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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衡水市老区志》是一部以革命老区为内容的专业志书。毛泽东

同志曾经对老区作过界定；“只把苏区和抗日根据地称为老区”．

1979年经国务院批准，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发文，重新确定了革命根

据地的标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的标准是：曾经有党的组织，

有革命武装，发动了群众．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分粮食、牲畜等

运动。主要是建立了工农政权，并进行武装砖争。坚持半年以上。抗

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标准是：曾经有党的组织，有革命武装，发动了

群众。进行了减租减息运动，主要是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并进行武装

斗争。墼持一年以上，在本志的绩辑过程中，+我们认为。把老区箍墨

界定于村，比较合适，这是因为村级组织相对比较稳定。按照国家的

有关规定，根据我市的实际情况，我们把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前建立党

纽织的树视为老区村。

一、编辑的指导思想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为指针，坚持科学发展观，尊重历史事实．挖

掘历史发展脉络，真实记载历史事件，旨在为全社会了解革命老区．

为青少年认识老区，动员社会力量反哺老区服务。

二、记述范围本志以衡水市目前所辖范围为记述范围，曾经与

衡水所辖县合并的县区有所涉及，但不作为贯串全志的重点。

三、时间断限本志起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止于1945年

8月抗B战争胜利。

四、结构层次本悫设老区概述，包括党组织建设、日本帝固主

义在衡水制造的惨案、抗日时期的革命武装、抗日战争时期发生的战

斗、衡永老区对革命的贡献、衡水老区的现状；衡水老区韵分布-衡

水老区村分县、乡比重统计表；衡水老区基本情况统计表；衡水老区

大事记，以及附录等。

五、体裁形式本志采用记、，杏、传、图表、录等5种体裁。’

六、纪年方法本志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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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老区概述 喜酪
革命老区，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毛泽东同志

曾经对老区作过界定；“只把苏区和抗日根据地称为老区”。

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势力通过战争手段大肆分割中

国的领土，使中国这个曾经创造人类文明的古国，沦为半封建半

殖民地的社会。面对祖国的衰败，无数革命志士，不怕流血杀

头，前仆后继，探索、寻找着救国救民的道路。只是在中国共产

党建立后，人民才真正看到了希望。党在长期摸索中，找到了从

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于是，也就出现了革命老区这～现

象．

辛亥革命失败后，国内军阀混战。反动势力，大都占据着交

通发达的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而偏远的山区和交通及经济不

太发达的地区。成为当时统治阶级统治力量最为薄弱的地区。这

些地区，为中国共产党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的创造了条件，也为

中国共产党找到了由农村包围城市的成功之路。中国共产党正是

在革命老区并依靠革命老区，创建了革命军队．培植了革命力

量，打垮了日本侵略军，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

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老区在中国革命史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

伟大作甩，老区人民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

牲。

建国几十年来，老区的经济虽然有了长足发展．但是由于自

然环境恶劣，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地方依然非常落后，吃水难、

住房难、上学难、求医难、行路难仍是困扰老区发展的难题，如

何帮助老区人民尽快富裕起来，成为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道难

题。老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也成为建设小康社会和和

谐社会的制约因素。

江泽民同志在1996年7月25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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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我们曾耋髦区进彳≯灏底，但是，那时仅仅上世纪90年代，我们曾经琵区进行丫摸底，但是，那时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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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完成这项普查，不仅是急迫的，而且是必须的，还应该是

权威的。因为抗日战争胜利已经60多年了，了解情况的人大多已

经离世，活下来的已到了耄耋之年。要回忆这段历史，难度可想

而知。没有组织部门的参加。不仅布置任务有难度，而且保证调

查质量也有难度。因此，经过协调，由市委组织部出面，联合老

区建设促进会，共同对全市老区基本情况进行了普查。按照国家

的有关规定，根据我市的实际情况，我们把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前

建立党组织村的视为老区村。

此次调查，持续了近一年的时间，由于各级党的组织部门的

重视，县市老区建设促进会老同志们的积极配合，及基层调查人

员的认真工作。调查资料是全面的、准确的、可信的，而且是宝

贵的。现在根据普查情况．参照现有的历史资料，将衡水市的老

区情况作一综述。

一、衡水党组织建设

早在建党初期，衡水就有许多有识之士积极投身救国救民的

革命运动。1922年上半年安平县任庄村人李锡九经李大钊的介

绍，加入党组织。成为衡水最早的共产党员。随后，衡水县徐庄

村入杨其刚经邓中夏的介绍，于1922年12月加入共产党，1923年

4月弓仲韬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加入党组织。弓仲韬则成为全国第一

个农村党支部——安平台城特别支部和河北省第一个县委——安

平县委的创始人。

李锡九是安平县任庄村人，生于1873年，1900年肄业于直隶

农业学堂，后赴日本留学。在东京与孙中山相识。于1905加入同

盟会。回国后利用一切机会传播民族民主思想，武昌起义爆发

后，他在北方竭尽全力奔走呼号，组织声援。民国元年(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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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同年5月由邓中夏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12月。被

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衡水县籍人中最早的共产党员。

1924年春，经北京区委和李大钊的推荐，杨其刚以优异的成绩考

入黄埔军校，根据党的指示，他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5年

8月黄埔军校第一届党支部成立，他担任组织千事。这年周恩来从

巴黎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了解到杨其刚的身世，安排他

担任了黄埔军校特别党支部书记。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了“中山

舰时间”，并提出“清理党务案”，杨其刚退出国民党，秘密返

回衡水。后在衡水国民党部负责人刘子毅的安排下。担任了县党

部秘书，1930年病逝

弓仲韬出生于1886年台城村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爱国知

识分子，早年曾在北京参加了支持维新变法的运动。受其父影

响，弓仲韬从青少年时期就关心国家大事，忧国忧民，经常向父

老乡亲们宣传反帝反封建和妇女解放的道理，在农村他带头第一

个剪掉辫子。

1916年弓仲韬考入北京法政大学，受新文化的熏陶，一有空

闲他便去北京大学图书馆阅读进步书籍。在那里，他认识了李大

钊。李大钊经常与他促膝谈心，使他情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在李

大钊的鼓励下，他经常到天桥宣传革命思想。19199，他参加了

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毕业后，留在北京沙滩小学任教，仍

与李大钊保持着密切的交往。1923年春，经李大钊介绍，他光荣

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大钊在一次谈话中，谈到“要到农村去开

展工作，把农民组织起来。当浩大的农民群众被组织起来参加革

命时，中国革命的成功就为时不远了。”李大钊同志的思想观点

对弓仲韬触动很大，他决心回到家乡开展革命斗争。1923年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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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他在回乡前同李大钊辞行，李大钊鼓励他：要在家乡广泛发

动群众，建立发展党的组织。8月，他带着李大钊同志的嘱托，满

怀着对未来的憧憬，毅然辞去收入丰厚的教师工作，回到了阔别

多年的故乡。

踌躇满志的弓仲韬，一回到家乡，就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

他们的疾苦和思想动态。他通过调查意识到，要发动群众进行革

命斗争，首先要教育民众。启发民智。于是他自己出资在家里办

起了“平民夜校"，自编了《平民干字文》教材，动员村中50多

个青壮年农民到夜校学习。在教农民识字的同时，岛他{fj灌输革

命的理论和思想。通过几个月的学习，大家认识到：自己贫穷落

后的根源不是命运，而是落后的社会制度，是地主阶级的压迫和

剥削。大家产生了翻身求解放的强烈愿望。在此基础上。弓仲韬

不适时机地建立了台城村农民协会，利用农会锻炼骨干、壮大力

量、凝聚人心、维护农民权益。1923年8局，弓仲韬介绍思想进

步、积极肯干的农民弓凤州、弓成山加入党组织。经上级党组织

批准，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安平县台城特别支

部。弓仲韬任支部书记，弓凤州任组织委员，弓成山任宣传委

员，受中共北京区委直接领导。

安平台城特别支部诞生后，按照北京区委的指示，研究分析

了当地的社会状况，领导雇工开展了减租增资的斗争。并在工农

群众和知识分子中开展发展党员的工作，支部成员进行了具体分

工：弓仲韬负责在知识分子中活动，弓凤州负责在农民中活动。

到1923年底，他们经过积极工作，先后发展了弓振明、毕老聘、

弓结流、弓偶气加入党组织。进一步壮大了台城村党组织的力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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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2、3月间。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弓仲韬与安平县

北关高小校长李少楼取得了联系，经过二入的通力合作，安平县

党的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他们先后介绍思敬村的张麟阁(当时安

平县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后来叛变)、北关的李春耀、张述增入

了党，随后又吸收思敬村的袁大楞、李更入党。随着党员数量的

增加，经上级党组织批准，他们先后建立了北关高小和思敬村两

个党支部，支部甚记分黜由李少楼积张犊阁担任。

李大钊对安平县党组织的迅速发展非常欣慰，他写信鼓励弓

仲韬继续努力，并指示可相机建立安平县委，加强党对全县工农

运动的领导。为了落实李大钊同志的指示，1924年S月15日，台城

村、思敬村和北关高小三个党支部选派了弓仲韬、弓风州等9名代

表，在思敬村召开了安平县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建立了河北省

第一个县委——安平县委。会议选举弓仲韬为县委书记，张麟阁

为组织委员，李少楼为宣传委员，党的机关设在弓仲韬家中。这

次会议确立了今后的工作任务，就是发展党组织，壮大革命力

量，启发群众觉悟，领导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弓仲韬同志

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和大部分家产都贡献给了革命事业。

在安平县的影响下。在1927—1937年期间饶阳、故城、冀

县、深县、阜城、枣强、景县、武邑先后建立了党支部，深县、

景县相继建立了县委，冀县、枣强和武邑、武强则分别建立了冀

枣工委和武武工委。全市党员已经达到1303入。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尚未建立县级党组织的县，在上级党委

的领导下，先后建立了县委或工作委员会，为适赢对敌斗争的需

要，抗日战争时期，地县两级的辖区、领导机构及领导成员不断

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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