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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日 战 争 时 期 ，曾

任文水县抗日政府县长

的顾永田被文水人民誉

为“人民的好县长”。这

个称誉从抗日战争传颂

至今，人口皆碑，英名永

存。

顾 永 田（1916 年 -
1940 年），江 苏 铜 山 县

西 朱 家 村 人 。 少 年 时

在 徐 州 第 一 高 小 和 铜

山 师 范 学 校 读 书 。

1935 年“ 一 二 九 ”运 动

后 ，成 为 徐 州 学 生 抗 日 救 亡 团 体 的 领 导 人 之 一 。

1937 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赴延安学习。同年

从延安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工作，任牺盟总会执

行委员和太原市二区牺盟会特派员。山西工人武装

自卫总队（工卫队）成立后，先后任连指导员、大队教

导员。1938 年 4 月任文水县抗日政府县长。1940 年

1 月 12 日被公选为晋西北行政公署八专署专员。同

年 2 月 21 日，在交城县田家沟伏击日军的战斗中壮

烈牺牲，时年 24 岁。

1940 年 2 月 21 日，在进山“扫荡”的 1000 余日军

回窜时，顾永田专员亲率一营兵力，在交城山田家沟

村附近设伏。战斗中原计划放头打尾，但因匆忙，实

施中却打了头，敌后续部队趁机从村后包抄下来，形

势对我不利。在敌众我寡危急形势下，二十二团团

长、原文水抗日县政府秘书彭敏同志劝他赶快撤离，

但他身先士卒誓与战士同生死，继续顽强战斗，奋勇

杀敌。拼杀中，他腹部中弹七、八处，在生命垂危之

际，他命令警卫员韩锦华，赶快把他的文件包拿走，决

不能让党的文件和资料落入敌手，韩锦华同志在头部

受伤的情况下，忍痛含泪用积雪和柴禾掩埋住顾专员

的尸体，背上顾专员的文件包，与敌友们一起突出敌

人的包围。这次战斗虽然毙敌 80 多人，但是我军也

阵亡百余人。特别是顾永田同志的牺牲，指战员们个

个痛哭不已。

民族精英，虽死犹生。2月 22日，八专区党政军民

为顾永田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并在田家沟山

坡上为其立了墓碑。碑文是：“巨星陨落兮，震惊西北；

传来噩耗兮，大地哀伤。君为民族自由而战死，君为祖

国生存而残伤。革命阵营丧失了青年领袖，日本军阀

夺去我社会栋梁。此仇必报兮，誓除日寇；君之大业

兮，吾等承担。祝君安息兮，吕梁山畔；一杯黄土兮，万

古馨香。史册留芳兮，忠贤宇宙；牺牲壮烈兮，为我民

族之荣光。”

李有年 1919年

出生在兴县廿里铺

村一个贫苦的农民

家庭。11岁就给地

主 揽 工 放 羊 ，一 家

人 过 着 食 不 饱 肚 、

衣 不 遮 体 的 生 活 。

1937 年，在中共地

下党员刘候仁的教

育影响下，李有年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有了自己的追求。1939
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上了廿里铺行政村的第一任民兵中队

长。1941 年 9 月，日本侵略军“扫荡”，路经廿里铺村，将李有年

的父亲当胸一枪打死，烧毁房屋 30多间，杀害百姓 13人。

国难家仇集于一身的李有年，把所有的心思和浑身的劲头

都用在了消灭日寇和保家为民的伟大事业上。有一天，李有年

从边区武委会领回 10 个地雷，他心里琢磨，10 个地雷能抵多大

事？于是他找到当时有一定文化程度的王来喜商量，从解剖地

雷、手榴弹入手，花了很多功夫与心思去研究，经过多次琢磨、反

复改进，土法制作地雷终于研制成功。

1943年秋，驻守在岚县的日本鬼子又来“扫荡”。一天傍晚，

120师侦察员配合李有年率领的十几个民兵，在通往敌人据点的大

道上埋下 310多颗踏雷，上面撒上干土和羊粪，并在村里的路口、门

口和门顶上或埋或挂了不少地雷，将群众及粮食、牲畜都转移了出

去，只留下一个布有地雷阵的空村子。次日天刚亮，300多日军顺

着公路向兴县方向扑来。说也怪，这次敌人出动，前面有工兵一路

探雷，发现可疑的地方，就用石灰画上圆圈，结果，路上、门口划了许

多白灰圈，连一个地雷也没响，鬼子兵惧怕进村吃亏，于是就直扑县

城。廿里铺村是兴岚公路上的“咽喉”所在，把好这一关口对防御敌

人的突然袭击，保卫晋绥边区首脑机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

此，县委及一区区委给李有年和他带领的民兵们的任务是负责瞭

望、传递信息和地雷阻击来犯之敌。李有年把瞭望哨放到廿里铺，

结果日军被李有年拉响的连环雷炸死炸伤27人。

1944年，李有年带领民兵凭借手中的“土武器”，多次同敌人

英勇作战，取得了驰名边区的大胜利，“地雷大王”的诨名和他的

事迹也从此在晋绥根据地传开了，当年他光荣地出席了晋绥边

区第四届群英会，被授予“民兵爆炸英雄”称号，荣获了一面锦

旗、一支“七九”步枪、500发子弹的奖励。1946年 7月，他还被边

区评为“一等参战模范”。

蒋 三 ，原 名 叫

蒋 万 寿 ，在 弟 兄 中

排 行 第 三 ，人 们 都

叫他蒋三，1913 年

出生在汾阳县唐兴

庄村。

1938 年 初 ，日

军 侵 占 汾 阳 后 ，26
岁的蒋三目睹日寇

暴行，愤恨难平，参加了县游击大队，带领游击队员在汾阳、文水

和平遥一带，埋地雷、撬铁道、剪电线、伏击小股敌人，狠狠地打

击日本鬼子。

在汾阳城东一带，有三个死心塌地给鬼子充当走狗的狗

汉奸，民众称他们为“三根筋”。有一天，蒋三写了一封密信，

内称：“……三同志，最近搞出的三箱子弹和八支步枪，已经安

全收到，我代表平川游击队表示谢意，望你们注意隐蔽，多为

抗日救亡做贡献！”署名是蒋三。几天以后，这封信转送到日

军 山 口 司 令 的 桌 子 上 ，过 了 几 天 ，蒋 三 又 写 了 第 二 封 密 信 ：

“……三同志，前去一信，想已收到。今接上级指示，需要尽快

摸清鬼子大营盘的兵力和布防情况……”这封信当然也很快

被 日 军“ 查 获 ”。 山 口 气 得 暴 跳 如 雷 ，当 即 下 令 ，把 这“ 三 根

筋”给刀劈了。

1941 年 4 月的一天，游击队侦察到汉奸地头蛇王林甫晚上

在裴会镇的六合园饭店玩乐，便决定虎穴锄奸。当天傍晚，蒋

三带领游击队员摸进“六合园”饭店，戳开窗户纸往里看，只见

王林甫正和一帮汉奸吆五喝六，玩得忘乎所以。蒋三将门一脚

踢开，冲入屋内，大喊一声“不许动”。一帮汉奸望着黑洞洞的

枪口，都吓得跪下来求饶“三爷爷饶命，三爷爷饶命”。狡猾的

王林甫扑向桌子想吹灭蜡烛，蒋三眼疾手快，抬手一枪，打死了

王林甫。

蒋三神出鬼没，痛击日伪军，令敌人很恼火，1942年 7月 18
日黎明，一股日伪军偷偷地窜进唐兴庄，控制了村中的制高点和

交通要道。这天上午，蒋三骑自行车从汾阳城回唐兴庄执行任

务，刚走到村口，就发现了埋伏的日伪军。蒋三回头就走，敌人

在后穷追不舍，枪声四起。蒋三临危不惧，边走边打，不幸腿部

中弹，只好扔掉车子，爬进土堰下的瓜田里，沉着应战。敌人远

远地围着他，叫嚣着让他投降。蒋三知道自己这次走不了了，便

轻蔑地望着敌人，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年仅

30岁。

蒋三虽然壮烈牺牲了，但是他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却如同

扑不灭的火焰，在吕梁大地上越燃越旺。著名作家马烽以蒋三

为原型，创作了电影《扑不灭的火焰》。

雷 步 选 ，

1921 年 出 生 ，离

石 城 内 人 ，1941
年 3 月加入中国

共 产 党 。 抗 战

时 期 历 任 小 神

头 乡 青 委 书 记 、

民 兵 中 队 长 、抗

日 村 长 ，他 机 智

勇 敢 ，率 领 民 兵

多次出色完成了扰敌、袭敌任务。1944 年 12 月在晋

绥边区第四届群英会被授予“晋绥边区甲等民兵英

雄”称号。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6岁的雷步选参加了

民兵，积极投身于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1941年起担

任小神头乡民兵中队长、抗日村长。

1943 年 2 月，日伪军 100 多人进驻离东县归化村，

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当地老百姓造成了很

大的伤害。有一次，日本兵又出来抢走了老百姓的两

群羊和十几头耕牛，雷步选得到情报后，立即组织了十

几位民兵前往归化村，跟敌人展开了斗争。由于当时

敌人对地形不是很熟悉，又遇上了誓死要帮老百姓夺

回牛羊的民兵，便舍弃了抢来的牛羊逃回了碉堡中。

这次战斗民兵毫发无损，还击毙了日军 3人。老百姓都

高兴地夸“还是老雷和民兵好”。一年多的时间里，他

带领民兵与敌人先后作战 17 次，击毙日军 20多人、伪

军 8 人，日军在他们的有力打击下只能狼狈撤离归化

村。

1944 年，日军要在离东县境内的崖窑湾扫荡，雷

步选得知情报立即带领 100 名民兵赶往崖窑湾村与

该 村 民 兵 接 上 头 ，他 们 准 备 占 领 山 头 ，抢 占 有 利 地

形，不料山头早已被敌人所占。被敌人发现后，他们

立即撤退，由于当时枪支紧缺，他就把自己的枪给了

身边的民兵，只拿了两个手榴弹，随时准备和敌人拼

命。敌人发现他们后立即开枪射击追赶，他指挥其

他民兵迅速撤离，自己在往山下跑的路上发现了一

株圆形小树，繁茂的树枝树叶挡住了整个树干，他机

智地爬上去隐蔽起来。敌人在树林里搜寻了一天一

夜，还不时用机枪扫射，但始终没抓不到人，只好灰

溜溜地走了。

1944年夏收时节，日军在离东一带到处抢粮，雷步

选得知后带领民兵在日军出入的道路上埋设了地雷。

他亲自在日军经常出入的路上埋下一颗 60斤重的大地

雷，日军先头部队在强割群众麦子时绕道而行，但在返

回的路上踩响了地雷，一下炸死了五六个日军，其中还

有一个小队长。此后日军再也不敢来肆意抢粮了，雷

步选因此被大家誉为“地雷大王”。1944年 12月，他光

荣地出席了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会，被授予“晋绥边区

甲等民兵英雄”称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雷步选先后任离石县小

神头乡党委书记、离石县驻榆次专区合作办事处副科

长、离石县小神头乡党委书记、离石牧场场长等职。职

位不断变化，但他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敢于斗争的优

良品质始终没有变。

2007年 12月 18日，雷步选带着对亲人、对事业、对

吕梁这片热土的无限眷恋永远地走了。雷步选走了，

但他的精神和功绩永存，就像巍巍吕梁山一样伫立在

人们心中，吕梁父老乡亲将永远怀念他！

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晋西北抗日晋西北抗日

民主政府遵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民主政府遵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

政策政策，，把地方士绅作为统战工作把地方士绅作为统战工作

的重要对象之一的重要对象之一，，在各级政权中在各级政权中

坚持坚持““三三制三三制””原则原则。。以牛友兰为以牛友兰为

代表的兴县士绅主动积极地响应代表的兴县士绅主动积极地响应

党的号召党的号召，，投身于根据地各项建投身于根据地各项建

设事业设事业，，在根据地政权建设和经在根据地政权建设和经

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牛 友 兰牛 友 兰 ，，名 照 芝名 照 芝（（18831883--
19481948），），兴县蔡家崖人兴县蔡家崖人，，晋西北富晋西北富

绅绅。。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毁家他毁家

纾难纾难，，支援抗日战争支援抗日战争，，先后拿出先后拿出

35003500多元白银多元白银，，150150多石粮食多石粮食，，支援八路军和新军抗击日寇支援八路军和新军抗击日寇。。同同

时时，，在兴县城关创办了产销合作社在兴县城关创办了产销合作社，，随后发展成晋西北纺织厂随后发展成晋西北纺织厂，，

担任经理担任经理，，为晋西北军民解决穿衣吃饭问题为晋西北军民解决穿衣吃饭问题。。同时同时，，把自己的子把自己的子

女和直系亲属都送到延安学习女和直系亲属都送到延安学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从抗日战争开始从抗日战争开始，，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牛友兰先后为国捐牛友兰先后为国捐

资资 35003500 元白银元白银，，捐粮捐粮 150150 多石多石（（一石相当一石相当 300300 斤斤），），捐献棉花捐献棉花、、布布

匹匹、、肥皂肥皂、、毛巾等各种生活用品不计其数毛巾等各种生活用品不计其数。。19371937年冬年冬，，牛友兰分牛友兰分

家时家时，，所得资产不过所得资产不过 55万银圆万银圆（（包括房产包括房产、、土地在内土地在内），），在抗日战争在抗日战争

时期时期，，牛友兰几乎将自己的全部家当拿出牛友兰几乎将自己的全部家当拿出，，支援了抗日救亡运支援了抗日救亡运

动动。。这种倾家荡产这种倾家荡产，，为国捐资为国捐资，，无私奉献的精神无私奉献的精神，，给晋西北军民给晋西北军民

留下极深的印象留下极深的印象。。至今至今，，人们谈论起晋西北的抗日战争来人们谈论起晋西北的抗日战争来，，都都

说说：“：“牛友兰给我们的支持是巨大的牛友兰给我们的支持是巨大的。”。”

抗战初期抗战初期，，晋西北地区交通闭塞晋西北地区交通闭塞，，四面受敌四面受敌，，加上敌人的经加上敌人的经

济封锁济封锁，，晋西北军民在生产生活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晋西北军民在生产生活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兴县县兴县县

长张干丞委托牛友兰先生在长张干丞委托牛友兰先生在““复伏永复伏永””商店的基础上商店的基础上，，创办产销创办产销

合作社合作社。。牛友兰欣然领命牛友兰欣然领命，，自己拿出一万元白银作为产销合作自己拿出一万元白银作为产销合作

社的资金社的资金。。产销合作社创办以后产销合作社创办以后，，分设了营业部和生产部分设了营业部和生产部。。营营

业部主要经销晋西北军民急用的土布业部主要经销晋西北军民急用的土布、、棉花棉花、、食盐食盐、、煤油等土特煤油等土特

产品产品；；生产部主要是组织群众开展纺花织布生产部主要是组织群众开展纺花织布，，后来发展成蔚汾纺后来发展成蔚汾纺

织厂织厂。。19401940年年，，蔚汾纺织厂改名为晋西北纺织厂蔚汾纺织厂改名为晋西北纺织厂，，由晋西北行政由晋西北行政

公署建设处直接领导公署建设处直接领导，，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为了办好纺织厂为了办好纺织厂，，

牛友兰派人至延安难民工厂学习纺织技术牛友兰派人至延安难民工厂学习纺织技术；；从延安购回畜力弹从延安购回畜力弹

花机花机，，更新了部分纺织设备更新了部分纺织设备，，扩大了生产范围扩大了生产范围，，后来发展成晋西后来发展成晋西

北最大的纺织厂北最大的纺织厂。。

牛友兰先生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牛友兰先生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

使他深刻地认识到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救中国。。于是他把一于是他把一

切希望寄托在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其他抗日武装部队身切希望寄托在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其他抗日武装部队身

上上。。19381938年至年至 19421942年年，，牛友兰先后将把自己的牛友兰先后将把自己的 99个子女亲手送个子女亲手送

到革命阵营到革命阵营，，让他们走上了为全人类解放而奋斗的康庄大道让他们走上了为全人类解放而奋斗的康庄大道。。

除此以外除此以外，，牛友兰还把他的侄儿牛荫越牛友兰还把他的侄儿牛荫越、、侄孙女牛荫芝侄孙女牛荫芝、、牛联牛联

相相、、牛番秀先后保送到革命队伍牛番秀先后保送到革命队伍，，参加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参加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

动动。。

地雷大王李有年地雷大王李有年：：

自制地雷自制地雷 抗击敌寇抗击敌寇

抗日英雄蒋三抗日英雄蒋三：：

扑不灭的火焰扑不灭的火焰

开明士绅牛友兰开明士绅牛友兰：：

捐献巨资捐献巨资 支持抗日救亡运动支持抗日救亡运动

抗战草根英雄雷步选抗战草根英雄雷步选：：

一心向党一心向党 一生奉献一生奉献

抗日县长顾永田抗日县长顾永田：：

民族精英民族精英 虽死犹生虽死犹生

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

7 月 7 日是“七七”抗战纪念日，是为纪念国耻“七七”事变而设
立。历史昭示，没有强大的国家，民族就难逃任人宰割的命运。我
们除了勿忘国耻，铭记历史外，也应该怀念那些不顾生死为保卫河
山浴血奋战，奏响反抗侵略的人民英雄。在全民族抗战全面爆发 86
周年之际，吕梁日报社与市委史志研究室联合推出专刊，再次追忆
起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以最崇高的敬意，致敬抗战胜利做出奉献
的吕梁英雄儿女，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编
者
按

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村口总会发现一些小孩在村口或放

羊或者爬在树上，看似漫不经心，眼睛却紧紧地盯着村口，机

警地看是否有生人进村，这帮小孩就是村里的抗日儿童团。

在全民抗日时期，涌现出了一批的少年英雄，他们靠自己的聪

明勇敢为抗日做出自己地贡献。在山西柳林县成家庄镇南焉

村，身为儿童团团长的高凤鸣每天的任务就是组织全村儿童

在当村楼圪洞口站岗放哨，监视入村的生人，防止汉奸、特务

捣乱破坏。

抗日儿童团是 1938 年到 1945 年抗日战争期间，在广大的

抗日革命根据地成立的 7 岁至 14 岁儿童参加的群众组织。在

1938 年 2 月，日军侵占离石以后，分三路向大武、碛口、柳林奔

袭，离石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当年 4 月的一天，三区区委

书记贺明华和张智 、任树荣在南焉村宣传抗日救国，并组建

了南焉村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和儿童团。当时年仅 7 岁的

高凤鸣决定成为儿童团团员，并积极组织动员自己的小伙伴，

一起加入儿童团。

儿童团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生产，同时也担负着“宣传抗日”

“侦察敌情捉汉奸”“站岗放哨送书信”等任务。高凤鸣家在村西

最低处，紧挨荒坡枣林，撤离比较方便，因此有些会议就在高风

鸣家开，开会的时候，放哨的任务就交给了高凤鸣，站在大门外

东边的地圪都上，高凤鸣眼睛一刻也不敢松懈，一旦发现生人和

伪村长，他立刻捡起石头往院子里仍，让开会的人及时的疏散。

后来村与村栽上了“消息树”，所谓消息树，就是找一个能看到远

处敌人动静的地方，立一棵假树。远看是棵树，敌人不会注意。

村里有人在那里站岗，看到敌人出动要到根据地扫荡时，就把假

树放倒。村里人看到树倒了，就知道敌人来了，儿童团就又增加

了照看“消息树”的任务。再后来，儿童团担负起了更为重要的

送“鸡毛信”的任务，抗战时期多以村为单位传递鸡毛信，信封上

没有邮戳，也没有公章，鸡毛信的紧急程度分为一般、急件、特急

三种。一根鸡毛为一般，两根鸡毛为急件，遇三根鸡毛的信件表

示需要连夜火速转运。鸡毛信这种情报传递形式在抗战中发挥

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高凤鸣就给王存宝、李寅送过两次信。

在 1942 年冬天，区青委根据南焉的优抗事实，编排了歌

剧《优抗》，经区里审查后，分别在成家庄、孟门、南沟、招贤、

碛口、王家沟、南凹、刘家山、吉家塔等古镇、大村演出了几十

场，受到上级的好评和奖励，群众的热烈欢迎。南焉的优抗工

作得到了上级政府的认可和肯定。1942 年冬天，高凤鸣以优

抗模范儿童，先后出席了区、县召开的群英大会，会后，高凤

鸣由任家山、王家沟、南凹、碾 等七个村的儿童团选为行政

村营长。

高凤鸣高凤鸣：：

自古英雄出少年自古英雄出少年

““1010万人穿衣万人穿衣，，全凭女同志全凭女同志。”。”这是晋绥边区对广大这是晋绥边区对广大

妇女的高度评价妇女的高度评价。。

在吕梁儿女用献血和生命铸就伟大的吕梁精神的在吕梁儿女用献血和生命铸就伟大的吕梁精神的

背后背后，，无数的产区妇女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无数的产区妇女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张秋林就张秋林就

是其中一位突出的代表是其中一位突出的代表。。

19191919 年年 ，，张 秋 林 出 生 在 离 石 县 碾张 秋 林 出 生 在 离 石 县 碾 村村（（现 属 柳现 属 柳

林林）。）。88岁时跟着母亲学会了纺花岁时跟着母亲学会了纺花。。1515岁时岁时，，嫁到邻村嫁到邻村

张家庄张家庄。。19401940年年，，晋绥边区政府派出的抗日工作团来晋绥边区政府派出的抗日工作团来

到村里宣传抗日救亡政策到村里宣传抗日救亡政策，，号召男青年报名参军上前号召男青年报名参军上前

线线，，妇女加紧纺花织布做军鞋妇女加紧纺花织布做军鞋，，支援抗日支援抗日。。在抗日工作在抗日工作

团同志的鼓励下团同志的鼓励下，，张秋林第一个送自己的丈夫参军去张秋林第一个送自己的丈夫参军去

打日本鬼子打日本鬼子。。同时她被选为村妇女生产小组长同时她被选为村妇女生产小组长、、妇女妇女

演剧队队长演剧队队长、、行政村妇救会组织委员行政村妇救会组织委员。。

19411941年年，，张秋林经过不断努力张秋林经过不断努力，，成为一名光荣的共成为一名光荣的共

产党员产党员，，担任了乡政府妇救会秘书担任了乡政府妇救会秘书。。尽管任务更加繁尽管任务更加繁

重了重了，，但她白天在外面做妇女工作但她白天在外面做妇女工作，，晚上赶回来在煤油晚上赶回来在煤油

灯昏暗的灯光下继续纺花织布灯昏暗的灯光下继续纺花织布。。19431943年年，，边区政府号边区政府号

召广大妇女织标准布以便于工厂加工军装召广大妇女织标准布以便于工厂加工军装，，要求织得要求织得

快快，，还必须合乎标准还必须合乎标准。。张秋林毫不犹豫地承担起这个张秋林毫不犹豫地承担起这个

艰巨的任务艰巨的任务。。

为做好这项光荣而艰巨的工作为做好这项光荣而艰巨的工作，，张秋林先和本村张秋林先和本村

的两个妇女干部的两个妇女干部、、两个妇救会员两个妇救会员，，组成一个纺织小组组成一个纺织小组，，

然后将全行政村的妇女按照居住远近然后将全行政村的妇女按照居住远近、、年龄大小年龄大小、、性格性格

脾气自由组合成脾气自由组合成 2525个纺织小组个纺织小组，，开展纺花织布开展纺花织布。。她不她不

但自己纺但自己纺、、亲自教亲自教，，而且还发动妇女互相竞赛而且还发动妇女互相竞赛，，提高纺提高纺

织质量织质量，，整个纺织运动搞得红红火火整个纺织运动搞得红红火火。。这年冬天这年冬天，，她在她在

晋绥边区群英会上被一致推举为特等劳动英雄第一晋绥边区群英会上被一致推举为特等劳动英雄第一

名名。。

群英会后群英会后，，张秋林回到村里张秋林回到村里，，立即开始筹备合作社立即开始筹备合作社

的事情的事情。。她东家出西家进她东家出西家进，，耐心细致地做妇女们的工耐心细致地做妇女们的工

作作。。没有几天时间没有几天时间，，仅在两个村就集下仅在两个村就集下 2000020000多元多元，，一一

个月时间里个月时间里，，她在十几个自然村发展了她在十几个自然村发展了 160160个社员个社员，，集集

下下 6300063000 元元。。同时同时，，县政府又借给县政府又借给 1000010000 元做垫底元做垫底。。

19441944年年 55月月 2929日日，，合作社在两孔窑洞里正式成立合作社在两孔窑洞里正式成立，，定名定名

为为““秋林合作社秋林合作社”。”。

合作社成立后合作社成立后，，张秋林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张秋林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441944
年年 88 月的一天月的一天，，她到碛口为合作社购买织布机她到碛口为合作社购买织布机，，99 岁的岁的

儿子不幸被儿子不幸被““扫荡扫荡””的日本鬼子杀害的日本鬼子杀害。。然而残酷的打击然而残酷的打击

并没有把张秋林击倒并没有把张秋林击倒，，在万分悲痛中在万分悲痛中，，她对前来安慰的她对前来安慰的

干部群众说干部群众说：“：“为群众服务就是为孩子报仇为群众服务就是为孩子报仇，，搞好合作搞好合作

社就是同敌人在经济上作斗争社就是同敌人在经济上作斗争。”。”于是她擦干眼泪继续于是她擦干眼泪继续

为 群 众 办 事为 群 众 办 事 。。 这 一 年这 一 年 ，，合 作 社 的 红 利 占 到 股 本 的合 作 社 的 红 利 占 到 股 本 的

6060%%。。妇女们得到收益妇女们得到收益，，更加信任合作社了更加信任合作社了，，入股的人入股的人

更多了更多了，，入股社员达到入股社员达到 360360人人，，股本增加到股本增加到 3030余万元余万元。。

19441944 年湫水剧社编写年湫水剧社编写、、排演的大型排演的大型 户剧户剧《《张秋张秋

林林》，》，在晋绥边区广为传唱在晋绥边区广为传唱。。当年当年，，她再一次出席了晋她再一次出席了晋

绥边区群英会绥边区群英会，，又被选为特等妇女劳动英雄第一名又被选为特等妇女劳动英雄第一名，，

19491949年年 33月月，，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

受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受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亲切接见亲切接见。。

张秋林张秋林：：

抓劳动促生产就是同敌人作斗争抓劳动促生产就是同敌人作斗争

本刊稿件由市委史志研究室王娟本刊稿件由市委史志研究室王娟、、卫晋鹏提供素材卫晋鹏提供素材，，本报记者李雅萍本报记者李雅萍、、王涛王涛、、刘少伟刘少伟、、罗丽罗丽、、刘丽霞刘丽霞、、
李亚芝李亚芝、、张娟娟整理张娟娟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