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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故事

1940 年 4 月 ，晋 西 北 反
顽斗争取得胜利，晋西北行
政公署成立，段云调任晋西
北行署经济总局局长。当时
新政权刚成立，根据地经济
怎样搞，搞些什么，既无前例
可循，也无成文东西可借鉴，
只有靠自己摸索研究，自己
草拟条例和办法。

经济总局负责三个方面
的工作：一是统制贸易。即
对根据地同敌占区之间出入
境贸易实行管理，用以打破
敌 人 的 经 济 封 锁 与 经 济 掠
夺 ，保 护 和 发 展 根 据 地 经
济。二是工业生产。晋西北
基本上是经济落后的山区，
抗战开始后，许多县城集镇
被敌军占领，经济基础更加
薄弱，同时军队和其他脱产
人员又大大增加，被服需要
和日用品供应不足的情况更
为突出。为此，经济总局筹

办 了 若 干 公 营 小 厂 进 行 生
产，同时发动群众生产。经
过几年的努力，晋西北的生
活必需品和穿衣问题基本得
到了解决。三是商品流通。
经济总局活跃根据地商品流
通，调剂市场供需，稳定市场
物价的任务。总局在区内各
县设立公营商店（那时叫“营
业公社”），既搞批发，也搞零
售，还提供原料，组织工厂、
作坊生产，然后将商品销售
给零售商和消费者，并且领
导私营商贩，平抑市场物价。

后经济总局改名为统制
贸易局，公营工业部分被划
归行署建设处。他在经济总
局工作的时间虽不长，却为
边区经济工作趟出了路子，
打下了一定基础。

参考文献：《晋绥风云人
物》《段云传略》《段云书法集
锦》

在兴县北坡村前有一处崖刻：“抗敌解放晋绥边，伟业辉煌照
北天。搜轶访老谈史事，董笔司马光继迁。”这是1986年段云参加
晋绥革命根据地座谈会题写的诗句。村中一排废弃坍塌的窑洞，
其中有段云当年的旧居。他们一家人和这个小村有着难以割舍的
感情。当年段云留学归来，怀揣着革命理想，毅然奔赴晋西北抗战
前线，整整11年，任凭艰难困苦，义无反顾，矢志不渝，和战友们一
起坚守着这片红色根据地。

1940 年 2 月 22 日，晋西北各界在兴县
城举行万人大会，庆祝晋西北行政公署成
立暨欢迎 120 师归来大会。贺龙师长、续
范亭主任等领导都讲了话。首长们说：我
们回来了，敌人也就要来了，咱们要做好粉
碎敌人“扫荡”准备，还晋西北一片新天地。

果然第二天，23号，日军调集 5000余人

向晋西北地区开进，发动了“扫荡”。之后，
日寇又开始了疯狂的夏季和冬季“扫荡”。

汾阳籍战士李树枝所在的独一旅，在
“反扫荡”中，根据敌情，将主力部队隐藏起
来，组织若干八路军小分队深入敌后，活跃
在临县、兴县一带，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骚
扰和袭击敌人，掩护地方工作。

因为部队经常住在比较隐蔽的偏僻荒
凉之地，所以战士们的口粮就成为一个大问
题。有一次，部队住在一个叫“疙瘩茆”的村
子里。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散落在一条沟
的两面坡上，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通往
川外。村子两边都是光秃秃的荒山，只是在
荒山的脚下才有几块勉强可种庄稼的坡地，
而且只能种山药蛋和莜麦等耐寒的作物。

部队住下日子不长，尽管团首长带头
过紧日子，但是口粮总量不够，战士们总是

在饥肠辘辘中度日。村里的老百姓也不富
裕，连黑豆也买不回来，为了不暴露部队目
标，后勤人员不敢贸然去外面搞粮食。部
队只能靠有限的山药蛋充饥。

李 树 枝 从 小 头 脑 活 泛 ，遇 事 总 爱 思
考。他心里总琢磨部队粮食的事情。一有
空，他就到周围的沟壑崖畔转。在老家的
时候，每逢闹春荒的季节，李树枝就和伙伴
们找“疙狸”窝也就是松鼠窝，秋天的时候
要储存过冬的食物，有的时候能从“疙狸”
窝里掏出几十斤粮食。这在青黄不接的季
节，可解燃眉之急。但是“疙狸”窝往往很
隐蔽，要找到是需要花费一番心思的。而
李树枝就像有特异功能似的，每次总能比
小伙伴们有收获。因此，村里的孩子们都
愿意和他结伴。

李树枝找了好多地方，却仍然一无所

获。但是他不放弃，他就不信“疙狸”不在
此安家。果然，他在离村子不远的山沟里
发现了“疙狸”的踪影。经过几天的耐心蹲
守，他终于找到了“疙狸”窝。洞口在一块
突出的山崖背后，手榴弹大小的出口被“疙
狸”进出磨得光溜溜的。李树枝有点喜出
望外，心想：“这家的‘疙狸’窝就做点牺牲
吧，把藏的粮食贡献出来支援抗日吧！等
打完鬼子后让你吃个够。”李树枝用刺刀挖
开洞穴后，里面有一堆粮食，有黑豆、黄豆、
莜麦，足有十余斤。可不敢小看这十余斤
粮食，对于好多天都没有见到一粒粮食的
八路军战士来说，有着“雪中送炭”的效
果。部队领导直夸李树枝，团部其他人纷
纷向他打听找粮食的窍门。

参考文献：《贺龙元帅的警卫员老八路
李树枝》

1938年 7月 26日，山西岢岚县各界同志欢
送战动总会晋察绥边区工作团赴内蒙大青山。

红色圆形标示内：上为段云。

1948年段云于兴县北坡村

段云段云：：把诗书写入革命生涯把诗书写入革命生涯（（上上））
□ 本报记者 木二东 搜集整理

段云，原名段连荣,1912 年生于山
西省蒲县,出身于行医兼经商的家庭。
蒲县是晋南的山区小县,那里若干户乡
绅、地主，欺压乡民，横行乡里。他家
是清末从宁夏固原县逃难而来，作为
外来户，经常受到这些地主豪绅的欺
凌和歧视。所以，段云从小在脑子里
就有反对豪强，反抗压迫的意识。

段云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少时即
有才名。1925年聪慧的他考入临汾省
立第六中学求学。1929年考入山西大
学法学院政经科，并创办《政论月刊》，
撰文介绍苏联经济建设经验。1930年
暑期，他联络在外的学生及部分小学
教员和城乡青年，发起成立“蒲光学
社”，反对豪绅、恶霸、污吏和贪官。

他曾组织县内群众同贪官县长进
行斗争和清算，带头向省政府控告县

长苗膏郇，并回乡组织县民“驱苗大
会”，迫使贪官县长当场退赃并被革
职。大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取官费
留学，入日本明治大学经济系学习。
留学期间，与进步同学武新宇、甄华、
姚弟鸿、李仰邺等人一起，一面刻苦攻
读，接受新的思想和知识，一面积极从
事爱国救亡运动。他曾担任“山西留
日同乡会”总务，主持编辑同乡会刊物

《文化》和校友会刊物《学术界》，积极
宣传进步思想。发往国内的刊物，曾
一 度 被 北 平 国 民 党 当 局 全 部 收 缴 。
1935 年爆发“一二· 九”运动，东京成
立“中华留日学生联合会”，与北京学
联携手，他被推选为学联三个常务之
一，并主编该会的《学联半月刊》。他
以犀利的笔锋，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
宣传抗日救国。

1937 年 4 月，段云学成回国。他回绝了山西大学
的工作邀请和优厚待遇，返回家乡蒲县参加牺盟会，积
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斗争中。

“七七事变”爆发，他立即在全县奔走呼号，动员青
年, 搜集枪支，并毅然拿出家中的全部积蓄购买武器，
组织起蒲县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自卫总队，并担任总
队指导员。

1938年 2月，段云与续范亭主任在吉县相遇，并随
续将军到晋西北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工作，任
宣传部编辑科长。这个时期, 他主编总会的《战地动
员》半月刊，先后发表了有关合理负担、减租清债以及
有关战时经济政策等方面的文章，并经常写很多对敌
军的宣传文章。在战动总会这个革命组织中，他献身
于民族解放事业，发挥了一个进步青年的作用，同时得
到党的培养，经受了艰苦斗争的考验，于 1938年 7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上半年，段云受中共南汉宸委派，以民革通
讯社晋西北分社负责人的名义，随续范亭主任赴陕西
宜 川 ，参 加 阎 锡 山 召 集 的 军 政 高 级 会 议（“ 秋 林 会

议”）。阎锡山公开破坏统一战线，在山西掀起反共高
潮，强令撤销战动总会。

段云困境受命，带领宣传部的同志继续留在晋西
北，编印总会的工作汇编《战地总动员》，同时负责总会
的整个留守和收容工作。此汇编分上下两册，70余万
字，全部用铁笔蜡纸刻写油印而成，其中一部分就是他
亲自刻写的，共编印 300余部，报送延安并分送战区各
县。原计划编印完后, 段云带领 60多位同志最后一批
撤至晋察冀边区。可印制发行刚结束就接到组织通
知，要他直接赴延安中央党报委员会工作。他自告奋
勇，要求带队先把同志们送过封锁线，再去延安。不巧
在晋察冀边区赶上日寇冬季“扫荡”，组织决定他随中
共北方分局机关，在冀西开展游击战，连续“反扫荡”。
1940年元月，中央电令 120师从冀中挥师晋西北，他又
随贺龙、关向应部重返这片土地。根据党组织安排，他
继续留在晋西北工作，并被派到续范亭将军身边，任新
军总指挥部秘书。在新军的几个月内，他一直跟随续
范亭将军，每天工作、生活在一起，续范亭的品德、学
行，对他感陶甚深。

用犀利笔锋宣传救国

在续范亭将军身边工作

战士李树枝战士李树枝：“：“疙狸疙狸””窝找粮窝找粮
□ 本报记者 温元元 搜集整理

为边区经济趟出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