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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7年全市高中教育教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李晋杰(1730)

在2008年全市高中教育教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李晋杰(1736)

2003年高考分析报告⋯⋯⋯⋯⋯⋯⋯⋯⋯⋯⋯⋯⋯⋯运城市教育局教研室(1746)

2004年高考分析报告⋯⋯⋯⋯⋯⋯⋯⋯⋯⋯⋯⋯⋯⋯运城市教育局教研室(1757)

2005年高考分析报告⋯⋯⋯⋯⋯⋯⋯⋯⋯⋯⋯⋯⋯⋯运城市教育局教研室(1770)

2006年高考分析报告⋯⋯⋯⋯⋯⋯⋯⋯⋯⋯⋯⋯⋯⋯运城市教育局教研室(1781)

2007年高考分析报告⋯⋯⋯⋯⋯⋯⋯⋯⋯⋯⋯⋯⋯⋯运城市教育局教研室(1797)

运城市教育局2006年工作总结及2007年工作重点

⋯⋯⋯⋯⋯⋯⋯⋯⋯⋯⋯⋯⋯⋯⋯⋯⋯⋯⋯⋯⋯运城市教育局办公室(1810)

运城市教育局2007年工作总结及2008年工作打算

⋯⋯⋯⋯⋯⋯⋯⋯⋯⋯⋯⋯⋯⋯⋯⋯⋯⋯⋯⋯⋯运城市教育局办公室(1815)

运城市教育局2008年工作总结⋯⋯⋯⋯⋯⋯⋯⋯⋯运城市教育局办公室(1821)

运城市教育局2009年教育工作重点⋯⋯⋯⋯⋯⋯⋯运城市教育局办公室 (1825)

运城市教育局党组会议制度⋯⋯⋯⋯⋯⋯⋯⋯⋯⋯⋯⋯⋯⋯⋯⋯⋯⋯⋯⋯⋯(1832)

运城市教育局局长办公会议制度⋯⋯⋯⋯⋯⋯⋯⋯⋯⋯⋯⋯⋯⋯⋯⋯⋯⋯⋯(1834)

运城市教育局局务例会制度⋯⋯⋯⋯⋯⋯⋯⋯⋯⋯⋯⋯⋯⋯⋯⋯⋯⋯⋯⋯⋯(1836)

运城市教育局2004—2005学年度各级各类学校统计报表分析报告

⋯⋯⋯⋯⋯⋯⋯⋯⋯⋯⋯⋯⋯⋯⋯⋯⋯⋯⋯⋯⋯运城市教育局计财科(1837)

运城市教育局2005—2006学年度各级各类学校统计报表分析报告

⋯⋯⋯⋯⋯⋯⋯⋯⋯⋯⋯⋯⋯⋯⋯⋯⋯⋯⋯⋯⋯运城市教育局计财科(1840)

运城市教育局2006—2007学年度各级各类学校统计报表分析报告

⋯⋯⋯⋯⋯⋯⋯⋯⋯⋯⋯⋯⋯⋯⋯⋯⋯⋯⋯⋯⋯运城市教育局计财科(1844)

运城市教育局2007—2008学年度各级各类学校统计报表分析报告

⋯⋯⋯⋯⋯⋯⋯⋯⋯⋯⋯⋯⋯⋯⋯⋯⋯⋯⋯⋯⋯运城市教育局计财科(1847)

运城市教育局2008—2009学年度各级各类学校统计报表分析报告

⋯⋯⋯⋯⋯⋯⋯⋯⋯⋯⋯⋯⋯⋯⋯⋯⋯⋯⋯⋯⋯运城市教育局计财科(1851)

运城市教育局关于编撰《运城市教育志》有关事项的通知⋯⋯⋯⋯⋯⋯⋯⋯⋯(1855)

魅力运城概述⋯⋯⋯⋯⋯⋯⋯⋯⋯⋯⋯⋯⋯⋯⋯⋯⋯⋯⋯⋯⋯⋯⋯胡学剑(1857)

2007年运城市人口情况⋯⋯⋯⋯⋯⋯⋯⋯⋯⋯⋯⋯⋯⋯⋯⋯运城市统计局(1862)

2008年运城市人口情况⋯⋯⋯⋯⋯⋯⋯⋯⋯⋯⋯⋯⋯⋯⋯⋯运城市统计局(1863)

运城市行政区划⋯⋯⋯⋯⋯⋯⋯⋯⋯⋯⋯⋯⋯⋯⋯⋯⋯⋯⋯⋯⋯⋯⋯⋯⋯⋯(1864)

《运城市教育志》参编人员名表⋯⋯⋯⋯⋯⋯⋯⋯⋯⋯⋯⋯⋯⋯⋯⋯⋯⋯⋯⋯(1866)

后 记⋯⋯⋯⋯⋯⋯⋯⋯⋯⋯⋯⋯⋯⋯⋯⋯⋯⋯⋯⋯⋯⋯⋯⋯⋯⋯张俊耀(1869)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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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人物

第一节人物传

盐湖籍(22人)

卫铄

卫铄(272—345)，字茂漪，今盐湖区人，东晋女书法家，汝南太守李矩妻，人称“卫夫

人”。叔父卫恒，祖父卫灌，曾祖父卫凯，都是当时的达官显贵，尤其是书法，自成一家，素有

“书圣”，“妙手”之称誉。她出生在这样一个书法世家，耳濡目染，书法长进很快，各种书体，

均臻佳妙。她师法钟繇，妙传其法，博采众长，独创一格，称为“今隶”。唐代张怀在《书断》

中赞颂她的隶书“碎玉壶之冰，揽瑶台之月，婉然芳树，穆若清风”。她的楷书端庄凝重，体

骨俊美，结构精绝，方圆并备，《书后品》称为“世之楷则”。康有为说她是隋唐以来的书法宗

师。

卫铄，在书法理论上也有创新。她在《笔阵图》中，提出了“多力丰筋”的论述。她说：

“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多筋

者圣，无力无骨者病”。“力筋”之说，形象生动地总结了前人书法的经验，不仅给后世学习

书法者以新的启迪，而且指出了书法艺术标准。

卫铄，不仅娴于笔法，精于理论，而且明于师道，传授有方，她以自己亲自的体会，施教

于人，桃李遍天下。我国大书法家王羲之曾从她学习书法。

卫铄在书法史上，既是东晋一位书法大师，也是我国书苑中的一颗熠熠明珠。

曹于汴

曹于汴(1558—1634)，字自梁，号真予，明代安邑(今盐湖区)人。自幼聪颖好学，举止

端重，人运痒后更潜心于理学。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及第。

曹初任江苏淮安府推官，夙夜惟寅，案无积牍，明察秋毫，执法如山，屡受嘉奖。万历二

十五年(1597)以外察优等到京任给事中(后改任使科给事中)。万历二十七年(1599)又以

京察优等升吏科都给事中。吏部侍郎赵清受诬入狱，经他力争而昭雪；两京兵部尚书和云

南巡抚贪赃枉法，被他疏劾而革职。

万历二十八年(1600)曹回家葬母。丁忧期间他创办宏运书院，义务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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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三十七年(1609)召曹回京，授刑科左右给事中。上任伊始，即就辽东防务疏请重

加按问。又针对宦官偷看奏章事提出启示然后进御有乖祖制。万历三十八年(1610)、三十

九年(1611)曹以钦差大臣典外察、典京察，公正无私，去留悉当。一时小人敛迹，正人扬眉。

朝廷拟提曹为大理院少卿。

这时，司礼秉笔太监魏忠贤为他的干儿求情，曹以太祖定制“内臣不得干预政事，干预

者斩”严词拒绝。因此，大理院少卿的诏委迟迟没有下达，吏部的疏请也不得上报。曹侯命

年余，因病告归。万历四十六年(1618)，主编《安邑县志》。

泰昌元年(1620)曹奉召赴京，任大理院少卿，迁左佥都御史，又以功升副左都御史。天

启三年(1623)魏忠贤利用朝廷肃清东林党的机会，网罗党羽，联名诬告曹为东林党，削职回

家。

崇祯元年(1628)授曹左都御史。曹极力支持嘉兴贡生钱嘉征疏劾魏忠贤十大罪状，朝

廷立即逮捕了魏忠贤。他又建议以“赞导、拥戴、颂美、谄附”为提纲，对魏党进行严格审查，

以期除恶务尽。皇帝即派曹与吏部尚书乔允为钦差大臣，主治魏案。经过审查定案，分别

惩处了魏忠贤及其党羽261名罪犯。

铲除魏党，朝野称颂，而新任宰相温体仁结党营私，因曹不附己，唆使中书原抱奇、工部

主事陆澄源等诬告曹与大学士韩旷、尚书孙居相、侍郎程启南、府丞魏光绪(同属山西籍)为

“西党”。皇帝以诬告罪驱逐了原抱奇，但对温体仁并不追究。面对新朝廷，曹决意告老回

乡。

崇祯七年(1634)正月十九日曹病逝，年77岁。追赠太子太保。著有《共发篇》、《仰节

堂集》，诸生录其教言为《共发续篇》。

李岐山

李岐山(1879—1920)，又名鸣风，西曲马村(今盐湖区西曲马村)人。清末秀才。自幼

胸怀大志，喜读兵法。青年时受到民族革命思潮的影响，坚定革命信念，成为辛亥革命山西

的骨干人物。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夏，李岐山和景定成以制作戒烟药为名，在运城北大街开办“回

澜公司”，经常奔走猗氏、万泉等地，宣传戒鸦片烟的好处。他们在公司暗设革命机关，联合

同盟会员秘密集会，商讨革命策略。同时，大力传播《国民报》、《民报》、《铁案》、《晋乘》等

进步书刊。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李岐山加入同盟会，担任宣传工作，曾被清政府扣押安邑监狱

月余。第二年，他和景定成到陕西，联络西北革命人士马开臣等。又赴太原，考入铁路学

校，同时开设大亨栈联络军界人士，积极筹划武装起义。

清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李岐山赶赴关中，联络同志，力谋响应。路过家门，密着

其弟九皋招兵买马，制造军器。同年十月二十九日，太原光复，他们率军东出，与清军激战

雪花山(娘子关附近)。后率军南下，行抵灵石县，推选杨甫为行军都督，夺取襄陵县，打下

河津城。杨甫因病卸职，众推李岐山为行军主帅，称为五路招讨使。

清宣统三年(191 1)十二月十九日，李岐山率部进入运城，将所带的军队缩编为混成旅，

退任旅长，驻军鸣条岗一带，开垦荒田，畜牧牛羊，开辟桑园，创建新农村。还在舜帝庙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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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创建平民学校。晋督阎锡山与岐山不睦，有所谓“河东事件”，岐山被逮，入北京陆军监

狱。陆建章知其冤，力为保全。李岐山出狱，随陆建章入陕剿匪。

袁世凯称帝，李岐山率部由富平县东渡黄河，攻取猗氏，同时命其弟九皋袭取平遥、介

休等地。袁世凯死后，李岐山到北京复少将衔，任陆军部咨议。张勋复辟，李岐山至平津劝

陆建章与段祺瑞合作，联合北向。复辟乱平，李岐山又被阎锡山诬陷，被捕入狱。经河东革

命老友营救出狱。

民国9年(1920)，陕西靖国军起，陕督陈树藩急电李岐山入秦调解。靖国军于右任、胡

笠僧等人对李岐山亦表欢迎，民军多愿归李岐山指挥，引起陈树藩的疑忌，民国9年(1920)

农历8月18日在西安东郊暗杀了李岐山。 ．

聂鑫泉

聂鑫泉(1907—1928)，盐湖区安邑西街人。自幼聪颖好学，性格刚强。12岁考入运城

第三贫民完小，15岁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在校学习期间，他秘密阅读《共产党宣言》、《新青

年》、《星光》等进步书刊，懂得不少革命道理。民国14年(1925)，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

月，为声援上海工人阶级抗日、反英帝国主义的斗争，聂鑫泉参加了在共产党傅懋功、张淑

平领导下的以太原省立国民师范学生为骨干的太原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反帝示威大游行。

游行中，他一边散发传单，一边高呼“反对英日帝国主义”口号。7月，他又参加了太原学生

的罢课运动，并和同学们一起到街头讲演宣传。同时，他还利用假期回家的机会，在安邑县

城一带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中传布马克思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思想。民国

16年(1927)7月，阎锡山在山西开始反动的清党运动，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在敌人

的白色恐怖下，党组织安排聂鑫泉到武汉的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连司务长，做党的地下工作。

不久，党组织又调他回山西工作。路过安邑老家，父亲决定给他办理婚事。他说：“事业未

成，决不结婚”。在家停了没几天，就被反动军警逮捕，被太原特别法庭判处徒刑七年。聂

鑫泉在狱中受尽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并领导狱友绝食。由于敌人残酷迫害，民国17

年(1928)，病逝狱中，时年21岁。

相瑞生

相瑞生(1902—1928)，北相镇(今盐湖区北相村)人。

瑞生三岁时，父亲病逝，生活的重担落在母亲一人肩上。瑞生的母亲十分刚强，省吃俭

用，供瑞生上学。瑞生天资聪颖，学业优异。泓芝驿高校校长岳西娥得知瑞生才学出众，保

送他到运城山西省立第二中学上学。

民国15年(1926)，瑞生以北相文教负责人的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民国16年

(1927)初，加人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瑞生参加了驱逐反动县长郑裕孚的斗争。

之后，以赶集卖枣为掩护，经常到陶村一带散发革命传单，宣传党的纲领，揭露阎锡山的罪

行。同时，瑞生还积极参加北相党支部的建党工作，先后介绍相治国、牛守仁等加入党组

织。

民国17年(1928)，农历正月十四，相瑞生在自家院门上贴了一副对联。

上联，恨又恨，贪官污吏横行；下联，怨又怨，苛捐杂税太重。横批，打倒恶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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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副对联贴出后，就被北相第一问长告密。正月十六日瑞生被捕，关押到太原陆军监

狱。在狱中，瑞生多次组织难友进行绝食斗争。面对酷刑，始终坚贞不屈。妹夫看望他时，

他说：“革命没有成功，我无颜面对北相父老”。

民国17年(1928)，年仅26岁的相瑞生病逝于太原狱中。

孙百谦

孙百谦(1913—1939)，又名孙百合，许贾村(今盐湖区车盘乡许贾村)人。

民国20年(1931)，考入山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

反帝大同盟。曾积极参加销毁日货的游行示威及驱逐反动校长冯大轰的斗争。

民国22年(1933)8月，到解县第一高级小学任教，经常给学生讲述抗日救国的革命道

理，深受学生爱戴。

民国26年(1937)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同张安云、周振淑筹建解县牺盟分会，

并恢复中共解县地下组织。他经常组织学生运用文艺演出、张贴标语形式宣传中共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和二五减租减息，为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作出积极的贡献。同年11

月，他参加了牺盟会领导下的解县人民武装自卫总队，任第一中队指导员。

民国27年(1938)4月，他和任力田领导第五中队在席张一带活动。6月又到牺盟会工

作。8月柴家窑战斗后，牺盟会和公道团合并，他担任中共解县县委宣传委员。

民国28年(1939)2月，解县党组织转入地下活动，他调三区任区团长。后被捕入狱，受

尽折磨，在群众的担保下，他才获释。6月，他和曹b厚、任世杰等到三区活动，在许贾村遇

着小股日军。他们消灭12个鬼子，缴了敌翻译的手枪。为此，日军到许贾村烧、杀、抢、掠，

他母亲受尽人身摧残，并被杀害。

民国28年(1939)9月，他去卿头镇宣传抗日，被日军包围。他临危不惧，迅速疏散了群

众。在突围中，腿部受伤被俘。敌人严刑拷打，要他交出抗日人员名单，他严词痛斥日本帝

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后来敌人将他押往金井庙秘密杀害。

李效融

李效融(1917—1941)，东阳村(今盐湖区冯村乡东阳村)人。

民国21年(1932)，考入运城二师附小。民国23年(1934)考入山西省立二中。

民国26年(1937)春，参加牺盟会。民国27年(1938)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安

排他留在本村，先后负责村、区牺盟会和地下党组织五区区委工作。他积极发展牺盟会员，

开展民运工作，组织农民夜校，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并收集敌情。他秘密建立各村党的组

织，并以他家同别人合开的杂货铺作为党组织和牺盟会活动的联络站。

民国30年(1941)5月6日，李效融被驻运城的日本宪兵队抓捕，惨遭杀害。

邵修文

邵修文(1883—1942)，又名竹琴，字竹青，邵村(今盐湖区上郭乡邵村)人。

少时家寒，父母靠扛长工、打短工和卖枣糕谋生。9岁入本村小学。他学习勤奋，学业

优良，本村举人马献瑞收他到自办的私塾攻读8年。光绪三十一年(1905)又送他到陕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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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中举人。光绪三十四年(1908)赴日留学，参加同盟会。191 1年，回国参加国民革命，曾为

光复运城而负伤。民国2年(1913)任甘肃省高等法院院长。民国4年(1915)任北京审判

庭庭长。民国17年(1928)任山西省高等法院院长。

民国18年(1929)，天旱不雨，庄稼欠收，农村灾荒严重。邵修文回乡视察灾情，在本村

泰山庙舍饭3个月。同时，还给邵村发放银洋1800元，群众分得千元，800元修建学校。灾

荒过后，群众要给他立碑挂匾，他一再婉言谢绝。

民国26年(1937)，日军入侵，山西省高等法院转移西安办公。民国31年(1942)，病卒

西安。

樊耕农 ‘-

樊耕农(1915—1943)，小名运锁，又名振鹄、樊璞，寺北村(今盐湖区大渠乡寺北村)人。

耕农父亲樊寅是教师，思想比较激进，家里多藏有进步书籍，他自小读了这些书籍，懂

得不少革命道理。

民国18年(1929)秋，耕农考入运城省立第二中学初中部。

民国21年(1932)，考入运城省立第二师范后师部参加中国共产党运城地下党办的社

会科学研究会，并担任研究会的研究股长。民国22年(1933)，地下党组织编印秘密刊物

《晨光》，宣传马列主义理论，介绍苏联革命经验，耕农担任文艺编辑。民国23年(1934)，

《晨光》被查封，耕农到西安一所高中学习。后来，考入武汉大学。民国25年(1936)4月返

回运城，和几位同学在路家巷办起《河东日报》，积极宣传抗日。

民国27年(1938)1月，经王一然介绍，耕农到民族革命大学教务处材料科工作，后担任

校刊编辑。

民国28年(1939)春，由共产党员杜任之向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介绍，耕

农到延安学习。毕业后，组织上分配他回到山西协助杜任之搞统战工作。这年8月，他加入

中国共产党。

耕农搞统战工作时，公开身份是阎锡山同志会的宣传股长、秘书、战工团长，白天上班

工作，晚上便将阎军的情报传送给共产党地下组织。

他利用合法身份，为共产党组织起草坚持进步、坚持抗战的宣传提纲，组织进步青年学

习进步书籍、报刊，为共产党组织培养了大批外围人员。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他不顾个人

安危，勇敢地掩护和营救过许多革命人士。

民国31年(1942)夏，阎锡山准备公开投降日军，樊耕农和杜任之根据中共中央的指

示，为了全面打乱阎锡山的计划，用左右手的不同笔体写了“民族革命必须抗战到底，谁回

太原就是汉奸”、“你当汉奸，你的儿子都会打死你，因为他们不愿当汉奸的后代”、“我们手

握抗日枪，谁要投降就打死谁”等多封匿名信，投在阎锡山设置的密报箱。这一警告，使阎

锡山不敢公开投降日军，只是暗中与日军勾结。

民国32年(1943)春，耕农在石楼任战工团长时，被阎锡山定为共党嫌疑分子，监禁在

克难坡的一所破窑洞里，受尽折磨，染上伤寒病。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孙晋升

孙晋升(1879—1946)，解州(今盐湖区解州)人。山西大学中学专斋毕业，留学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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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历任稷山督学、太原教育科科长、山西教育司司长、山西省政府秘书、北京警官学校

校长、北京内务厅厅长、甘肃南山道道尹、山西省政府参事。后因与阎锡山政见不合，辞职

回乡。

民国27年(1938)，日军占领运城，急需翻译，解县伪县长李占祥举荐了孙晋升。孙晋

升闻讯，携家逃到万泉阎景，李占祥带领日军追到阎景。日军用刺刀尖对着孙晋升的咽喉，

逼他应允。孙晋升一言不发，毫无惧色。后来日军将孙晋升押至猗氏城。日军与抓来的姑

娘饮酒作乐，孙晋升用日语喊道：“这些姑娘都是良家女子，要杀就杀，不能凌辱!”最后孙晋

升及其家人被押往太原，日军强逼担任文化委员会名义参议，他常常闭门不出。民国35年

(1946)病逝。。

何典成

何典成(1913—1947)，化名老五，小张村(今盐湖区冯村乡小张村)人。

民国18年(1929)，在安邑一高读书。民国20年(1931)，考入山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

民国21年(1932)加入共产党。

民国23年(1934)暑期，何典成运师毕业，到三路里学校任教。民国26年(1937)七七

事变后，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在中条山一带组建游击队，任中队指导员。后

来，又从事教育工作，先任永济中学副校长，后调晋南中学搞领导工作。

民国36年(1947)，何典成带领学生支援解放运城战斗，被叛徒出卖，关押在运城看守

所。在押期间，他坚贞不屈，被投入南城一口井内牺牲。

王斌

王斌(1891—1947)，解州镇(今盐湖区解州)人。

高小毕业后，到解州城内学校教书。民国20年(1931)九一八事变后，他怀着满腔爱国

激情，写下了《儿不愿做奴隶》、《儿不愿做走狗》等文章。

民国26年(1937)，他毅然弃文从武，以货郎身份作掩护，经常在农村宣传抗日。民国

31年(1942)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按照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在解州开设油铺，从事党的地

下工作，为党搜集并传送了不少重要情报，掩护过不少革命人士安全脱险。民国34年

(1945)，任解县城关党小组组长、工救会秘书。

由于叛徒出卖，民国35年(1946)农历9月26日，王斌挑担上集，行至下街时被捕。在

敌人刑讯面前，坚贞不屈。民国36年(1947)农历4月29日，在运城南门外惨遭杀害。

景梅九

景梅九(1883—1961)，名定成，字梅九，号无碍居士，安邑城关(今盐湖区安邑)人。

光绪二十五年(1899)，到太原令德堂晋阳书院学习。光绪二十七年(1901)被保送北京

京师大学堂师范班。光绪二十九年(1903)冬，他考取赴日留学生，人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攻

读理化。

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东京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创办《第一晋话报》，反对康梁

的保皇党，宣传革命思想。暑假回国，与李岐山等人在运城筹办“回澜公司”，从事革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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