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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县东征村关
帝庙内毛泽东主
席住过的窑洞

永和县永和关渡口

毛泽东主席东
征旧居永和县
东征村关帝庙

永和县于家阻渡口



从铁罗关、于家咀、永和关到阻头黄河岸边210平方公里的区域，属黄
河蛇曲国家地质公园(永和区) 。 这里曾是红军东征固师西渡的主战场，也
是传说中伏事夜观天象画八卦之地，黄河在此形成了几个 "8" 形大转弯造
型，留下了一个古老的神话。 上图为乾坤湾核心景区的航拍照片



吕梁剧社部分同志1939年合影

吕梁剧社领导成员1939年秋合影(右一为刘仁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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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主任後磅44

位于吕梁山脉南端、黄河中游东岸的永和县，自古以来

就具有卡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其可"外控延夏，内卫并

汾"O 永和县人民群众」直以秉性纯朴坚韧著称，他们有着

吕梁山般的厚重，黄河水样的激情。从大革命开始，永和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反抗"气座大山"压迫，抵御外

来者的入侵，演绎了一幕幕与敌斗争，可歌可泣的悲壮故

事。{永和革命风云录》正是共产党人带领永和人民进行革

命斗争的真实写照 O

《永和革命风云录》所收集的都是革命先辈们亲身经历

事件的回忆和记录，内容丰富翔实吗佐征充分有力，是十分

珍贵的第一于资料。它的出版不仅使原散存的历史资料更加

系统化，而且也丰富了山西的党史资料，是传承历史、惠及



当代、功在千秋的有益工作，值得肯定。

永和县是革命老区，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各个时期，一大批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不畏强暴，前仆后

继，为人民的解放、民族的独立，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

宝贵的生命，他们的光辉事迹将永载史册，他们的革命精神

将永远激励后人。

现在，永和人民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继承先烈

遗忘，发扬革命精神，抢抓机遇，加快发展，强力推进特色

农业、特色旅游、特色山城建设，全力打造活力永和、魅力

永和、和谐永和。我相信，永和经济和社会一定能够取得突

破性的发展。祝愿永和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青，人民的

生活更加幸福美满O

二00九年十一月



序二
中共永和县委书记 去吃

水和县人民政府县长 ι坦卡

《永和革命风云录》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永和进行革命事

业的真实写照 O 它所收集的都是革命先辈们亲身经历的事

件，内容丰富翔实，佐证充分有力，是十分珍贵的第一于资

料。

永和县是革命老区。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陕北革命

活动如火如荼之时，永和贫苦农民就在地下共产党的领导

下，星火燎原般地开展了农民运动。

1926年，在陕北特委派人永和共产党员崔玉胡同志的领

导下，永和县成立了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一一李家崖党小组。

两年后，党小组扩大为党支部。在随后几年的革命活动中，



李家崖党支部先后在永平庄、士罗、岔口、索驼、木瓜沟、

罗城垣等村庄建立了农会组织，发展农会会员200多名，共产

党员30多名 O

1929年，共产党革命先驱刘志丹、谢子长分别到永和西

部的于家咀、马家湾、雨林和北部的坡头、岔口、土罗-带

进行了一系列革命活动，推动了永和农民运动的发展。

1936年，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严重的亡国灭种危机。为

了全民族的大业，陕北中央红军于2月组成了以毛泽东为政

委、彭德怀为司令员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

河，途经永和，进入山西北上抗日 o 4月，红军回师陕北时，

又是从永和境内的黄河渡口渡过。期间，毛泽东在永和境内

居住 10余天，永和人民群众为红军筹粮 1300余石，筹款

1500余元， 30多名青年参加了红军队伍。

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9月，牺盟永和县分会

成立，不久，全县牺盟会员发展到 1000余人。 10月，国民革

命军第八路军在永和县城建立第十八兵站，负责护送各地去

延安的革命干部、爱国人士和从延安开赴抗日前线的八路军

战士并转运各种军用物资O

1938年 11月，中共永和工委建立，其下属组织有3个区

委 o 1939年4月，中共永和工委政称中共永和县委，下属3个

区委， 10个党支部， 120个党小组，中共党员发展到517人。

1945年9月至1946年 11月，永和县经历了三次解放后，推

翻了阎锡山政权的统治，中共永和县委、县人民政府进驻县

城。为了巩固永和解放区，迎接全中国的解放，中共永和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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