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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945 年 9 月，音绥边区行署下设吕梁、雁门行署和绥蒙政府。 1 946 年 3 月，吕梁、雁门行署撤销，所

辖专署囱边区行署直接领导。 绥蒙政府保留。



序

叫侈的
/〈吕梁农业大事记〉和大家见面了，这是我区农业方面的第一部史

学著作。它的编篡成功，本身就是我区、特别是我区农业战线由一件大

事，的确可喜可贺 c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我望 12 亿多人口，农民就占到了 9 乞 O 中 E夺取政权的革命走的是农

村包围城市的路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嚣的改革也是从农村开始

的，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吕粱地区是一个具有先荣革命传统的老区，

吕梁这块土地虽然贫辱，但她曾经养育过数以万计的革命大军，英勇、

勤劳、朴实的吕梁人民不仅在战争时期为中 E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

贡献，哥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谱写了不朽的诗篇 O 忠实地记述

这段历史，记述这段历史的某些制亩，对于发扬革命传统，弘杨吕梁精

神，如速农村繁荣，实现农韭现代化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

意义。

〈吕梁农业大事记〉就是这样一部史学专著，它用翔实的资料记述

了全区自 1940 年晋绥边军革命根撞地建立以来到 1995 年 56 年阔的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对我区半个多世纪以来农业、农村工作和农

民问题历史的耳魂是全吉、系统总结我这农业发展经验教训之力作。

56 年在历史发襄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这一瞬间却充满了起伏

跌窘，充满了艰辛曲折。它像一滴水，拆射出中 E共产党人苦苦探索农

业发展正确出路的不锵努力，反映了 300 万老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走

苦奋斗、顽强拚搏、不起不挠求生存、求发展的光辉历史和不朽业绩 O

5岳年走过来了，自顾这段艰苦的发展历程我伺感触丧多 G 好在经过

几十年艰苦努力，特躬是改革开放 20 年来，吕梁地区同全罢一样，社会

经济发是步入了庚性循环，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全区农业生

产条f夺得到了很大改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衷，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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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令人信服的提高。但是，毕竟我们所处的生存环

境还十分险恶，我 Z群众的科技文化素质还比较放下，区域综合发展能

力仍然比较薄弱;毕竟我们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扮段，我们的改革开

放大门开启不久，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开始建立 O 必须

看到，农韭发展有许多未知领域、未竟事业需要我们去探讨、去完成，农

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仍然 WI憧着诸多新'情况、新问题亟待我们去解决。

研究过去是为了把握现在和指导未来我相信这样一本融注了编著者

束辛劳动的好书，必然能对这一伟大事业产生重大的影响。

1996 年于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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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G 言

〈吕梁农业大事记〉酝酸了蒋近八个年头，今天终于送到了读者的

案头，这使我 11'1倍感肤慰。

〈吕梁农业大事记〉反映的是吕粱地区目前行政区划格局下 13 个

县市 1940 年到 1995 年这一历史攒段的农业史实，本应为〈吕粱地区农

业大事记)，但考虑到吕粱地区正式作为省派出单位是从 1971 年才确

立的，此前吕梁仅是一个泛地理概念，故名 c

本书所记述内容涉猎吕梁全g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方方面苗，

它力图通过一个立体的三维信息空间，帮助读者全吉、系统、科学地认

识吕梁农鱼、农村和农民的过去和现在，并进一步晨望未来。

本书在编篡过程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

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现点，坚持实事求是、尊重

史实、以记述为主的原则，力图把历史事实活生生地交给读者品鉴。

本书在编寨过程中参剪了大量的史实资料，其主体是党和政府历

年来的文件档案资料;其次是报刊资料，主要包括〈晋绥 E 报〉工人民自

报〉、〈出苗 E 报〉和〈昌梁报) ;同时还有吕粱地区农业合作史资料、吕粱

地区党史资料、吕粱地区地方志资料、吕粱地区组织史资料、吕粱地区

科技成果汇编资料、山西省驻吕粱地区农业单位专题资料、吕粱地区农

业系统有关单位的动态资料及一些历史当事人口碑资料。

本书在编寨过程中难免存在一些纯漏和欠妥之处，望读者不吝赐

教。

编者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子真石



凡例

1.本书编篡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手理论为指导，坚持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实事求是，尊重史实，力求或就

一部真实可信的吕梁农业发展史 O

2. 本书上限 1940 年(晋绥边区建立年)，下眼 1995 年("八五"计

划期末〉。时离跨度整整 56 个年头，跨越拉吉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

3. 本书各个历史时期和年度的篇幅安排，力求协调匀称，但着力

点在组建地区后和改革开放以来。

4. 本书采后编年纪事相结合的文体形式对史实进行编排和丑述。

5. 本书纪年采用公元纪年，但建 E前结合使用民国纪年。

6.本书史实条自按时前颗序编排。为便于检索，每页都设第眉，标

明年度;每个条自开头都编有序号;正文有月份索引;条 E 有黑体字标

题引导，查找迅速方便、一罢了然。

7. 本书条目时间概念模糊的，归入相应持"泛时陪概念"，如"是

年、春、夏、秋、冬、是月、×月初、×月底、×月上旬、×丹中句、×月下

甸、年底"等;窍一天有几个条目的从第二条开始用"是日"作时间引

导 G

8. 本书所用统计数据，主要来吉地区统计局统计资料和业务单

位。

9. 本书计量单住使用各个历史时期当时的通黑标准。记数除历

史引文和历史纪年及序数采渭汉字数字外，其余一律使用阿拉倍数字。

10. 本书除引文外一般均按语体文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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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0001)离石墨抗B 民主政府在抗E根嚣地县境西部山军吃麻塔村{改名石

安，今属柳林县)成立 1 月 1 日，离石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抗日提据地县境西部山

区吃麻塔村(改名石安，今属柳林县)或立，设 9 个工作部门，建设科为组织领导全

县农业生产的部门。

(0002)誓西北军民代表大会在兴县蔡家崖召开，决定成立山E省第二游击区

行署 1 另 1S 目，晋西北军民代表大会在兴县蔡家崖召开，决定成立山西省第二

潜击区行署，主任自续范亭担任。下设第二专区〈奇岚这)、第四专区〈梅县垣)、第

八专区(文交区)。

2 月

(0003)晋西北行署召开第一次行政会议 2 月 1-3 S. 晋西北行署(当时仍

沿用"山西省第二费击区行署"名称， 1941 年 8 月 1 日正式改辑:晋西北行署〉召开

第一次行政会议，正式宣布行署成立。国民党元老、晋西北新军领袖续莲亭任主

任，牛荫冠任爵主任。会议通过〈晋西北拭目拥阁讨逆行政实施大纲上内容有六

项:①实行紧急政治动员:②建立拭目民主政权:③彻底改善人民生活;④实施拭

目经济政策:⑤扩大民众抗E运动;⑤普及社会文化教育。晋西北行署成立后，任

命了各专署专员。二专署专员为张国声，四专署专员为苏谦益，八专署专员为顾

永 ffi(后为囊世恩)，十一专署(后改为五专署)专员为居健。

(0004)晋E北党委建立 2 月 7 日，晋西南、晋西北两个党委合井，盘成晋西

北党委，领导晋西南、晋西花两个地这党的工作。林枫任书记、赵林任副书记，王

达成任组织部长，张稼夫任宣传部长，龚逢春任武装部长，赵林兼社会部长，罗贵

、波任统战部长，刘俊秀任民建部长兼如委书记，林枫兼党校校长。下辖l脂县地委，

书记宋应;奇岚地委，书记自坚;静乐地委，书记慕纯农;文交地委，书记饶斌:雁北

地委，书记赵仲油;乡吉特委( I自称晋西南工委)，书记彭德:洪赵特委，书记解学

恭:离中特委，书记王文达。龚子荣作为特区党委代表，领导洪赵特委并联系乡吉

特委。离中特委由区党委直接领导。

(0005)中共中央指示要把晋西北建成巩固的根据地 2 月 10 日，中共中央和

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战略方针的批示}，要求将南起捞离公路，北至大青山脉间地

. 1 . 



吕梁农业大事记

区，划为巩臣的模据地，以建立西北与华北的战略垣纽。

(0006)晋西北春耕委员会成立 2 月 23 日，晋西北春耕委员会正式成立，自

农联、新军恙指挥部、行署、牺盟办事处、八路军、各救联、新西北援社等单位代表

组成，负责领导晋西北春耕运动。春耕委员会由农救会负责，组织当地驻军、学

校、机关、团体进行代耕与助耕，动员农村一切劳力参加春耕，对游民施行强追劳

动:根据实际情况，统筹调剂种子，于本年秋后以粮食归还，利息不得超过 1%0。春

耕委员会深出巡视考察团，分赴各县推动各级春耕委员会迅速成立，调查农村情

况，解决春耕中的实际E难。晋西北这党委、行署、 120 师司令部、牺盟办事处、农

联各单位均组织了生产委员会负责机关生产的组织领导和帮助群众春耕。

(0007)晋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 2 月 24 S. 经中共中央批准"晋西北军政委

员会"成立，统一领导党、政、军各项工#。贺龙为书记，关向应为副书记，委员有

甘酒漠、周士第、当克、王震、林棋、陈士柔、赵林、张宗逊、李井泉、彭绍辉、罗贵设

等。司时还成立了由各界代表组成的"晋西北军、政、民联合委员会"贺龙为主任

委员，常务委员有关向应、甘酒琪、林坝、续革亭、牛荫冠、罗贵波等。

(0008)晋茜北行署建设处旗有〈民国廿九年春耕办法) 2 月 25 日，晋西北

行署建设处颁布〈民国廿九年春耕办法}.规定:本年度春耕运动的主要任务是使

所有耕地上种，不荒废一亩一培;地主不得如程加息或单方转移{固户。

(0009)晋西北军政委员会决定进行"四大动员.. 2 月 26 日，晋西北军政委员

会为了解决当前财政困难，巩固就司 E毛主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战，决定进行扩兵、

做军鞋、献金、献摸四大动员。之后广大群众积极献金、献粮，青壮年踊跃报名参

军，各级妇联军缤发动了全lR妇女突击散军鞋，在两个多丹时i胃内，完成了预订任

务。参军者达1. 5 万人，做军鞋 12 万双，献金折合法币 181 万元，献救国按 10 万

石。一些开明士绅和地主也捐献了大量粮食、现金及部分土地。兴县黑路口开明

士绅刘少白献粮 50 石、银洋 700 多元;蔡家崖牛友兰献粮 150 石，银洋 8000 元，还

捐献了可以装备一个整匪的布匹;王家塔王作柜捐银洋 1780 元。四大动员支持

了模据地建设，壮大了抗日rR伍，但也发生了一些"左"的偏差，如没i段地主、富农

和部分中农的财产，迫使一部分地主、富农外逃等。 5 月中旬，晋西区党委召开扩

大干部会议，总结在反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中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经验教训。会

后组织了军政民联合考察西分赴各地贯彻会议精神，检查纠偏。

(0010)晋西北行署摄布{征收抗日公粮条倒} 是司，晋西北行署颁布〈征收

抗日公稳条饵〉共 8 条。规定抗日公棋以收小米、夜麦为主，允许折收杂粮小麦，

杂糠不得超过 25% ，用于供给军食，优待军人家嚣，救济灾荒，补助春耕种荐，有余

作政府收入部分;征收办法以各家全部收入现存新米计算，平均每人留用小米 1

石及种子，其余按现存粮多少分黯不同比到征收。崖馆长工除工资工食，不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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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其家人口之内。有固定职业常年在外者不得计入其家人口之内。五岁以下儿

童一人以半人汁。经营工业、商业及其它副业或以利患度日者，按其收入拆米计

算，按规定任务侄较食粮或现款。斗以 26 斤计，斤以 16 两计。

(0011)束墨史家庄村王槐珍出钱出粮支援抗战是月，岚县史家庄村王槐珍

在"四大动员"中献出银洋 28∞元、稳食 500 石、生猪 50 头、法市-800 元，并膳给续

范亭将军手枪 1 支，资助群众将种、食粮 200 石，受到抗日政府表扬。

3 月

(0012)晋茜北行署发出〈关于征收回黯封11令) 3 月 1 日，晋西北行署向各专

署和县发出〈关于征收臣服的音11令九规定:所有(英国)廿八年前缸较之E贼一律

豁免:甘九年上'贮开始征收，限 5 月成完成，每银一商征法币 2.5 元;所有佳段之

自赋款项全部解送行署，不得动用。以便统筹统支，以和新抗吕根据地之建设。

并令各专、县布告民众周知。

(0013)晋E北划小县、区、村行政草草~ 3 月 4 日，晋西北行署颁布划小行政

区域的法令，决定接敌区成立联合县. I脂县划为临l菁、临北两丢，离石和忻县分别

成立基玫肃办事处，十一专署成立大怀左联合县，八专署成立清太徐联合县。当

时，晋西北地区党的组织系统与四个专署的行政区划不一致。党的组主只为五个地

委，一个直属县委，即: I在县地委{辖临县、方山、岚县、离石) ;青岚地委(辖奇岚、保

德、辘关、神、池、五寨、湾曲) ;文交地委〈辖文水、交城、 F日曲、清太徐、汾阳) ;震北地

委(辖离出、左右凉、清平、和左、大怀左、神朔) ;静乐地委(辖静乐、忻县、宁武、哼

县) ;直震县兴县县委。

(0014)晋西龙轩署摆布〈没收法好财产单行条例} 3 另 13 日，晋西北行署公

布〈晋西北没歧汉奸财产单行条例〉共 12 条。规定:凡适合民菌廿七年 8 月 15 S 

E民政府公布之修正惩治汉奸条钝第二条各款及三、四两条规定之一者，其财产

得自政府没收其全部或一部:没收汉奸之财产，应限本人所有，不及其亲属。如不

民居，得酌望若干，为其家属生活费:凡属汉奸财产，不论动产不动产，政府均得没

收，唯随身日用品，不在没收之列;被没收之财产罪于动产者一律集中本署，拟充

抗日之经费:露不动产者，归所在县县政婿管理，程给或分给贫苦人民耕种或居

住。

(0015)晋西北行署摄令施行公粮票制度 3 月 15 司，晋西立行署颁令施行公

粮票制度，得到了各部队、各级政府和数百万人民的热烈欢迎。 f旦在执行期闰也

有许多弊病发生，如私自买卖及以粮票兑换物品等现象，以致影嘀至5公粮制度的

健全与信誉。鉴于此，行署特重新印制两联公肩接票四种:①小米计分五百斤、一

. 3 . 



呈主主主主主主一一

百斤、三十斤、三斤、一斤半、半厅等 6 种;②小麦计分五百斤、一百厅、五十斤、二

斤西南、十二两 5 种:③夜麦计分五百汗、一百汗、五十斤、二斤四两、十一商'5 种:

④花料计分二百斤、三十斤、五斤、三斤等 4 种。以上 4 种共计 20 祥，决定于 10 Jj 
15 13 起一律开始施行，并发令各专员、县长，以后不持粮票人员，不论其为何人均

不得取食公棋。

4 月

(0016)晋西北行署发起生产节约运动 '4 月 9 日，晋西立行署发出〈为发起生

产节约运动及震开反贪污浪费斗争致军、政、民全体同志的号召〉。决定自即日

起，每人食米面减少二两(113秤十六两为一斤).与全体军、政、民共勉，努力实行节

约，扩大生产，开展反贪污、反琅费斗争，以克服目前困难。

(0017)晋E北行署额有〈减租减息条例) 4 Jj 20 日，晋西北行署旗布〈减租

减息条例}。规定:全区普遍实行"二五减租"(减 25% )，并取消一切甜加，新欠、 113

债年科一律不准超过 1%;严禁现扣租、理扣利;严禁羁皮利、印子钱、高利贷。

(0018)晋西北行署经济总局成立 4 丹 24 日，晋西北行署经济总局或立，段

云任局长(后牛荫冠兼任)。主要任务是组织领导内丹贸易和发展公营工业的生

产，保证根据地军民所需物资的供给。(1942 年 2 月，经济总局改称贺易总局，并

在各县建立贸易分局)0 9 另，二、四、八分区经济中今局，在磺口、兴县、方由等地

或立了经济分局。兴县、临县、方山等地还成立了帮勤合作社发展的彗业公柱。

(0019)晋西北行署建设处旗发〈合作社章程) 4 月 30 13 ，晋西北行署建设处

颁发〈合作社章程}。

5 月

(0020)晋茜北行署颜布〈税务宿征暂行条例) 5 月 21 13 ，晋西北行署旗布

〈税务稽征暂行条例)，共 5 章 57 条。规定:晋西北在较暂定为货物出入过境税、

营业税、烟酒牌照税三种:均应税务稽征局及查验所、卡负责征枝，不设局的县由

该县政府二科办理。货物出入境税依货物和来摞去路的不同分别课以 5%-

20% 、30%-50%税率，国时还具体规定了禁止出入口境货物和免税奖励出入口

境的货物;营业税规定凡在本区内开设商号、店场、钱庄、社站及摊床负贩贸易，公

私均须先向当地或就近税焉申请领取营业证方准营业，并完纳蕾业载。唯已向政

府正在登记的合作社免缸营业税。凡本这帝j销本产烟酒及经营嬉需者，均应一律

分别请领牌黑交纳税款。除娼宿制产业外，所有零整卖商颠仍须交纳营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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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0021)中共中央对晋E北工作发出指示 6 月 8 日，中共中央对晋茜北工作

发出指示，指出:晋西北在创建根据地和"四大动员"中都获得了很大成绩，但工作

中也有很大缺点(政策过"左"未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政权建设的指示，时政经济问

题还很严重h晋西北是华北与西北联系的替梁，地位非常重要，中告任务是建立

巩臣的模莲摄据地;军队应积极向东向北活动;维持与组织对晋察冀、晋东南之交

通线是重要的战略任务，必须用各种办法建立地方武装;政权应是统一战线民主

政权，行署应由续〈莲亭)、牛(荫寇)领导;财政经济问题是晋西北的生死闰题，时

政出路的中告是加紧生产建设，以求自给自足。 8 月 19 日，毛泽东指示贺龙、关向

应:晋西北新IB斗争后，由于未能妥善实施政策，地主一部分逃跑，民众苏动摇不

安。要巩雷民心，落实中央"七·七宣言"。军队要停止扩大集中改编，提高质量。

薪军与八路军是有区别的，对他们要求不要过严。加紧对子部进行策略教育，使

之真正懂得党的政策、掌握党的政策。

7 月

(0022)康克清著文引述晋西北妇女成绩 7 月 1 日，康克清发表〈三年来的华

北妇安工作〉一文，引述晋西北妇女成绩:晋西北妇救会成立以来，憨劳军鞋 5.9

万双，袜子 2 万余双，衣服到00 余套。妇女参战，抬担架，发动父兄JL子上前线。

部分地区建立了妇女武装自卫队。妇女干部参加行政会议，广大妇女参加了学文

化，有 2600 余人上了识字班。

9 月

(0023)誓西北行署颁布〈晋E北合作社暂有条例) 9 月 6 日，晋西北行署颁

布〈晋西北合作社暂行条剖).规定:合作社的业务分为生产、消费、运销、信用理

种;合作桂责任分为有限责任、保证责任和无眼责任三种:合作社免在营业税:凡

在七人以上，均得按本条例规定发起组织合作桂，年满 16 岁，无恶劣嗜好、有正当

职业者始得为合作社社员:社员认购桂殷，每人至少一股，至多不得超过股金总数

的 20%. 每般至少 1 元，至多不得超过 10 元，社股非经理事会同意，不准报押或转

注:社员全体大会为合作社最高权力机关，社员全体大会闭会期间由社务会代表，

社务会下设理事会和监事会，分裂负责执行本桂社务业务和监督本社财产及业务

执行情况;正常情跪下，社员全体大会每半年举行一次，社务会每三月一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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