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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荣

在中国共产主叉青年墨建团7 0周年纪念日到来的前

夕，《共青团文水县委志》问世了，这是全县团员青年值得

庆贺的一件喜事，也是献给建团纪念日的一件最好礼物。

“盛世修志”。在党的领导下，文水县共青团组织走过

了光荣的历程。女英雄刘胡兰的事迹教育了一代又一代青年

人。《共青团文水县委志》站在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上，客

观、真实、全面地反映了文水县各级团组织和广大青少年半

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史，记录了共青困组织在文水这块土地

上孕育、诞生、成长、发展的历史过程。她的问世，对于向

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很好的教材；对于我

们探索改革开放形势下共青团工作的新路子，具有重要的作

用。
+

由于时间跨度大，史料分散不全，编纂《共青团文水县

委志》难度是显而易见的。几年来，编纂者们以彰往昭来的

历史责任感，勤奋工作，为这苯《共青圃文水县委志》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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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流下了辛勤的汗水。文水的团员青年应当感谢他们。

历史是一耶教材，历史是一面镜子，给人启迪，催人奋

进。过去，为了人民的解放和祖国的富强，一批又一批团员

青年，浴血奋战，艰苦奋斗，用青春的热血写下了光辉的历

史。今天，我们的国家叉经历着一毽：历史性的变革，作为跨

世纪的一代青年人，要认清历史赋手?的职责，发扬光荣的传

统，在文水人民由温饱向小康的跨越中谱写无愧于时代，无

愧于人民的新篇章。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共青团文水县委志》记录了文水县青年团的活动

及团组织的机构沿革、历任干部名录及青少年重要活动。

二、坚持“事以类聚，横排竖写”和“详今略古、古为

今用”的原则，采取分时期，按内容的编纂体例，文、表、

数、录相间使用，配合补充。

三，上限至事物的发端，下限到l 9 9 1年底，个别章

节略有浮动。

四、机构名称、职务、地名均按历史称谓记录。

五、采用公元纪年，数字一般用阿拉伯数字。

六、资料来源，主要依据县档案资料，并作了大量的社

会调查，征集了部分知情人士的核实口碑资料。数据一般采

用各个时期团的工作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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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水。，o是毛泽东同志亲笔题词i “生的伟大， 死酶光

荣”的女英雄刘胡兰的故乡。
。‘ ’

文永县历史悠久，尧舜时为冀蛐并州。春秋时为乎陵，’
战国时为大陵，秦汉时为大陵县。王莽时为犬宁县，西汉别

蛊平陶县，!南北朝北巍置受阳县。隋开皇十年改为文水县，

唐夫受元年因文水县是武则天的放里，改为武兴县，唐神龙

元年复称文水县至今。 ，，

．

一

。 文水；因境内有文峪河水故名。j位予太原盆地西缘，’吕

梁山脉东麓；东经1 l l。2-9：7 4 6∥至东经I l 2。1，

9‘1 5’∥，北纬3 7。l 5厂0 0一∥至3 7 7·2，5 17 9∥

之间，东靠汾河与祁·县、平遥相望，西依吕梁山与离右县交

界，北与交城、清徐县相邻，。南与汾阳接壤；垒县土地总面
积‘PO-·6 7．g平方公里，现辖l 8个乡镇，2 l 1个自然

村>一3．5 8’7 4 0口．人。 i·
。

t’r t

·j—l 9 l 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反

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文水城内第一高等学校的进步师生，t

积板响应’北京学界通电和省城学生联合会的号召，、举行了反
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罢课集会和游行，‘在全县。民众中产生了深

刻的影响。 ，． ‘- ‘‘、·

“罩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进一步触发了文水有

志青年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探索和追求。当时太原是山西

省迸步学生与工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开展反对帝国主义与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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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主义的爱国运动的中心。文水的地理位置与太原相近，一

些进步学生相继考入了太原阳兴中学、太原国民师范、山谣

政法专门学校、 山西省立第÷中学等学校求学。 l 9 2 3

年，在山西政法专门学校读书的文水籍学生潘恩溥(南齐

，k。．)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 9 2 4年5月1 7．日，

潘恩溥被选为太原团地委秘书(书记)。1．9 2 4年春，中’

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李大钊派高君宇到太原建党，高

君字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中，亲自介绍潘恩溥等三名先进

分子，吸收为中共党员，编'为～个小组。从此太原地区第一次

存了党的组织。l 9 2 4年，在太原阳兴中学求学的文水籍

学生杜修贞(北峪口人)和宋克俭(北峪口人)先后加入了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I 9 2 5年，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文水

籍学生吴鸿禧(马村人)由傅懋恭(彭真)介绍。加入了中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l 9 2 5年到1．9 2 6年，在这些学校

读书的文水青年赵唐封、韩谤斋、武学和等先后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他们通过书来信往和假期返乡的机会，在以往的同

学和先进青年中宣传马列主义，传播进步思想，其时正值国

共合作的阶段，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全体党员加

入国民党，因此，I 9 2 6年8·月，，由孙真儒、赵唐封发展

了张效堪为国民党员。’同年1 2月， 张效堪又参加了共产

党，成为了文水县参加共产党的，第一个党员。中共山西临时

省委指派张效堪为中共文水支部书记。．。从此文水县有了党的

组织，建立了中共文水支部。 ‘J

1 9 3 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

占华北，抗日战争全国爆发。7月中旬，文水县开始发展牺盟

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组织动员民众r文水青年纷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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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抗日运动。8月初，组建牺盟文水游击队。‘l。2月初，

文水游击队在离石县马茂庄整编为战动总会游击第一路纵队

第三支队。i不久，返圈文水、汾阳、交城、祁县、太谷、．清徐

‘一带抗击日本侵略军。l 9 3 8年2月l 5日，日本侵占文

水城，在文水城乡到处烧杀掠抢，．给全县人民带来了深重的

灾难。，同年4月，．文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在交城山的米家庄成

立，年仅2 2岁的顾永田当任县长0为了拯救民族危亡，反

。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文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和中共文水县

委遵循《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

群众、：武装群众，全面开展{沆日斗争。县、：区、．村自上而下

相继成立了““青年抗日救国会”。‘ ，

一

’文水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主席： ，
。． r，

，

： ‘．．秦成德(。l’9 3 9一l 9 T4 l i．) ’o
’

j一文水县二区青年抗日救国会秘书： ．。 ‘。．

!⋯ 王孔(，l 9 4 0·l 9 4．1．4牺牲) ．。

． ．文水县三区青年抗日救国会秘书： ．

’

’． ‘任震(‘．1．9，3 9一1．9 4 0了

． ，文水县四区青年抗日救国会主席：： 二·。．一 ．h

李毅 ·，+ ．， ．： ．_
’

一’文水县五区青年抗日救国会主席： 一．·。

。．。‘·．李愈(1 9 4 0．1 0-二．1 9．4．I．．8’)-～，

文水县六区青年抗日救国会主席：
‘

iI
‘

’ 。’孟林(1 9 4 0．8一l·9’4 2—1) 一．

文水县七区青年抗日救国会主席： 。：

： 攀惠(：l，9 4 0春一l 9 4’1．：8) 0-

史平(1 9 47 l‘．8一l 9 4 2．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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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3 8年4月，文水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j．组织了

“文水县游击县大队聃。到同年9月；文水县游击大队发展‘

到7 0 0．多人，1 9 3 9年l 1月问，文水县游击县大队整+

编为工卫旅2 2团3营。

·．‘一、l。9 3 8年春，在中共文水县委领导下，组建了一支抗

日武装叫“五大队"，有两个连的兵力，兵源主要是文水的

青年，属八路军l 2 0师独立一支队领导。
。

‘l 9 4 0年8月1 3日，晋西北青联之第二次代表大会

(晋西青联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太原区地委提出建立脱

离生产的青年武装．依靠它壮大与补充地方武装。文水县采

取青年干部个别动员，然后再利用新队员去介绍的办法，一

个一个加入了文水青年连。在百团大战时，文水县青年连领

导游击小组和群众公开破路、割电线、抓汉奸、打游击，闹

的很红火，他们共割掉电线．1 0 0 0千斤，并打过两次皇

协军。文水青年连在战斗中不断壮大起来，到l 9 4 1年

1 0月，太原区青年连共4个连，文水青年连是其中的一个。

1 9 4 5年8月3 1．日，贺龙将军指挥军队包围了文水

县城，经过一昼夜的激战于9月1日解放了文水城。’至此，

文水县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

抗日战争胜利后，文水县抗日救国民主联合会机构继续

存在，到1 9 4，6年1 0月改为民主委员会，。尔后下属“青

救会”也改为“青委’’。县、区青委负责人如下：
’‘

。

县青委负责人杜杰(1 9 4 8．8—1 9 4 8．1 2

兼) ，‘
，-：．， ： 、

县青委书记张建国(．1 9 4 9．．1．1。5· )

一区青委李文华(1 9 4 6年上半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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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青委张养良(1 9 4 8．1 0一 。· ‘)：

三。区青委郭茂(1 9 4 8．1 0一 ’。 )

四区青委 张春保’(1 9 4 8．1 0一 ．．j·)

五区青委王维维(1 9 4’8．1 10一 ．．‘． )

六区青委．赵万永(1 9 4 8。1 0一 。⋯ )

+七区青委郭本文(1 9 4 8．1 0一． 。‘)

I 9 4 5年9月9日，阎锡山为夺取人民抗日的胜利果

实，调集六千余人，向文水县城扑来。我军和地方干部在

广大农村巩固革命根据地；’动员青年参军参战，同敌人进行

．游击战争。迫使阎军手l 9 4．6年4月同我军和平谈判，划

定了隔离区，停止了内战：6月，阎军撕毁和平协议，．向文

水平川进攻。1 1月，文水县掀起了参军热潮≥数百名青年

上前线，据l 9 4 6年1 2．月8j日的《晋绥日报》，载： “十

一月内，文水数百名青年参军，某区十日内游击队发展了了

百四十人；二区某村十个民兵，在队长王卯元带头下报了

名，李三儿游击队的威名响亮在全文水。⋯o参军热情在全

体人民群众中发展。” 。

l、9 4 6年1 2月，，阎军以几个师的兵力， “水漫晋中

平JiI"．，‘开展大扫荡，文水形势随之恶化。县委指示县区地

方干部和基层不好隐蔽的干部撤到山区。。阎军7 2师2 l 5

团l营在大象镇扎下据点。大象地头蛇吕德芳组织起复仇

队，．到处抓捕残杀我地方干部、共产党员和军。千家属。

1 9 4．7年1月l。2日，年仅十五岁的共产党员刘胡兰同志

壮烈地牺牲在敌人的铡刀之下。 ．二’ ．． ’， ．一．

。为给刘胡兰等死难烈士报仇，我军独二旅‘等部队，于

l：91 4 7年2月2旦，球克文水城，2月下旬，阎军再次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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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文水城。 ．

：

．

‘ 1 9 4 8年6月，我军打回晋中，开展了晋中战役，斗

争形势迅速好转，文水城的阎军为形势所迫于7月1 3日全

部撤退太原，从此文水人民得到彻底解放。

为捣毁阎军老巢；解放省城太原，文水的青年在党的领

导下，积极到前方抬担架、送器材，与此同时，还积极开展

土改运动。 ．

．

1 9 4 9年元旦，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建立中国新民

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1月．2 5日，中共文水县委青委会转

发了这一决议，同年二月，成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文水

县委员会(以下简称团县委)，并在全县正式开始了建团工作。

l 9 4’9月1 1月2‘5日，文水县召开了第一次团·代

会，当年冬天，全县共成立了2 8个团支部，团员共2 4 5

人， ．

． -- 一
．．

1 9 5 0年，团组织在党所领导的土改、生产等运动中

不断壮大起来，各区都建立了区团委，全县团员发展到9 5 5

名。 ．．．

：1．9．5 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团县委对全县团员青年

广泛深入地进行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全县有3 2。l‘

名青年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有7‘6人牺牲。i 、-
‘；1

j、
1 9 5．1年2月，团县委在全县团组织中开展了整团运

动，对全县团员青年进行了抗美援朝时事教育，学习团的基

本知识，提高了团员的思想觉悟。．从此，．文水县团的组织在

．．党的领导下，在各个中心运动中起劐了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

用，在农业技术学习和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等运动中，’，都显示

了团组织的战斗作用。到1 9 5 6年，全县团的基层组织发

6



展到1 6 6个，团员达3 8 2 2名。’

l 9 6 3年以后，全县团员青年积极开展学雷锋活动，

使雷锋真正成为青年思想进步的一面镜子。
’

l 9 6 6年5月， “文化大革命”使共青团组织遭到严

重摧残。我县团组织和少先队组织也名存实亡；并被红卫兵

和红小兵组织取代。．

1 9 7 1年，文水县团组织重新恢复建立。同年，’团员

发展到6 6 5 2名。同年1 2月，文水县召开了第八次团代

会，产生了第八届团县委。到1 9 7 2年底，全县共建立了

l 6个公社团委，3 l 0个团支部，团员人数达7 7 2 2

名。
‘

l 9 7 6年l 0月， “四人帮"反党集团被粉碎j党中

央及时地提出了把共青团组织整顿好的任务，全县团的工作

出现了生机。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水县团

组织在中共文水县委和吕梁团地委的领导下，进行了共青团

组织改革，拓宽了团的活动领域。在组织建设上，一是改革

和加强了团组织设置及发展团员工作，实行了团员证制度；

二是狠抓了团干部队伍管理和自身素质的提高；三是结合整

党进行了整团工作。在思想建设方面，打破了传统的思想政

治工作的旧格局，开展了“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月”、

“青少年与军烈属、五保户联系服务”、 “学雷锋、树新

风”等活动。青农战线适应农村改革大势，先后开展了“两

赛一帮”、“走出去、引进来”、“采种支甘”、“植树造

林”、“l 5 l 0 2工程竞赛”、“农科培训”和“愚公

杯，，农田基本建设等活动。青工战线在以热爱本职岗位，争

创一流成绩，促进企业发展为目标的“爱岗争优”活动中，
，、

≯



开展了“五小"智慧杯竞赛、技术比武．、岗位练兵、文明经

营示范和“包保”系列活动。学校少先队工作，以培养“四

有"人才为中心，开展了“实践教育"。、 “小主人的小目

标弘、 ，我的十五岁”、 “三卡一证达标竞赛”等活动。

近半个睦纪来，文水县团组织，在领导全县青少年进行

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帮助党做

了大量的工作，成为党的得力助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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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 4 9年1月2 5日，中共文水县委青委会转发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

决议”，同年2月，成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文水县委

员会，并在全县正式开始了建团工作。“
。

当时，团县委由4人组成，书记：同青选；组织委员：

霍润堂；宣传委员：吕云仙，干事：．冀德胜。

团县委首先在东城村进行试点建团，’参加试点建团的青

年干部霍润堂、冀德胜、郑国良、梁志贵、李杰、．张权林、

王永昌、文步宫等。他们深入青年群众中间进行谈心，召开

座谈会，宣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和性质，提高青

年对建团的认识，然后由青年志愿申请入团j这样文水县第

一个基层团支部在东城村成立了。’

随后，文水县开始第一批土改运动。土改中，我县贯彻

了全党建团的方针和任务，向广大青年宣传了政策，进行了

阶级教育，‘启发了青年的阶级觉悟，发动广大青年参加到土

改运动中1。在发动中，。不少青年有很多顾虑，不愿意接近干

部，后来经过宣传政策，个别谈话了解，小组动员j才逐渐

发动起来。在五区南贤村，经过与青年贾成仁多次个别谈

话，使他成为积极分子；并团结带动了广大青年j傍全村
9 0多名青年积极参加蓟土改工作中j· ， 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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