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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静县。j#分早期中共党置和革命工缗者

▲肖纪(三排中间)参加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二2工
￡Q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永和县部分早期中共党员和革命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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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镏顿导姜椿老区

卜王森浩

(右一)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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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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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田成平

(右二)来

求和老区调

研，市领导

张茂才陪同。

拳∞顿导关椿老童

卜张宝顺

来水和老区

调研，市长

王国正等陪

同。，

●刘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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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i促会工作辑街

▲市老促会会长程满仓
(前排右四)等领导视
察永和后与水和同志合
影，

卜县老促会研究本县

经济建设问题。

卜《水和革命老区》

编委会成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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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永和县委书记

由永和县老区建设促进会编著的<永和革命老区)一书

付棒西世了。这是县老促会的一项盛举，也是全县人民政

治生活中的一桩大事。实乃可喜可贺l

永和县是革命老区，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在战争年代

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北党组

织即派人到此进行党的宣传和组织活动o 1934年春，县城

14岁少年贺敬禄即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投身子革命斗争o

1936年2月21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进

入永和，播下革命火种。人民群众积极为红军筹粮筹款，并

有l批青年先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等党领导的革命队伍。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进行的12年间．永和老区的共产党员

和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白色恐怖下坚

持斗争，在腥风血雨中顽强拼搏，为革命出生入死，与人民

军队并肩战斗，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做出了不可磨

灭的巨大贡献o

<永和革命老区>一书，在内容上与党史、文史、地方志

有密切联系，但在编著上又与各种史志书籍有明显区别，其

最大特点就是着力突出对敌斗争，充分展现老区人民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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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风貌。它的面世填补了永和县革命斗争史编写的空白，

确是1部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是振奋老区人民斗志，激励人们热爱老区，建设美好家乡的

精神财富。

江泽民同志曾语重心长地指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

老区人民o”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永和革命老区

的面貌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其建设和发展远远落后于形势的要求。阅读《永和革命老

区》一书，重温老区革命历史，使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也将进

一步激发我们建设老区的热情。我们必须站在实践“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以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满腔热

情地为老区人民服务，扎扎实实地为老区人民多办实事，促

进老区建设再上新台阶。希望通过这本书，使全社会特别

是广大青少年，继承和发扬老区的光荣革命传统，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振奋精神，与时俱进，负重赶超，开拓创

新，把永和这块具有光荣历史的土地建设得更加美好!



前 言

永和县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牛耀中

永和县位于山西省西南部，吕梁山脉南端西翼，临汾市

西北边缘。东与隰县毗连，南和大宁县为邻，西隔黄河与

陕西省延川县、延长县相望，北与吕梁市石楼县接壤。总面

积1 213平方公里，置2镇、5乡、80个村民委员会，共6万

等人，

永和县历史悠久，古老文明，早在五六千年以前就有人

类聚居、生息、繁衍，自西汉置县已有两千一百年左右。因

其地理位置特殊，自古以来就是秦晋交往的重要通道；抗日

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期间，成为中共中央与太行、太岳革命

根据地通道上的咽喉。成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和中共中央所

在地延安的重要门户，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永和人民具：有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1900年(清光绪

二十六年)7月，县民满怀爱国激情，配合义和团斗争，奋起

驱逐洋货洋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1934年2月，县城年

仅14岁的贺敬禄，中破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告别家人，远

离故土，毅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随军经历长征后到达陕北

革命根据地，成为永和早期革命者之一。

1936年2月21日，以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彭德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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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司令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进入永和境

内。同年5月5日，东征红军主力和总部人员。先后从永和

县西寺于家咀、铁罗关、永和关等渡口，胜利西渡黄河，结束了

为期75天自寺东征战役。红军东征在永和，大张旗鼓地宣传

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带领群众开展了斗地主、除

恶霸的斗争，给了阎军四一八团、防共保卫团等反动武装以

致命打击，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在群众中的印象。

唤起了永和民众的觉醒，在永和播下了革命蚤勺火种。此间，

永和县人民群众为红军筹粮1 300余石。筹银元1 500余

元，并有30多名青年参加红军，壮大了红军队伍。1937年

4月，本县杜葆元、李元中、任泽远、弓步云、柳成、毛和亭等

32名青年报名考取了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受训结束后不少

人参加了革命队伍，成为山西省青年抗敌决死队的连、排骨

干o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国民

党军队扮纷溃退。华北大部国土沦陷。阎锡山奉行守土抗

战政策，同共产党结成了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9月，牺盟永和县分会成立；10月。国民革命军第八

路军在永和县城建立第十八兵站；年底。在牺盟永和县分会

倡导下，永和县成立人民武装自卫总队，由牺盟分会特派员

兼任指导员。1938年9月，经牺盟分会推荐。毛明远、吴斗

南、郭怀璧等16名青年考取六专署在汾西举办的民族革命

中学；嗣后，毛明远、吴斗南等6人又被介绍到延安抗日军

政大学学习。同月，隰蒲特委派中共党员、特委组织部长杨

毅到永和负责开展建党工作。11月，中共永和工委正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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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呼延文任工委书记，杨毅任组织部长，卫绵山任宣传部

长。从此，工委(后改称县委)坚持党的地下工作方针。通过

牺盟会的公开活动贯彻党的主张和政策；牺盟组织则以工

委(县委)为坚强后盾，在党的领导下放手大胆地工作。

1939年元月，共产党员刘仁镜受工委和牺盟分会之托，创

建永和县流动工作团(剧团)，用文艺演出形式宣传中国共

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4月，决死队二纵队扩军。永和县输

送新战士100余人。同时，在工委(县委)领导下，在实行合

理负担、减租减息，整顿人民武装自卫队和壮大地方武装力

量，发展、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组织反顽固、反扫

荡、确保永延往来畅通等方面都取得重大胜利．使永和县的

抗日救亡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然而，阎锡山却背信弃义，于

1939年12月发动了晋西事变。在这场事变中，永和县最

先遭到阎十九军袭击，党组织和各抗日团体均遭严重破坏，

被迫停止活动。党和人民英勇奋斗赢来的革命形势和美好

前景毁于一旦。

1945年9月2日，历时8年的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

胜利而告终。国民党当局为抢夺和霸占人民胜利果实，向

晋冀鲁豫解放区上党盆地大举进攻，中国共产党于9月10

日发起上党战役，向入侵的国民党军阎锡山部展开自卫反

击。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为配合打赢上党战役，由教

导二旅五团、延安保卫二团和永和游击队组成的中国人民

解放军解放永和支队，于9月20日攻取永和县城。中共永

和县委、永和县人民政府在战火中宣告诞生。解放后。县

委、县政府组织、领导全县武装力量和人民群众。配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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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与阎十九军、永和守备队和永和、石

楼、大宁、隰县爱乡团等反动武装，在1年多的时间内，迂回

作战数十次，终于打败了妄图复辟的敌人，保卫了新生的人

民政权。嗣后，又在开展土地改革，恢复发展生产，改善人

民生活，医治战争创伤的同时。积极筹集财力、物力、人力，

支援解放大西北和新区建设．支援全国解放战争。1946年

至1948年，全县有近300名青年参军参战，并有30余人在

全国解放战争中光荣捐躯。1949年5月31日，由296名

民工组成的远征担架队从县城出发，随军挺进大西北，转战

近5个月，行程3 000多公里，支援解放了陕西、甘肃、宁夏

3省3市50多个县城。是年6月，以县长李嗣堂、副县长

郝国柱为首的41名干部参加西进工作队，开赴甘肃省武都

地区礼县，开辟该县地方工作。他们坚信党的领导，充分发

动群众，在建立党的组织和人民政权，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

和土匪恶霸，恢复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均取得

了显著成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从而改

变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中国共产党成为深

受全国各族人民拥护和爱戴的执政党。从此时起至1952

年的3年间，县委、县政府领导开展了镇压反革命和“三

反”、“五反”运动，巩固了人民政权；恢复了生产，发展了经

济，为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紧

接着，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于1951

年12月始办互助组，1953年2月后普遍兴办半社会主义

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1956年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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