (个)

基地 基地 基地 基地(个) 构旧 动纪 (个) (个)
(个)

f主
(个) (个) (个)

(个) (个) (个) (个)
(个)

(个)士止 念地

(个) (个)

38 9 2 44 47 14 10 2 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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