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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门镇史志资料》(孟朗镇地方志资料舆地方组戡史资料合打本)是喜奄孟朗父老绑规

编印的。

案所周知，孟朗西酶黄河，柬依吕梁，蜃史悠久，地杰人置，又是革命老根掾地。但是遗憾

的是，在遇去很畏踌期里，一直没有一本大方位的，较乌系统地介绍孟朋情况的害籍资料。盂

朗的鹰史有多久，孟朗的遇去怎么檬，现状怎檬，未柬如何，不馑外遣的人不知道，在孟F暑工

作遇的人不了解，就建孟阴本地人也很陌生。不知道孟阴就不舍熟爱孟阴，不熟爱孟门就不

畲安心在孟门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影誊着我佣今天的经潞建彀，影警着我佣各方面的工

作。岛此，镇黛委、政府决定编印《孟朗缜史志资料》，榭屉史里程碑，窍晴代新篇章，特邀20

年前在孟阴公社改镇畴期搪任黛委害记的碾生高同志孰簟主编。遗本内部参考资料的编印

面世，南我佣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蜜贵史料。

孟朗雎系匾匮小邑，因地庭黄河之演，岛荤夏母规河上第一朗户，是中荤民族的袋祥地

之一．早在四千六百年前，逭里就是功盏九州的禹王“治水停棵虞”。二千八百年前因建有著

名道院，逐渐成南一方旅游膀境，不少帝王将相慕名而至。公元前500年，被蜃代封建统治者

尊驾塑人的孔子携其簧弟子冉求、子路、颜移{；l等速道来游，误把威水道人推测岛厥世者，差黠

作出舍身救人的灶奉。又有晋国圜君规率文武百官缟素而东哭祭黄河。敷十年后，三卿分晋，

趟襄子将撰孤救趟恩公辑厥玄踝薜康封岛蔺侯(今孟肘)并赐名蔺康，盂门又成蔫荤夏蔺姓

髓祖寻根之源。在秦王朝统一中圆之前一百多年里，孟朗是名副其寅的兵家必争之地。趟、

魏、秦之同南争鸯茼邑爆骚了敷十埸戟争。公元前393年．僻地千里的魏武侯由此乘船顺河

而下，春凰得意地封守将吴起锐：“山河除固，多么壮魇”。吴起封日“在德不在陡，若君不修

德，舟中之人皆敲国也”。成葛千古名句。公元前313年“秦拔蔺”。又六年“胡服骑射”的趟武

篮王西至河日：“我先取蔺、桌狼、败林人于莅，而功未遂”。秦茳襄王再次攻克蔺后，把南山镑

命名“薤王山”，延用至今。雄才大略的漠武帝于元朔三年汾陲祭鼹后土，巡祝黄河沿岸舆河

柬各郡豚，下“推恩韶”，封其宗室代共王子熹南蔺侯，形成孟朗屋史上雨藩五百年的侯圆史。

年懂六崴的周静帝在外公榻垦授意下，在孟朗彀定胡郡领定胡繇。又二年枥壑篡了外臻的皇

位并一统天下岛隋。爱民如子的唐太宗封孟同情有猾锺，六年中三易其名，由西定州改孟朗

繇、孟朗镇、定胡繇。寅凝13年又巡幸孟朗，于南山题匍“西晋第一鼗林”，下韶命尉遇恭盛造

“亭蹇殿宇敷百座”。民同相傅驰聘疆场的明太祖登基前曾在南山寺犟佛，得而後失“聚寅

盆”⋯⋯

孟朗山也是英雄山，旱在一九三O年，就有中共地下黛具岛陕北地下黧组绒傅通情赧。



一九三五年薛家坪建立起河束黛支部，组缄了雇民自衔罩，于三六年拔掉碛口蔽撩黠和儡匾

公所，篇迎接毛津柬率领的柬征红罩据清了障凝。在红罩柬征至抗日戥争爆袋，靛石繇境内

唯一的中共匝级组绒蕤生于孟门。1940年至49年，中共匮委舆匿政府彀置于南坡、耀颈、穆

家坡遘十年之久．抗戟八年中，中共雕石繇委移驻薛家坪至碛口一带畏遣七年又八倔月，在

石安、西坡、佃蝴一带成立了抗日民主繇政府、抗日救圆睇合含及青救舍、宸救畲、工救畲、

妤救畲等抗日救亡组缎，组建了蘼石繇抗日游擎大隙。抗日武装自街德睬、抗日武袭自衔委

胃畲等军事组绒，颁尊全繇人民参戟491次，拔敲撩黠52佃，擎毙敲倡7600余人。在八年浴

血膏戟中，逭里的每一座山顼都鲍受了炮火的毒擎；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渗透着烈士的鲜

血；这里的青灶年，都是抗日毅敲的英雄；这里的婶儒老幼都是摊罩支前的模箍。在抗日救亡

的同晴，根撩地的覃民大生麈、减租减息、土地改革、互助合作等遘勤也如火如荼。

悠悠黄河水浇灌出璨爝的荤夏文化。孟门有傅就畴代的禹父鲧石像、禹王石、定湖廊、源

神殿，有九楹“墼旨接”遗迹，逶有西周至清代的五十余座塔林，这里有石刻《南山篮泉寺始末

祀>和《赢禾耙》耙载着唐太宗巡幸盂门和定胡知繇郭震的斐然政绩。有金代著名莳人王庭筠

的莆石《题南山友霎亭’，也有清代石刻《南山寺十景》，逡有山西督罩固锡山题匾。遗里有358

旅司令部表彰红罩戟士报桂音基烈士的墓志铭，也有横上行政村南纪念抗戟中糍牲民兵的烈

士碑，碑额上给刻着毛浑柬俸人像和八面红旗。《资料》中遗收绿了自唐至清二十首赞美孟朗

形势、凰俗、烟雨、洪涛舆南山寺的荮文，每首古莳的背后都彳宁立着清官名宦的形象。这里的

每件文物都令外圜人、外绑人羡慕不已，而我们却不戡廑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

巍巍孟门山孕育了世世代代勤务智慧的孟朋人民。先迄村以到家圪蜷、大柬薤、西坡南

代表，企紫以筻柳、罪家坡惫代表。“古代人物”以大蟹大勇．的曹援如舆“天下直臣”孟朗先生

齑金鸯瓮麦r群世人物”以薛丕荤、王月仙南代表，曾搪任遇中共蘼石繇委组缴部畏的盂门

籍黛员就有六位。建圜藏堡赴王螯些墅墼上干部59位，其中省罩级干部19位。四百余人的
薛家坪有四位，五百余人的穆家坡有．五盟，百余人的榻家焉也有王蓠冰，至克哥俪．“富代凰

采人物”则以割世海、郭鼎武、穆桂先、悚步亮、卓育、隐凡昌、隙勇岛代表。真可摺江山代有人

才出，各领凰骚敷十年。在他们身上，髓现着勤劳侩楼，浆苦膏斗的创棠精神，敢岛人先；朗拓

造取的拼博精神；不畏浆险，勇于糍牲的奉献精神；脚踏寅地，埋殒苦干的求寅精神；腰全大

局，粲辱舆共的圈结精神。这些精神的餮搦光大，封于我们今天落寅“三倔代表”，加强燕的建

彀，绾制孟嗣蓝圆，建彀生憋圈匾，棒桀十里红紊街，阴餮煤炭资源，恢後旅游彦案，改善人民

生活，寅现小康社舍，意羲十分重大。

中共孟朗镇黛委害就 王 琴

孟f|号镇人民政府镇畏 捌喜生



凡 例

一、新编《孟门镇史志资料》(以下简称《资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

性的统一。

二、本<资料》为《孟门镇地方志资料》与《孟门镇地方组织史资料》合订本。

《地方志资料》上限追溯到该事物的发端，下限迄今为止。《组织史资料》上限于

1935年建党，下限为2003年8月。

三、本《资料》中所涉人物有近两千位，一般按任职先后顺序编排。一人多名

的，以最常用名收录。兼、代、任职时间均加括号。

四、本《资料》中纪年在新中国成立前采用历史纪年，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不跨世纪省去前两位数。表示数量一般用阿

拉伯数字，表述语言中也可用汉字。

五、本{：资料》发行范围仅限于孟门父老。因为孟门镇历史悠久，但前无志，

后无史，一般村无谱，作为抢救性资料，弥补历史空白，引发乡亲热爱家乡，振奋

精神，奋发图强是编审委共同目的。

六、本《资料》所参考资料以《史记》、《：吕氏春秋》、《汾州府志》、《永宁州志》、

《离石县志》、《吴堡县志》、《柳林县志》、及《中国共产党柳林县组织史资料》为

主，但以史实为依据，并未生搬硬套，也不一一注明出处。编者认为该补的补了

不少，有些资料是凭着亲身经历的老同志口碑资料选收的。

七、本《资料》体例中志、记、传、图、表等形式都有，以记述为主，叙而不论。

除古体引文外，一般用现代白话体文字。卷首设前言、概述，尾设大事年表。组织

史资料中各阶段政绩作简单高度概括之。

八、本《资料》作为内部资料保存，但仍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对于有显著政

绩、相当级别的党员领导干部、省以上劳模、功臣、高级职称、博士生等，则根据

史实需要，以事系人记之。

九、由于所参考资料说法不一，知情人各执一说，疏误难免。<资料》中的轶

闻传说仅供读者阅赏。



概 述

明春秋大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

为人民立言服务当代裨益后世

上述薄一波题词是我编写《孟门镇史志资料》的思想动力。

孟门镇，位于山西省中西部，吕梁山脉中段腹部，晋陕黄河大峡谷。地理位

置介于东径110。46’-'-'110’52’，北纬37‘31’"-'37。33’之间，海拔730-．,-,1008米。镇政府

驻地孟门村距县城柳林23公里、距吕梁行署离石城5l公里、距省城太原230公

里、距陕西省的吴堡县城15公里。西与陕西省吴堡、佳县隔河相望，东与成家庄

镇、王家沟乡接壤，北与临县毗邻，南靠薛村镇、贾家垣乡。是孟碛(口)、孟军

(渡)、孟王(家沟)、孟聚(财塔)公路的起点。水上交通主要有李家塔、孟门至对

岸横沟、李家沟等航道。现辖区总面积8l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4．23万亩，下

辖30个村民委员会和61个自然村，共4100户，总入口为17800入。地貌特征黄

河沿岸40里十几个村庄为红沙岩不稳定地带。人多地少，土壤养分缺少，“石山

戴土帽、胶泥夹石炮”历为桑枣生产基地和我县西北部商品重要集散地，盛产红

枣和丝织品、桑皮纸。其余均为黄河流域内黄土丘陵沟豁纵横区，坡耕地较多，

出产小杂粮和红枣。孟聚(财塔)沿线一带为太原组与山西组地层，地下煤炭储

量一亿多吨，煤质较优，早在抗战时期，吉家塔煤业社的煤不仅供应了整个北山

抗日根据地，而且保证了陕甘宁根据地的用煤。境内现有煤焦企业28个，2002

年国民生产总值接近三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占百分之九十三，成为支柱产业。

种植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少，2002年不足百分之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显著

成效。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农民人均纯收入2002年为1415元，创历史最高

值，是58年至83年人民公社化25年垩均值的4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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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读者较全面、较完整地了解孟门镇的历史本来面目，本《资料》第

一部分命题为《孟门镇地方志资料》。共分传记、建置、人口、农林、工业、典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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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圣旨、篆刻、寺庙、诗文、传说、杂著共一十三卷分别表述。其中农林、工业、人

口三卷采用数字说明、图表对比等形式进行表述，其它卷目均用文字叙述。其中

的重点是人物卷，共分古代人物；烈士英名录；辞世人物；石安县长、书记风采

录；抗战时期“五老八小”；建国前南下北上地师以上干部；当代风采人物等七

章，以事系人一一叙之。所收录的人物尤其是当代风采人物，其事迹由本人或亲

友执笔，采稿合编而成。资料匮乏的是建置与圣旨卷。孟门镇历史悠久，战国与

西汉曾两度置诸候国，其国邑、县邑、郡州治源远流长，然而历史上既无志，也无

史，其始末来由翻遍志书，只有“无史可考"四个字。在一个泱泱大国的上下五千

年里寻找一弹丸之地的轨迹，尤如大海捞针般困难。就拿圣旨卷为例，传说中南

山灵泉寺建有九楹圣旨楼，可是楼在哪里?圣旨在何方?早已荡然无存，编史者

岂敢妄溯伪造?因之，这两卷实乃无米之炊，所录内容不及九牛之一毛，反映不

出孟门历史上曾为丝绸之乡，红枣之乡，煤炭之乡，伞头秧歌和阳调道情之乡的

特点和本来面目。

(-->

《孟门镇组织史资料》选收了民国24年(1935)中共吴堡县委在本镇薛家坪

村组建河东党支部，翌年改建中共河东区委，民国26年11月中共离石县委恢复

后改称离石四区委，民国29年(1940)1月1日在本镇石安村成立抗日民主县政

府至民国34年(1945)9月迁走，截至公元2002年底现行孟门镇党委、人大、政

府、共68年的县、镇、村三级党政历史及领导人名录。

在这68年中，大致分五个阶段叙述。加上中共离石县委、抗日民主县政府、

抗日军事组织及其活动片断，共分五章二十六节依时间顺序编排。根据农村实

际，在时期划分上与县级组织史不全一致。

第一章抗日战争时期及前期驻孟门地方组织。分十节分别介绍中共河东

党支部(35．3—36．5)，中共河东区委会(36．5—37．7)，中共离石四区委(37．7—

40．2)，中共中离地委一晋西四地委驻孟门(1939年)离石县抗日民主县政府在

孟门镇石安成立(40．1)；中共离石县委及三区委、龙花垣区委，八区委和二区委

(40．2—45．8)；三区、八区、二区、九区区公所(40．1—45．8)及领导人名录；抗日

军事组织及战事纪要等等。

第二章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地方组织(45．8—49．9)全章分两节分别介



绍中共离石八、三区委与第八、三区公所及领导人名录。

第三章人民公社化前的地方组织(49．10一58)全章共分七节分别介绍中

共离山县派出机关二、三、十区区委及其所辖管的中共孟门、郝家塔、吉家塔、北

凹四个乡总支委员会的领导人名录与各村支部书记名录。同一时期上述三个区

四个乡人民委员会及各村主任名录。1956年底撤销区建制后四个乡直接受离山

县领导。

第四章人民公社阶段的地方组织，分五节编排。一九五九年一月中共离

石县委组建了孟门人民公社，同年5月又组建了吉家塔人民公社，各设置党的委

员会和行政管理委员会(文革期间党委称核心小组、管委会曾称革命委员会)，

受离石县直接领导，1971年10月起接受柳林县领导，所辖范围未作变动，立社

前各有几个月属柳林燎原人民公社管理区，时间很短，干部变动不大，加在四个

乡政府阶段。

第五章为镇、乡并存时期的地方组织，分两节编排。1984年5月经省政府

批准柳林县委政府发文孟门公社改镇，吉家塔公社改称乡，七月份换届挂牌办

公，各设党委会和乡、镇政府、增设人大、政协联络组织机构，党委内设专职纪检

书记、组织员。支部推行两票制评选办法，村委会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2001年

3月孟门镇与吉家塔乡合并为一套机构称“孟门镇”驻孟门村。

《孟门镇史志资料》以审慎的历史态度，用大写意手法，横陈人事，涵盖古

今，力求反映这块黄土地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慰籍先民，启迪后人。

在《资料》编写过程中，孟门镇办公室冯永宁同志和本镇陈繁昌、王秀峰、穆

生阳、陈明轩、柳成义、冯秀英等同志帮助收集了大量资料，高继平、刘岗、王秀

峰等同志提供了一些照片，值此付梓之际对他们及所有帮助支持关心的同志们

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年久日深，基层干部更迭频频。再加本人文化水平不高，

写作经验缺乏，孟门经历短暂、疏误恐所难免，“既无玉馔，瓜菜以代”恭请予以

谅解。

主编 张圣高

200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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