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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田霍卿

在阳泉解放50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中共山西省阳泉

历史大事记述》(1919—1949)正式出版了。这是市委党史研究室

的同志们向党献上的一份厚礼。这本书详细记述了阳泉党组织自

诞生以来，在中央和上级党委的领导下；为’夺取新民至主义革命

的胜利带领阳泉人民克服重重因难，不怕牺牲，英勇眷斗直至全

国解放的战斗历程。它的出版，对于我们全面细致地了解学习阳

泉党组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光辉历史，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

意义和现实意义。

阳泉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早在“五四”运动时

期，新文化、新思想就在这里得到了传播，1922年党在阳泉开始

进行革命活动，1926年党的基层组织在阳泉建立。大革命失败后，

阳泉党组织在艰难曲折中继续得到发展，并于1931年配合省特委

发动和领导了震惊华北的平定兵变，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

四军。抗日战争爆发后，阳泉成为党在晋东领导抗日救亡活动的

中心，展开了广泛的抗日斗争。在阳泉人民的积极支持和配合下，

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取得了七亘大捷和百团大战等伟大胜利，给了

El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解放战争时期，阳泉人民更是以极大

的热情参加了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战斗。在斗争十分残酷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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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阳泉人民积极参军、参战、做军鞋、送军粮、闹土改、分田

地，同敌人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涌现

出了许许多多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前仆后继、英勇战斗的英雄

模范人物，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至今仍为人们传颂。艰苦的

战争环境考验和锻炼了阳泉人民，大批的优秀共产党员和爱国志

士转战南北，浴血奋战，有的为国捐躯，有的成为革命中坚，他

们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党领导的阳泉

人民的革命斗争历史，为我们和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而《中共山西省阳泉历史大事记述》(1919·1949)．一书无疑是对

这一革命斗争史的生动、具体、真实的再现，这就为全市共产党

员、共青团员和广大干部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提供了一部很好的历史教材。

阳泉地方党组织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部分。学习阳

泉地方党史，不仅可以使我们认识阳泉党组织在整个山西革命历

史中的地位，而且有助于我们具体地了解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新民

主主义革命胜利所走过的光辉曲折道路。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解放、民族独立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

作为中国人民革命的核心是人民选择的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趋势。今天，我们正在从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改革开放正在向纵深发展，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的速度在不

断加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和宣传党的历史，借鉴其中宝

贵的历史经验，对于更好地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发扬党的优良作

风，改善和f加强党的领导，进一步搞专于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始终在党的领导下稳步前进，都会大有裨益。通过认真

学习、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使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了

解党的光辉历史，深刻理解“没有共产党就覆有新_中国”这一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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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真理，从而坚定他们的共产主义信念，使其在工作和生活中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把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人民政权

巩固下去，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对于

各级领导干部，通过学习宣传党史，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素质

和政治素质，尽职尽责，多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事，这也是领导

干部讲政治的一种重要表现。

党史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市委党史研

究室的同志们在党史资料的征集和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得到

了上级党史部门和许多老同志们的赞扬。《中共山西省阳泉历史大

事记述》(1919—1949)这本书的出版，是他们前一段工作的总结，

也是下一步工作的开头。希望党史研究室的同志和其他热爱党史

工作的同志能够编出质量更高、数量更多的党史著作来，为全市

的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一九九六年七月



凡 例

1．《中共山西省阳泉历史大事记述》(1919--1949)是按照中

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1989年制订的《关于编纂中共山西历史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事记述实施方案》的要求迸行编写的，

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如实记述中国共产党阳泉市地方党组织的建

立、发展及领导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

义取得胜利的战斗历程。

2．本书以阳泉市现有行政区划追溯历史，其上限为1919年5

月，下限为1949年9月。

3．本书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分期分为四个时期，即党的创建

与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

期。与此相适应，在结构上，以时期设编，每编以若干历史发展

阶段设章，每章以年(节)记事，以事设目。

4．本书采用编年记事和本末记事相结合的体例，一般情况下

接事情发生先后一事一记；若事件持续多日，或各地同时发生同

一事件，则集中叙述其始末，以表明其前因后果和事情原委。

5．本书行文力求规范化，除引文外，一律用语体文，称谓采

用第三人称，机构、会议、文件名称过长的，首次使用时用全称，

后用简称。记述中的地名、机构名、职务名、均以当时名称为准。

6．本书中数字、简化字、标点符号，均按国家有关部门规定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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