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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水县党史和组织史上，1938 年 4 月成立于

交城山米家庄的文水县抗日民主政府，是一个值得

学习研究的范例。

该政府成立之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文水，

内忧外患，民生凋敝的危难之际。山西党组织贯彻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通过

向阎锡山政权推荐，成立了以顾永田为第一任县长的

文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到 1940年 1月顾永田任晋西

北第八专署专员后，文水县政府随之重组。以顾永田

为县长的文水县抗日民主政府，从成立到改任不到两

年时间。但是，它为文水人民建立了铭载史册的历史

功绩；为在这块土地上进行抗日斗争的伟大民族动

员，唤起民众、赢得民心、打开了全新的局面。

县抗日民主政府派出工作团分赴全县四个区，

宣传贯彻我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对旧政权进行

改造，建立区村抗日民主政权。短时间内，抗日烽火

在文水燃烧起来，17万民众积极响应民主政府的号

召，纷纷投入到支前抗战的行列。从几组数据可以

看到当时形势的转折：1938年，为支援部队需要，在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征集军鞋 3千双，袜子 4千

双。这一年仅战动总会三支队就在文水扩兵 1千多

人。1939年，汾河沿岸 30多个村庄送往根据地粮食

30 多万斤。仅暂一师 36 团在文水扩兵 1500 多人。

1940 年又向根据地送粮近 68.9 万斤，布料 1283 匹，

军鞋 1万余双。

县抗日民主政府抓住直接影响当地民生的两个

关键点，大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一是水利。文水

一直是一个以河水灌溉为主的农业县。但是由于水

规不合理，加之河道失修，治理不力，严重制约农业

经济。为了保障用水新规的落实，县政府严厉惩治

依仗权势抢水用水的水霸，坚决制止“水宴”“水礼”

“水争”等霸道规则和不良风气。同时，顾县长登门

聘请爱国志士李袖清出任水利局长，各村由群众推

举水利委员管理水事。1938 年、1939 年冬闲季节，

县政府以“流通券”作资金，发动群众挖渠筑坝，疏浚

河道，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水利改造。在汾河上修筑

了“天义堰”和“天德堰”，修复支渠干渠。为确保工

程安全进展，县政府在沿岸还专门派遣了武装保

卫。水利事业的改善，很快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仅 1938 年一年，全县增产粮食 20 万石（每石 140 市斤），人均增产粮

食一石多。二是金融。县政府成立后，发行了“文水地方金融流通

券”。为贫困农民还债、清欠、回赎土地、借代购置农具等提供了条

件。为确保“流通券”的实施，县政府作出“流通券”用地亩担保的规

定，一元“流通券”相当于一块银元，每亩农田担保一元。同时严令

“流通券”市面流通，坚决打击不法分子。“流通券”的实施，推动了地

方经济的发展，抵制了阎锡山政权蓄意制造的封锁和摩擦，支援了根

据地建设。当时，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的民谣：“顾县长真能干，组织

发放流通券，打坝修渠都顶用，还债赎地起作用。”

县政府设立教育科，组成“流动教育团”，在全县各学校进行教育

视导，并且利用寒暑假期集训小学教师。任命中共党员李生华为“流

动教育团”团长，并逐村整顿乡村小学。使学校不仅成为吸收广大农

民子女入学的课堂，而且成为组织民众接受抗日宣传的场所。同时，

全县组织编印新“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抗日课本，向学生和

民众灌输抗日爱国思想，抵制奴化教育。从 1938年到 1940年，全县

共办起初级小学 170所，高级小学 2所，入学儿童达到 2.5万人。在青

年学生中，尤以为贺龙中学输送的人才最有代表性。1945年 9月，贺

龙指挥攻克文水城后，带领大批学生参加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随

营学校，成为贺龙中学的前身。这些被贺龙视为“宝贝疙瘩”的青年，

之后多数成为革命队伍中当时稀缺的文化人才。

县政府扩充队伍，打击日寇。早在 1937年 9月，山西牺盟会和战

动总会就在文水组建了晋中平川第一支抗日游击队。随着斗争形势

的发展，这支队伍已整编为战动总会晋西游击第一路纵队三支队（俗

称三支队），该支队在我党领导下，驰骋晋中平川，开展敌后斗争。县

政府组建的游击支队（俗称县大队），以工卫纵队调派的警卫队为基

础，逐步进行整编扩充。支队长由政府秘书彭敏兼任。随着工作的

深入和群众的发动，游击队日渐壮大。首先将战动总会之前派到文

水的 120 师连长周文彬在文水南庄一带组织的游击队，进行合编。

接着将开栅田恕游击队，下曲张受录游击队进行整编。同时动员招

募当地进步青年加入队伍。到 1938年 7月，文水游击队已发展到 700
多人。随着武装力量的发展，对日作战的攻势先后展开。1938 年 8
月，经县政府与驻文水“牺盟晋中办事处”策划，县游击支队配合工卫

纵队、保安一支队、120师四支队，动员组织云周西附近村庄数百人参

加，夜袭祁县东关日军纱厂。这次联合行动，不仅破除了“日本人不

可战胜”的神话，大大振奋民心，同时夺回一定数量的布匹、线毯，解

决了当地武装的被服供给。同年 9 月，游击支队与工卫纵队三路阻

击，击退日军出动装甲车、骑兵百余人突袭顾县长云周西驻地的张狂

行动。紧接着游击队袭击文水县城，截获鬼子运输物资，对盘踞县城

的日军构成威胁。1939年，县游击支队配合当地驻军，又在南安镇、

东庄村、北胡家堡等地，对日军展开阻击战，破袭战，围歼战。1939年

3月的北胡家堡战斗，以抗日力量不足 2千人对付日军 5千余人，在敌

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以我方伤亡 650多人，毙伤敌人 2千余人的战

绩结束战斗，成为晋中平川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从此日军的嚣张

气焰受到沉重打击，全县军民抗日士气空前高涨。

本报讯 5月 31日，由文水县副县长武英 带队，文水县组织部

分民营企业家在西安交通大学参加吕梁市民营企业家转型创新素质

提升高级研修班。

据了解，参加此次研修班是文水县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引深“我为

群众办实事”，进一步提升民营企业家整体素质，加快文水经济转型创

新发展步伐的具体举措。参加培训企业包括铸造、化工、白酒、环保、

建材、机械装备等重点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培训为期五天，课程以

课堂面授为主，辅以实地考察、案例讨论等形式，重点开设解读“十四

五”规划、新基建与 5G+产业、资本市场分析与金融风险防控等课程。

研修学习期间，武英 还拜会了吕梁西安商会，看望了在西安创

业的文水籍企业家，向大家介绍了文水县 5月 20日在太原举行招商引

资推介会的有关情况，着力打好工业、农业、文旅业“三张牌”，加大招

商引资、招才引智力度，即擦亮文水经济开发区名片，打造工业经济集

群发展新高地；打响“吕梁农谷”金字招牌，放大农业功能食品新优

势；树立践行“两山”理论样板，建设一流的人文生态旅游目的地。希

望在外创业者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家乡发展，以更广的视角、更宽的眼

界、更大的气魄在招商引资方面多做努力，真正把好项目大项目介绍

给家乡文水，推动文水县域经济高质量高速度发展。 （席雪涛）

初夏的古城西安，处处夏意浓浓热烈

奔放，我们在老人的女儿刘晓莉、女婿张坚

的热情接待下来到家中，见到刘连生爱人

——86 岁的王引老人，熟悉的家乡口音顿

时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一生从事教师的她

精神矍铄，十分健谈：老头子生前不爱说他

以前的事，在我们家人印象中，他从一个农

民的儿子成长为人民解放军干部，始终不

忘党的教育培养恩，一生坚持实事求是，生

活俭朴，严于律己，和所有的老党员老革命

一样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身

体力行引导教育子女弘扬革命好思想，好

传统，好作风，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

少小虽贫苦却有革命志

1928 年，刘连生出生于文水县上河头

村一户贫农家庭。父亲在一家粮店当伙

计，做工送货、筛谷簸粮是行家好手，母亲

勤快善良、心灵手巧，裁衣缝补干家务整洁

利落。家里贫寒但处处收拾得干干净净，

父母潜移默化影响着孩子们成长。家里兄

弟姐妹 9人，刘连生排行老三，那年代没房

子住，他就住在村里李家祠堂。

解放战争中，地处晋中平川与吕梁山

脉连接地的文水属晋绥八分区管辖。晋绥

是延安的屏障，文水又是八分区的前哨。

1946年 10月，我驻文水主力部队根据毛主

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

部署，调往晋西南作战。上河头村受八分

区进步思想影响，群众基础好。此时，村里

部分青年积极参加革命。12月，刘连生和

本村的李春柱（小名二毛毛）在父母的鼓励

下和革命同志的带动下，参加驻文水的我

方部队，从此离开家乡、告别父母和兄弟姐

妹，走上了革命生涯。

1947 年 4 月，刘连生担任了二纵独立

四旅十团一营营部通讯员。第二纵队的独

立第四旅隶属西北野战兵团，是非常能打

的部队，虽然是主力，但不是老部队，而是

由地方武装整编过来的野战军主力，旅长

是顿星云将军，曾是贺龙军团长的警卫副

官，有着“贺龙手下有个赵子龙”的美称。

独立四旅的精神和战绩让他更加坚定了永

远跟党走的信念。

撵上了大部队再不掉队

1947 年，有段时间在中条山白天晚上

都在行军，并随时投入战斗，没有一丝休息

的空儿。年纪不大的他走得太累了，路上

竟然睡着了。醒来后发现部队走远了，就

剩下他一人。“决不能当逃兵，决不能给独

立四旅丢脸。”慌乱中他镇定了下来：循着

痕迹快跑肯定能撵上大部队。有了这个信

念，刘连生拼了命赶路，终于撵上了队伍归

了队。“从此以后，再累再困我也不再合一

下眼。”王引老人想起丈夫当年的话就很佩

服，“他说到做到，当兵就不能掉队。”

在中条山时刘连生曾害上疥疮，皮肤

剧烈瘙痒，晚上尤为明显，无法忍受。作为

通讯员，很多情况就是随时传达首长和上

级的命令，得时刻跑着传达。走到村里，老

乡们帮着弄点花椒豆腐配成草药，稍微涂

抹一下，减轻瘙痒继续工作。“尽管他又瘦

又小，身上还带着疥疮，却没有落下一次任

务，都能保证完成。”王引老人回忆起老伴，

充满了敬佩和自豪。

失去同乡战友成一生的痛

刘连生参加了保卫延安的几次战役。

其中就有沙家店战役和蟠龙战役。1947年

8月，彭德怀司令员指挥西北野战军在沙家

店腰斩胡宗南的主力第 36 师，当时，毛泽

东主席就在离沙家店不足 30 里的梁家岔

指挥作战。20日拂晓，沙家店战斗全面打

响。教导旅和新编第四旅把企图向西救援

的一二三旅包围在常高山附近并展开攻

击，至此，国民党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部及两

个整编旅被西野在两地团团包围。西北野

战军指战员

情 绪 激 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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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战斗中，独立第四旅在顿星云将军

的指挥下表现特别突出。这是刘连生一生

都难忘的战斗。而蟠龙战役却带给他一生

的痛苦。蟠龙战役中，西北野战部队对蟠

龙守军突然发起攻击，24时内攻克蟠龙镇，

全歼守军 6700余人。在蟠龙战斗中，敌人

凭借外围高地和坚固工事抗击，曾把一个

村的村口封住，和刘连生一块儿从上河头

村出来的李春柱（小名二毛毛）在突围时不

幸牺牲。“老头子最终冲出来保住了性命。

他当年最牵挂的就是本村一块儿走出来的

二毛毛，好好的人说没就没了……”王引老

人想起老头子当年的讲述，难掩内心伤感，

不住地抹泪。

1948年，刘连生还参加了 2军 4师 1团

的连洪镇战斗和西虎战役；参加了解放大西

北的战役并随部队进军新疆。先后荣立二

等功 1次，三等功 1次；三等工作模范 1次。

同年 12月担任四师司令部任警卫员。1949
年 11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张思德是对标的楷模

在刘连生入伍后的职历中有这样的三

处记载：1948年 12月——1953年 3月的履

职证明人一栏中，赫然标注着“杨秀山”的

名字，但他生前却很少谈起这段经历。他

当通讯员直接服务的首长就是我们熟知的

共和国开国中将杨秀山，曾任晋绥野战军

独立第四旅政治委员、第二纵队独立第四

旅政治委员，独立第四旅政治委员代理旅

长，率部转战大西北，先后参加中阳、青化

砭、羊马河、蟠龙、陇东、榆林、沙家店、宜

川、运城、瓦子街、宝鸡、永丰、荔北、扶眉和

河西等战役战斗。新华社记者杜鹏程长篇

小说《保卫延安》介绍的就是第四师在解放

战争时期的一个战斗场面，其中原独四旅

旅长陈兴允就是顿星云，政委杨克文就是

杨秀山的原型。服务“大首长”的经历他后

来几乎很少提及。1951 年 1 月，他随首长

赴南京军事学院任警卫排长，圆满完成警

卫任务后返回原部队，继续从事战备和部

队建设工作。在刘连生的心里，只有好好

工作才是对首长的敬重。

从普通战士到通讯员、警卫员，刘连生

传承了母亲的干净利落和父亲诚恳实在的

家风，加上人勤快从不多言多语，受到首长

的肯定。据女婿张坚介绍，岳父一生学习的

榜样就是共产主义战士张思德。张思德曾

经担任过中央警备团警备班长和毛泽东的

卫士。1944年 9月 5日，张思德带领战士们

在陕北安塞县执行烧炭任务时，即将挖成的

窑洞突然塌方，他奋力把战友推出洞去，自

己却被埋在窑洞中，牺牲时年仅 29岁。张

思德牺牲后，中央机关和中央警卫团在延安

枣园沟口的操场上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

参加了追悼会，亲笔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

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并发表

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高度赞扬了张思德

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境界和革命精

神。张思德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

范。家人说他一辈子学习张思德为人民服

务，干一行爱一行，坚持实事求是，生活俭朴

严于律己，对升迁上没任何要求，党的宗旨

和信仰在平凡工作岗位熠熠生辉。

1952 年，在陕西军区干校四队和军区

第一速成小学、第一速成中学学习时，他勤

学苦练细心钻研，曾多次立功受奖，由入伍

时的一字不识到学习成绩优异，被同志们

一 致 评 为

“功模”。立

功 材 料 上 有

这 样 的 记

录 ：…… 刘

连 生 同 志 还

能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体 贴 和

帮 助 别 人 。

如 他 经 常 打

扫 寝 室 、饭

场 的 地 段 ，

出 公 差 、勤

务 等 抢 着 多

干 活 ，给 同

志 们 多 腾 出

些 时 间 让 大

家学习。不但如此，他每月总要拿出自己

的两条肥皂，帮助同志们洗被单衣服等，他

在组里的威望也相当高，在他的影响下，他

们组的学习、工作、公差、勤务和团结各方

面都走在前列……

在文水老家养成爱干净的习惯一直陪

伴了他一生。不管到那个单位工作，都主

动打扫办公室，早早到岗提水、打开水，清

理卫生间。直到老年时住干休所，楼道和

卫生间亲自收拾得干干净净。

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一

直鼓励着他。工作后，不管是在长安兵役

局任助理员、长安县武装部任助理员、训练

科副科长、组织科科长，还是在任西安军分

区司令部作训科科长、西安碑林区武装部

副部长等，每个基层他都要跑到，了解基层

真实情况，向上级首长及时反映做科学决

策。“在长安县武装部，一度时期只有一辆

旧自行车，他会让给其他老同志，自己步行

下基层，当时西安市周围东边北边都是长

安县管辖，比现在的长安区范围大得多，上

山下乡没交通工具只能步行……他的工作

作风就是想到脚到自己看到。他就是爱干

实事，不谋着当官，1981年离休时才是个正

团职。”王引老人平和深情地谈着丈夫的往

事。

总是聚少离多愧对家人

刘连生工作忙，总是聚少离多。1957
年，妻子王引随军来到了长安，后一直在学

校任教直到退休。她平时呆在学校，即使

放了假也很少相聚，因为丈夫的工作照常

不误。有一年放假，本来可以相聚，但赶上

学校发生流感，两口子商量后，他还是告诉

妻子留在学校，一来可以帮着学校做点事，

二来能降低流感风险。1990年妻子王引从

教师岗位休息后，刘连生在家帮忙老伴做

好多家务，就像当年的当通讯员一样干净

利落，无声无息地表达对家的亏欠之意。

女儿刘晓莉 16岁参军，学着父亲的样

子走进军旅，在她的印象中，父亲总是兢兢

业业，对邻居对战友经常帮忙，很有亲和

力。儿子在西安市公交公司长安分公司工

作，他说，父亲教育孩子不惹事不打架，他

下乡组织民兵打靶，带回家弹壳就是父亲

给自己的礼物。可惜由于眼晴不太好，没

当成像父亲一样的兵，成为刘立斌的遗

憾。小女儿刘晓军在父亲母亲的影响下考

入大学，现在是一所大学的教授。女婿张

坚对老岳父感情很深：老人从不浪费从不

讲排场，很和蔼，我 21岁就来到家，40年了

一直把我当亲儿子对待。记得有一次战友

相聚，喝了点酒打了个小牌，在别人看起来

这不算什么，可是岳父却严励批评我，说部

队是有纪律的，任何人不能违反，这种现象

以后不能再出现。张坚很孝顺两位老人，

2017年新房刚盖好，就接来岳父岳母居住，

还为老人购置了自动床，方便起居。

自从走上革命道路，特殊的年代，回家

看看就成了一种奢望。刘连生离开家乡后

回老家的次数很少。母亲去世时，因工作忙

没回去送老人一程，他内疚了多年。当时工

资很低，他省吃俭用攒够 30元就寄回家，再

困难也要攒够寄回去，算是一点补偿。刘连

生喜欢家乡的老陈醋，爱吃黄米油糕和面

条，病危时还想着吃面条。2004年，他和家

人回文水老家，带回老家亲戚送的“揭篦儿”

（文水方言，意思是用高粱穗下端细长无节

的部分扎成的摆放饺子和油糕专用的器

物），每到包饺子时，老人都会拿出来摆用，

成为对家乡的一种朴素的念想。王引老人

讲述时，笑着笑着就流出了眼泪……

刘连生在 2018 年 5 月 2 日去世，走时

念叨：想回老家看看，想回老家……

家国紧相连，忠孝两难全。刘连生等

许许多多的老革命就是我们党的一面面旗

帜，不管时代如何发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初心宗旨不会忘记，共产党人的革命

本色不会改变，红色就是我们新时代祖国

最亮的色！

回家的路有多长，一边连着儿女，一边

连着爹娘……

文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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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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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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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水县组织民营企业家赴
西安交通大学参加高级研修班

刘连生：初心信仰如磐 革命本色不变
□ 马智勇 席雪涛

好友席雪涛曾谈起文水上河头村三老

舅——刘连生参加革命的故事，觉得这位老

革命平凡实在但人格魅力引人。“回家的路

有多长，一边连着儿女，一边连着爹娘……”

老人在 2018 年去世时一直念叨：想回老家

看看，想回老家……令人心酸。本来约好和

专注于家乡革命资料整理收集的刘五一先

生一起赴西安搜集采访，但一直未能成行。

5月 30日，决定和席雪涛拜访老舅的老伴儿

（三老妗）及家人，在党的 100 华诞来临之

际，终于了却了一桩心愿。

写在前面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