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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老区标准

197 9 年，

部颁发的有关文件中，

分革命老根据地的标准是:

有中共组织，有革命武装，

了群众，进行了打土豪、

分粮食牲畜等运动，主要是

建立了工农政权，并进行了武装

斗争，坚持半年以上的。

抗日根据地的标准是:

有革命武装，

进行了减租减，息运动，

主要是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并进

行了武装斗争，

财政

规定了划

国家民政部、

币以
曰 J王

分田

币以
曰:;...:r-.

发动有中共组织，

了群众，

坚持一年以上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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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精神 1928年4月，朱德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

命军会师井冈山，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军民

团结一心，经过连续艰苦的战斗，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围

剿"形成了井冈山精神。

江泽民同志将井冈山精神高度概括为"坚定信念、艰

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

长征精神 1934年 10月一1936年 10月，工农红军翻雪

山，过草地，红军指战员在长征途中表现出了对革命理想

和事业无比的忠诚、坚定的信念，表现了不怕牺牲、敢于

胜利的无产阶级乐观主义精神，表现出了顾全大局、严守

纪律、亲密团结的高尚品德。这些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

神: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勇往直前。

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整风运动和

大生产运动中形成的。延安精神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开拓创新

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

边区高级干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延安精神。

西柏坡精神:西柏坡精神是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产

生的，是一种体现中国革命伟大历史性转折的时代要求的

革命精神，其基本内涵是"两个敢于" (敢于斗争，敢

于胜利)的革命进取精神"两个坚持" (坚持团结依靠

群众，坚持团结统一)的民主精神"两个善于" (善于

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的科学精神"两个务

必" (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

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理垣=豆豆~~o..叫......~~~~~~~~ζ、， ~ζ......~~O..川、，~~ Li/::::.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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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共服县县委书记 2 人部

版县人民政府县长房大山

1 

我们都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对于共产党如何把一个

东亚病夫、百年睡狮的旧中国变成一个欣欣向荣、百业昌盛的新中国，

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繁荣强大的新中国，如今的青少年知之甚少。《照

县革命老区》就是这样一部记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史无前

例的社会大变革的史书!

1946 年 11 月 28 日以前的照县，曾经是一个多苦多难的照县，是

一个"百年魔鬼舞翩延"的照县，但也是一个充满希望与活力的阪县。

1929 年以后，在照县大地上，上演着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伟大

领袖毛泽东主席在照县战斗、生活 40 余天，东征红军红一军团、红十五

军团、红二十八军、红三十军四大主力部队，均在陈县这块大地上展现

他们的雄姿。八路军一一五师在照县进行过多次歼灭日军有生力量的

战斗，其中午域大战、白耳战斗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的光辉战

例，为当代多部军事著作、军史著作所载录。中共晋西特委、晋西南区

党委(相当于省委)长期驻于阪县。十大元帅中有六位、十大将中有五

位，以及周恩来、李富春、张闯天、杨尚昆、左权、王震、杨得志、杨成武、

杨勇、陆定一、程子华、张爱萍、耿贱、肖华等众多党和人民军队高级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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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人驻过阪县。他们在照县撒播了红色种子，点燃了燎原烈火，建立了

眼县地方党组织，谱写了阪县历史新篇章，终于使阪县"一唱雄鸡天下

白"，"歌声唱彻月儿圃"。

现在，以 77 岁高龄的王登华同志为首的照县老区建设促进会一批

年过古稀的老同志，经过七年奋斗，多方调查，伏案笔耕，为全县人民捧

出一部沉甸甸的、承载着这一伟大历程的 50 万言巨著《阪县革命老区》

一书，足可告慰革命前辈与先烈，也足可为党树碑立传，使革命薪火代

代相传。这部凝聚着老同志们心血的著述，以丰富的史料，感人的实

录，揭示了元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必胜性，诠释了"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的真理，以雄辩的史实，证明了照县是晋西或晋西南革命中

心的地位。

我们要通过这本书学习地方党历史，更要学习革命先烈为创建新

中国不计名利、不怕牺牲的精神，还要学习老促会老领导、老同志们活

到老、干到老，生命不息，革命不止的奋斗精神，学习他们身体力行实践

井岗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的这种自觉性、顽强性。

我们坚信，<<隐县革命老区》的问世，必将为我们贯彻落实党的十七

大精神，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全力推进阪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

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他将是我县一部流传千古的重要文献，一定

会得到全县人民的珍惜和爱护。

在此，我要向为此书出版付出心血的所有老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2009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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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四-幽... 

照县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 主 J舍车

历经七个寒暑，四订篇目，八易其稿，<<照县革命老区》一书，终于在

县委、政府支持下付梓问世。

《照县革命老区》不是县志，但他翔县志之简略;不是党史，但是他

补县党史之阙如。他以史的笔法，志的体例，自成一家之言。

读史能使人明智。邓小平同志曾说过"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

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271 页) ，还教导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

育人民"(同上书 206 页)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牢记历史，不忘过去，是

为了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只有牢记昨天，才能正确的认识今天，把握

明天。革命红旗，需要代代高举，革命薪火，需要辈辈相传，向青年一代

讲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革命史，是每一代老同志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

党的建设、党的传统教育、道德教育的必要内容。

照县有着光辉的昨天。他曾是中国共产党在山西省开展武装革命

斗争的发端之地;他曾是毛泽东主席在山西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抗日

战争期间，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在晋西的指挥中心;红军东

征、午城大战、战胜"晋西事变"、晋西南战役，均是彪炳中国史册的丰碑。

"照县革命老区"二十年，是奋斗之路，是风雨之路，是陪我县人民的

奉献，是隙县人民的骄傲。

本书凡 15 章、 68 节、 50 万言，涵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阪县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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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程，重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醉在县由地下党变为执政党的壮丽史诗，歌颂

阪县人民前仆后继、英勇献身的丰功伟绩。

《醉在县革命老区》的问世，也是有幸健在和不幸作古的数以百计的

亲历者、见证者、参与者、知情者对往昔追忆的记录;是本书主持者、参

与者、编辑者及老促会理事们心血的结晶;是对省、市老促会、县委、政

府和全县人民关怀的报答。

全体参编人员不以古稀之年而却步。我们个个是"饱经风霜，革命

征途人不老，关山再渡，史坛笔耕路任长"。望玉兔几圆几缺，看大雁又

去又来，终将革命前辈创业的艰辛，用我们的拙笔再现于读者。

这里，我特别要提及的是，县委书记王天郎、政府县长加天山对本

书的编辑、印刷予以特别关注，多次过问编辑情况，提出具体意见。使

本书得以顺利出版。王哲士、张瑞元、姜晋岐、张仁杰、 l、瑞海五位，为

本书成书，做出特别贡献。

竞看红旗翻旧史，终从白雪转春阳，昨日的腥风血雨，已成柳翠花

明的今天，革命已走完了第一步。自古就有"创业与守成孰难"的命题，

今天、明天的革命者，也时时要回答着这一沉重的命题。"守成"亦非易

事。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还很长很长，前途上的荆棘还很多很多。还

有数不清的矛盾需要后人来解决，不断出现的难题需要后人来作答。

因而，每一位革命者，不但要学习照县党史，还应从旧政权垮台中吸取

教训，以为覆车之鉴;从人民政权诞生中继承传统，再鼓前进风帆。如

全县人民能以此来认识这本书，便是我们所愿。是为序。

2009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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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隐县概况

陈县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西北部，北与吕梁市石楼县、交口县接壤，

西为永和县，隔黄河与陕西省相望。东、南与汾西县、蒲县、大宁县相

邻。地理坐标为北纬 36030' ----36。曰:东径 1100 55' ---- 111 0 15'之间。

院去县地处黄土高原吕梁山脉南段西麓，东部为吕梁山土石山区，中

西部为黄土高原残原沟整区。吕梁山山脊走向，构成古腺川县与中阳、

石楼等县界山。自大麦郊西北高庙山始，西南走向为石楼山(或称上殿

山、上顶山)、棋盘山、黄云洞，向南为云梦山，变为西北一东南走向，相

继为暖占山、阁儿山(慈阁山)、黑峰山至汾西县界。也是今腺县、交口

县界山。阁儿山位在石马沟北，从石马沟与紫峪川分水岭处，阁儿山分

一支南伸，成为下李与黄土、陡坡与黄土界山。下李、黄土间为青山，往

南为紫荆山。青山主峰青山顶海拔 2012.5 米，是吕梁山在临汾市境各

县中的第一高峰。紫荆山主峰为上天山，海拔 1963 米，是陈县的标志

性山峰，山上留有不少古建筑寺院、佛塔。

院去县属黄河一级支流昕水上源，古名蒲)!I、陈) 11 ，今名城)11 。城川

东侧支流石马沟、前峪沟、古城沟、龙神沟、南峪沟，东川及其支流紫峪

川沟，均发源于青山、紫荆山，其流域面积占腺县总面积 60%。腺县东

)!I、刁家峪沟、城川清水流量共有 O. 3235m3 /S 。

吕梁山土石山区，有丰富的森林资源、牧草资源和矿藏资源，有利

于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中，林地面积(覆盖率)占国土面积

32.3% ，有天然林 22 万亩，灌木林 9. 5 万亩。牧草面积 63 万亩。矿藏

有优质煤及铁、镰、锤、镜、铸等黑色、有色金属矿藏，大理石、花岗岩、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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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土、石灰岩等非金属藏矿及煤层气。

从出土文物看，陈县至少从仰韶、龙山文化时期就有人类祖先在此

繁衍生息，创造人类文明，他与晋南各县一样，同样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属中华民族发祥地区域之一。公元前 665 年，即春秋晋献公十二年，此

地始有建置，称为青，是晋公子重耳封地。汉武帝时置蒲子县，北魏太

和十二年(488)设汾州。县为长寿县，属件城郡，即汾州件城郡长寿县

(州县治所在今陈县古城村关门坪地至看守所一带)。北魏孝昌二年

(526) 因少数民族造反围攻汾州，刺史裴良(今闻喜县人)率官员逃往今

汾阳城。从此，陈县地方成为当时东魏与西魏、北齐与北周互相进行拉

锯战的地方。隋统一中国后，开皇四年(584) 重新在此设州治，五年改

称腺州。十八年，改长寿县为隐川县。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对全国区

划予以改革，去州改郡，陈州又改称龙泉郡。到唐高祖武德元年 (618)

复称腺州，辖县有眼j !l (首县)、大宁、石楼、永和、楼山(今永和南部)、蒲

县。武德二年设阪州总管府，辖州县为阪州、中州(今大宁)、昌州(今蒲

县)、南汾州(今吉县，管乡宁县)、东和州(今永和)、西德州(今石楼)。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省中、昌、西德、北温(即温泉县，武德三年从腺川

县分设)四州为县。唐玄宗天宝元年(742) 改称大宁郡。 16 年后，肃宗

乾元元年(758)复称腺州。

从隋开皇年间设总管府，唐武则天时改称节度使，直到唐穆宗时，

设节度使一级时间近 250 年。

从设腺州始，一直为晋西地区政治中心，直到辛亥革命后，中华民

国 2 年(1912) 改为县。 1937 年，当时的山西省政府设行政区，陈县属

第六行政区， 1938 年，行政区主任公署驻腺县黄土村。"晋西事变"后

迁腺县城内。 1945 年 4 月，照县属晋绥边区第九专区。 1946 年 11 月

28 日照县解放，不久，中共晋绥九地委、晋绥边区第九专署、吕梁军区

第九军分区首脑机关驻腺县。 1949 年 2 月，九专区改为晋南行署阪县

专区。管辖县有腺县、蒲县、大宁、永和、石楼、汾西、洪洞、赵城等 8 县。

1949 年 5 月改为陈县中心县，中心县管辖汾西、蒲县、大宁、永和、石楼

5 县。直到 1950 年 1 月，中心县撤销后腺县相继属临汾专区、晋南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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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临汾地区。 1958 年 5 月 29 日，并来大宁县，改称腺宁县，县治原腺

县城关。至当年 9 月 25 日，经国务院批准，又并来蒲县、永和、石楼，改

称吕梁县。 1959 年 10 月，分出蒲县、石楼，仍称吕梁县。人们习惯称

此前为大吕梁县，此后为小吕梁县。 1961 年 6 月 1 日，再分出大宁、永

和，恢复照县建置。大、小吕梁县均治原腺县城。

交口县，古称温泉县，始设于唐武德三年 (620) ，系析阪川县地而

成。唐乾元元年 (758) ，温泉县改属石州，即今离石市。元至元三年

(1337)废温泉县，其地三分于孝义、灵石和限州隐川县。眼县习称交口

一带区域为温阳，其因于此。温泉县从眼川县分出时间长达 679 年。

1954 年 2 月，四区(大麦郊)从腺县划属孝义县，七区(回龙区)划

给灵石县。 1971 年 5 月，国务院批准新设交口县，辖地为从陈县划属

的石口、川口、交口、康城 4 个公社，分别从孝义、灵石划属 5 个公社，这

5 个公社基本相当于 1954 年腺县划出的四、七两个区。今交口县基本

相当于原温泉县境域。交口与眼县境域，基本相当于明、清至民国时期

的眼县境域。从温泉县废至交口建县，历经 634 年。

交口设县后属于新设的吕梁地区，眼县则属于晋南专区一分为二

后的临汾地区。 2001 年地区改市，眼县属临汾市至今。

从民国 7 年 (1918)冬在县以下设区始，至 1946 年初，眼县一直设

4 个区。即一区(治千家庄)、二区(治义泉)、三区(治川口)、四区(治大

麦郊)0 1946 年 5 月，从四区、三区分划 5 个编村设五区(治康城)。

1946 年 11 月腺县解放，民主政府增设城关区，至 1949 年又合并

于一区。 1947 年设六区(治黄土) 0 1953 年由四、五区划出 8 个行政村

新设七区(治因龙L 1954 年 2 月，省里调整区划，把四区划给孝义，七

区划给灵石。 1956 年 3 月撤销区建置。

中华民国 6 年 (1917)9 月，改明清里甲制区划为编村制，编村下为

间，间下为邻。民国 21 年称编村驻地为主村，所管各村为附村。全县

有 53 个主村， 799 个附村。眼县解放后，改编村为行政村，改附村为自

然村。 1950 年 9 月 13 日统计，全县有 83 个行政村、 390 个间 1145 个

自然村。 1953 年 6 月 20 日至 8 月底，行政村改为乡，全县划为 4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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