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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封建、殖

民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人民真正做了国家的主人。

改革开放 30 年来，国家日益富强，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城市建

设日新月异，新农村建设方兴未艾……斗转星移，沧海桑田，社会

的进步、历史的变迁不禁让人兴起"换了人间"之叹。

在如此迅猛的发展变革之际，太原市尖草坪区老区建设促进

会编篡了《并北烽火》一书。这本书的出版，让曾经发生在这块土地

上的血与火的战斗故事、为民族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英雄儿女可

歌可泣的业绩，重新进入现代人的视线，使那些正在消失的战斗遗

址及珍贵史料得以保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革命老区，是指

那些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建的革

命根据地，是共和国一步一步走来的足迹。历史不能忘记，革命老

区不能忘记! ~并北烽火》对于抗战时期活动在我区的抗日武装力

量如齐支队、韩谦抗日游击支队，以及在我党领导下的阳曲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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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阳(曲)东、阳(曲)西两县抗日根据地的活动情况首次作了较为

详尽的介绍，叙述了我区人民对革命事业做出的巨大牺牲和重大

贡献，是一本弘扬正气、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书。其中鲜为人知

的史料、故事和珍贵的历史照片等，具有相当的文史资料价值，对

尖草坪区的历史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指导和教育意义。

太原市尖草坪区背依天门关，是太原市的北大门，同时也是历

史上重要的战略要塞和军事重镇。境内至今尚有杨广道、天门关等

古代战争的遗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这里也曾有过很多

的战争经历。老区促进会的同志为了如实反映发生在我区范围内

的革命战争、重要战役、英雄人物，本着真实地记录历史，宣传、倡

导民族气节和革命精神的指导方针，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付出了很

大的努力，走遍了尖草坪大地，遍访老党员、老红军、老战士，查阅

了大量的史料，将尖草坪区近百年的历史搜集整理，编辑出版，是

对我区地方文化和史志事业的一个重要贡献。"以史为镜，可以知

兴替。"这本书的出版，为教育和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缅怀遗志、振奋

精神，为推动全区各项事业的飞速发展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此外，这本书还搜集了一些战争年代的民歌、民谣、故事、风俗

民情等，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革命老区当时的社会背景、民生疾苦，

让现代人对当时、当地的社会风貌、生活民情有一个全面、立体的

印象。书中还对本区近百年来的行政建制、历史沿革及工业发展等

作了介绍，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了解这块土地的兴衰荣辱、发展变迁

提供了一个蓝本，从而可以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为建设美好家园

而努力奋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改革开放 30 年，古国神州焕发生机。现在，除了一些人迹罕至

的山岭上还残存着一些战争年代的确堡、炮楼等遗迹以外，许多曾

经的战场，如今已经建起了林立的高楼、宽敞的道路和现代化的工

厂，英雄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共和国正以蓬勃的生机、如诗如画

的美景展现出先烈们理想中的图景。一位参加过多次战斗的老战

士由衷地说"现在是和平盛世，是最好的时代。"

这是一位从硝烟中走来的老人的心声。我想，让这种心声成为

现代人的一种共识，用文字为革命先烈树一座丰碑，让历史告诉未

来，就是这本书真正的初衷和价值所在，同时也是对先烈最好的纪

念。

中共太原市尖草坪区委书记· ;1. .~τ 才

太原市夫草坪区政府区长 {1}1'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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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草坪区位于太原市北，整个地形呈簸冀状。因地形优势，自

古以来为固守太原城的兵家必争之地。这次在搜集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时期发生在尖草坪区革命老区的资料时，更有了深切的体会。

按照省、市的安排部署，在尖草坪区委、区政府的亲切关怀下，

历经近一年的工作，这本反映尖草坪区革命老区人民不怕牺牲、艰

苦卓绝斗争的史册《并北烽火》终于问世。在采编过程中，我走访了

亲身经历尖草坪区革命战争的老同志、农村几十位老党员、一些老

同志的后辈儿孙，采访了市级一些文物史料单位和厂矿企业，查阅

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在期间，我深深地被那些鲜为人知的英雄事迹

所感动，常为那些无名英雄的精神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也常常为

那些无私奉献、忘我的革命精神陷入沉思……他们白天上山，晚上

下川，日行百里做地下工作，从不言苦喊累;他们宁愿冒着生命危

险，东躲西藏，从不连累百姓;他们几进几出，坐牢入狱，宁受严刑

拷打，也不变节招供，正是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怕牺牲、

无私奉献、支前参战、英勇斗争，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d修



志而充史，知史而鉴今。《并北烽火》这本书正是记述了那些不是战

士的战士，不是英雄的英雄的史料和故事，为的是不忘过去、颂歌

英雄、教育今人、启迪后人。

如今尖草坪区人民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昂首阔步，在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道路上奋勇前进。老区人民发扬老区革命精

神，建设社会主义新家园，生活幸福、日子富裕。然而仍有部分老区

村，人均生活水平还不及全区平均水平，部分农民仍生活贫困。江

泽民同志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老区人民"。因此，我们要关注

老区农村、关爱老区农民，更加关心仍没有富裕起来的老区人民。

今天，我们踏着英雄的足迹，行进到 21 世纪。在以胡锦涛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尖草坪区人民奋发向上，尖草坪大地正发

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切都是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

我们不能忘记老区人民，就是要时刻追忆发生在革命老区的英雄

史实，教育后人;不能忘记老区人民，就是要发扬老区的革命精神，

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建设好自己的家园;不能忘记老区人民，就是

要以多种形式、各种渠道，支援和关爱老区人民，使他们在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中，更加富裕起来。

让我们永远记住战斗在尖草坪区的可歌可泣的英雄，让我们

永远记住为解放太原、为新中国的成立而献出宝贵生命的先烈!让

他们的丰功伟绩永垂青史，流芳百世!

太原市尖草坪区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 好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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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市尖草坪区位于太原市北，东北西为山区丘陵地。土地面

积 285.6 平方公里，其中建城区面积 32.4平方公里。总人口 34.5

万人，非农业人口 24.7 万人。

新中国成立前，尖草坪区属阳曲县管辖，先后属阳曲县七区、

八区和五区。新中国成立后依次属新城区、万柏林区、北城区人民

政府管辖。 1957 年成立太原市郊区人民委员会，区域内所有各村

归郊区人委管辖。 1970 年 3 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太原市北郊区革

命委员会。 1981 年召开区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太原市北郊区人民

政府。 1997 年调整太原市行政区划，太原市北郊区更名为太原市

尖草坪区，并重新划分区界。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尖草坪区曾是太原市北部地区八

路军、解放军的重要驻扎阵地和游击队活动区域。在这里我军指战

员与当地人民群众，共同为太原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巨大

的贡献。

《并北烽火》一书通过纪实的方式，主要记述从土地革命至新

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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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立前发生在尖草坪区域内的战事、人物及大事记，并搜集了

部分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该书在编写过程中曾就体例作出多次讨

论研究，最后确定为间于志书与纪实文学之间。所编内容大多来自

于实地采访与史书刊物的资料搜集。

《并北烽火》一书共九章， 14 万余字，图片 40 余幅。主要内容

有:尖草坪区历史沿革，中国共产党尖草坪区境内组织史概览，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活动在区域内的地方武装，民国期间区域内

大事记，战斗故事，发生在尖草坪区的主要战争记事，军事人物，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歌)谣，尖草坪区境内重要厂矿及建筑

物。

《并北烽火》的编篡重在史实，力戒虚构夸张。在编写中为了叙

述方便，将尖草坪区亦简称为境内或区域内。资料的搜集主要来源

于史书资料和部分老同志口述与小传。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能一

一注明，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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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草坪区历史沿革章第

第
一
章
尖
革
缚
区
历
来
没
革

中华民国期间区划建制第一节

qM 民国元年(1912 年) ，初期废除府、直隶州、州的建制，裁府留

县，实行省、县两级建制，后于省、县之间增设道的建制，以道设县。

阳曲县属冀宁道，为道伊公署，省直辖县，县街驻太原城内皇华馆，

即县治仍设在太原府城内，阳曲城成为山西省会，其所辖农村分为

若干区。民国九年(1920 年)在阳曲县城内增设太原市政公所。民

国十六年(1927 年)废道，阳曲县为山西省会，一等县，是年太原市

建制确定O

民国二十六年(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爆发， 10 月山西省划为

7 个行政区(政治区)，本区域内归阳曲县属第四区。 11 月 8 日日军

侵占太原，民国阳曲县政府曾移驻河口镇，并在今黄寨镇黄寨村设

阳曲办事处。 12 月上旬建立太原市公署，晋察冀边区阳曲县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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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联合政府成立，驻杨兴村，隶属山西省第一行政区政治主任公

署。日伪阳曲县公署成立，驻太原城内皇华馆。复道置，阳曲县属伪

雁门道，道伊公署驻榆次，仍为一等县。区域内东、西山成为八路军

和抗日地方武装的游击区。民国二十七年(1938 年) ，阎锡山调整

行政区划，阳曲县与太原县、徐沟、清源、交城、文水等九县改属第

八行政区。 9 月，晋察冀边区阳曲县抗日民主联合政府被迫取消。

民国二十九年(1940 年 )2 月中共阳曲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以

北同蒲铁路为界，路东阳(曲)东县抗日民主县佐公署成立(上属晋

察冀边区第一行政公署)，同年改称阳(曲)东县抗日民主政府;路

西阳(曲)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上属晋西北第八专署。民国三十年

(1941 年)划归晋西北第三专区，民国三十一年(1942 年 )10 月，改

属晋西北第八专署;民国三十二年(1943 年)I月，在东黄水、小返、

黄寨等地组建阳(曲)东县中心区抗日民主政府，同时，区域内汾河

两岸外围平川村庄划归日伪太原市公署;民国三十三年(1944 年)

2 月，改建阳(曲)东县抗日民主县佐公署，驻今东黄水镇马驼村，

隶属晋察冀边区第一专署，秋天改编为第二专署;民国三十四年

(1945 年 )2 月，又改称阳(曲)东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凌井店村。阳

(曲)西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古交狮子村(9 月后改驻解家滩，阳曲县

官庄村)，隶属晋绥边区吕梁行署第八专署。至此，阳曲县内出现阳

(曲)东县、阳(曲)西县两个抗日民主政府并存的局面。

民国三十四年(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侵略军投降后，阎锡

山统治山西政府重返太原城，民国阳曲县政府仍驻皇华馆，阳(曲)

东县政府先后驻凌井店、石槽、贾庄、杨家掌、北温川等村，隶属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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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冀边区第二专署。区域内各村分别属于民国山西省政府统治下

的太原市、阳曲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太原市，阳(曲)东、阳

(曲)西县管辖。

民国三十六年(1947 年 )6 月 11 日，太原城内和城外近郊划为

16 个区，称为内八区和外八区。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 )8 月，经华

北人民政府决定，成立晋中行署。阳(曲)东、阳(曲)西分治结束，合

并为阳曲县人民政府(县府设在黄寨， 11 月解放)，属晋中行署第

一专署。此时，区域内柏板乡、上兰镇及其以北地区解放。

民国三十八年(1949 年 )3 月，晋中行署与太原市合并，阳曲县

改属太原行署第一专署。同年 4 月 24 日太原解放，区域内各村全

部解放。阳曲县人民政府接管小组随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城，接管民

国阳曲县政府(驻地太原市皇华馆)，民国山西省政府消亡。 9 月，

山西省人民政府成立，阳曲县改属忻州专署。 5 月 6 日，太原市人

民民主政府更名为太原市人民政府。 27 日，太原市并内外 16 个区

为 8 个区，各区分别成立人民政府，为区、乡(街、镇)、村人民政府

三级行政建制。太原市在区域内设第七区人民政府，驻地彭村;第

八区人民政府，驻地上北关(今解放路)。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行政区划

1950 年 2 月 8 日，太原市并 8 个区为 4 个区，区域内的第七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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