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县域县域县域县域县域县域县域县域县域县域县域县域县域县域县域县域县域县域县域县域县域县域县域县域县域县域县域县域县域县域县域·······························孝义孝义孝义孝义孝义孝义孝义孝义孝义孝义孝义孝义孝义孝义孝义孝义孝义孝义孝义孝义孝义孝义孝义孝义孝义孝义孝义孝义孝义孝义孝义 2025202520252025202520252025202520252025202520252025202520252025202520252025202520252025202520252025202520252025202520252025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组版组版组版组版组版组版组版组版组版组版组版组版组版组版组版组版组版组版组版组版组版组版组版组版组版组版组版组版组版组版组版:::::::::::::::::::::::::::::::惠爱宏惠爱宏惠爱宏惠爱宏惠爱宏惠爱宏惠爱宏惠爱宏惠爱宏惠爱宏惠爱宏惠爱宏惠爱宏惠爱宏惠爱宏惠爱宏惠爱宏惠爱宏惠爱宏惠爱宏惠爱宏惠爱宏惠爱宏惠爱宏惠爱宏惠爱宏惠爱宏惠爱宏惠爱宏惠爱宏惠爱宏 张丽妍张丽妍张丽妍张丽妍张丽妍张丽妍张丽妍张丽妍张丽妍张丽妍张丽妍张丽妍张丽妍张丽妍张丽妍张丽妍张丽妍张丽妍张丽妍张丽妍张丽妍张丽妍张丽妍张丽妍张丽妍张丽妍张丽妍张丽妍张丽妍张丽妍张丽妍 责编责编责编责编责编责编责编责编责编责编责编责编责编责编责编责编责编责编责编责编责编责编责编责编责编责编责编责编责编责编责编：：：：：：：：：：：：：：：：：：：：：：：：：：：：：：：王耀王耀王耀王耀王耀王耀王耀王耀王耀王耀王耀王耀王耀王耀王耀王耀王耀王耀王耀王耀王耀王耀王耀王耀王耀王耀王耀王耀王耀王耀王耀 校对校对校对校对校对校对校对校对校对校对校对校对校对校对校对校对校对校对校对校对校对校对校对校对校对校对校对校对校对校对校对：：：：：：：：：：：：：：：：：：：：：：：：：：：：：：：白颖凯白颖凯白颖凯白颖凯白颖凯白颖凯白颖凯白颖凯白颖凯白颖凯白颖凯白颖凯白颖凯白颖凯白颖凯白颖凯白颖凯白颖凯白颖凯白颖凯白颖凯白颖凯白颖凯白颖凯白颖凯白颖凯白颖凯白颖凯白颖凯白颖凯白颖凯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孝义市新闻办孝义市新闻办孝义市新闻办孝义市新闻办孝义市新闻办孝义市新闻办孝义市新闻办孝义市新闻办孝义市新闻办孝义市新闻办孝义市新闻办孝义市新闻办孝义市新闻办孝义市新闻办孝义市新闻办孝义市新闻办孝义市新闻办孝义市新闻办孝义市新闻办孝义市新闻办孝义市新闻办孝义市新闻办孝义市新闻办孝义市新闻办孝义市新闻办孝义市新闻办孝义市新闻办孝义市新闻办孝义市新闻办孝义市新闻办孝义市新闻办

弘扬老区精神 守护革命之“根”

孝义市命名15个革命老区村（社区）
□ 文/张丽妍 图/赵元明

杜村乡东小景村杜村乡东小景村

下堡镇下堡村下堡镇下堡村

兑镇镇石像村兑镇镇石像村

新义街道贾家庄社区

新义街道贾家庄社区位于孝义市区南，与城区仅一路之

隔。该村居民以贾氏居多，故名贾家庄。全村有耕地 43.75
公顷，963户，2807人。1947年 1月，在晋西南战役取得重大

胜利，打击了蒋（介石）军胡宗南部增援部队并取得胜利后，

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由晋绥二纵队和陈赓四纵队发起汾孝

战役，并组成指挥部，由陈赓为司令员，王震为副司令员，谢

富治为政委。1947年 1月 17日，汾孝战役以悬汾打援的战法

拉开序幕，18日晨，孝义城宣告解放。我两军联合指挥部曾

设在贾家庄社区（原贾家庄村）郭家大院。贾家庄古驿道车

马大店是当时支前物资的集结地、汾孝战役应急所（战地医

院），贾家庄段孝河北岸掩埋着牺牲烈士的遗骨。

胜溪湖街道宜兴村

胜溪湖街道宜兴村位于市区西南 7.5 公里，曹溪河中

游。村中建有越王勾践庙，村民对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复国

兴邦”之志敬仰不已，故名宜兴。全村有耕地 147.20 公顷，

530 户，1376 人。抗战时期，宜兴村地下党员区委干部赵增

琪被日军杀害，头颅挂在枣树上示众。同时被害的牺盟会秘

书张照、游击自卫队长兼村长杨潼，两人均为宜兴村人。

大孝堡镇大孝堡村

大孝堡镇大孝堡村位于市城区东南 7 公里，原名大村

里，后因隋朝末年村民郑兴为母治病割股做羹，其孝行闻于

朝，于唐贞观元年（627年）敕改大孝里，后演变成大孝堡，为

大孝堡镇人民政府驻地。全村有耕地 189.93公顷，1245户，

3325人。1937年 10月，邓小平、傅钟等率八路军总部一部来

到孝义，驻在下堡镇开辟晋西的地方工作。派出大批工作队

下乡，宣传和发动群众，帮助地方建党建政。经过工作队的

培养，大孝堡村的李隆业、郭林湖、李如堂等一批进步分子先

后被吸收参加了党的组织。接着，总部在下堡举办了一个党

员训练班，训练班结束后，各区的区、村组织相继建立，大孝

堡党支部就是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另汾孝战役纪念馆

设在大孝堡村李家大院。

大孝堡镇东盘粮村

大孝堡镇东盘粮村位于市城区东南 10 公里，相传此地

曾为兵家囤积粮草之地，分东西两村，此村居东，为东盘粮

村。全村有耕地 250.07公顷，912户，2492人。抗战爆发后，

东盘粮村党员李建庭、史锡贞以教师和工友身份作掩护，隐

蔽在东盘粮学校做地下抗日活动，一区区委要平在学校操场

地窖里办公，东盘粮学校成为一区区委的秘密指挥所。东盘

粮村涌现出许多优秀儿女，其中开明士绅马鸿勋的 6 个子

女、2个女婿参加革命，连同子侄一起，马家先后有 16人参加

革命，有 5 人为国捐躯；穆彬，原名马殿俊，长期从事党的秘

密工作，为我军获取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1946年 7月，在执

行任务时遇害，年仅 36岁；优秀的地下党员史锡贞在东盘粮

学校附近被阎匪用乱棍打死，英勇就义。

梧桐镇仁坊村

梧桐镇仁坊村位于市城区南 7.5公里。原名仁和，取意

和气生财，后为避免出现争吵现象，改村名为仁坊（谐音人人

预防争吵）。全村共有耕地 6.73 公顷，273 户，749 人。1923
年上半年，在汾阳铭义中学读书的仁坊村霍家大院青年霍文

新经过组织考验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国

共产党党员，其后受党组织派遣经常返回家乡开展革命思想

宣传和组织发展工作，先后发展了梁生彩等 4位农民加入了

党组织。1926年冬中共汾阳特别支部领导来到仁坊村霍家

大院秘密召开党员会议，成立了中共孝义（仁坊）党小组，霍

文新担任党小组长，翌年二月将中共孝义（仁坊）党小组改建

为中共孝义仁坊党支部。从此，孝义这块土地上播撒了革命

的火种，拉开了让孝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闹翻身，

争自由，求解放的革命斗争序幕。中国共产党孝义建党第一

址位于梧桐镇仁坊村北金晖湖畔的霍家大院，该院始建于清

朝道光年间，属一宅三进式四合院，占地面积 3000 平方米，

属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战斗旧址。

下栅乡上栅村

下栅乡上栅村位于市城区南 11 公里。相传，此村古代

曾设有兵寨、栅栏、军营哨所，故名上栅、下栅，民间有寨南、

寨北之说。全村有耕地 54.53 公顷，248 户，691 人。抗战时

期，日军在上栅设有据点。孝义县抗日游击队得到消息说日

军出动了，便决定乘据点空虚打他个措手不及。结果，炮楼

里的敌人仍然不少，一发现游击队，就枪炮齐发，出去的那一

部分日军和伪军听到炮声，也赶快回援，正好碰到和游击队

打了个遭遇战，游击队用零星的几发子弹和几颗手榴弹，换

来了敌人子弹的大量消耗。敌人不知虚实，不敢轻举妄动，

只好龟缩回了据点。

高阳镇高阳村

高阳镇高阳村位于市城区西 10公里。自古为孝义市北

川河一带经济、文化集中之地，原名高村，后改为高阳，其因

无考。全村有耕地 168.47公顷，890户，2180人。“九一八”的

炮声响过之后，全国爱国同胞纷纷声讨日军侵华罪行。孝义

的进步青年和爱国学生也积极行动起来。在从太原兵工厂

归来的早期共产党员王颢岚（高阳村人）、李茂递的发动下，

高阳镇小学的爱国师生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救亡，遭到校长

的阻挠。高阳镇高小进步学生辛嘉功等人组织学生罢课、罢

考，得到全县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声援，校长终被撤

职。高阳镇学校参加过斗争的辛嘉功等数十名学生毅然参

了军，后随冯玉祥部队北上组成抗日同盟军与日军奋战。

兑镇镇兑镇村

兑镇镇兑镇村位于市区西 16公里。该村位于九条河沟

的汇集之处，南侧有林林沟、柳沟、寺沟、花甲沟，北侧有后庄

沟（红沟）、翁家沟、主寺沟、章多沟（龙王沟）故名兑九峪村，

新中国成立后简称兑镇村。全村有耕地 104.67 公顷，1036
户，2545人。1936年初，为了北上抗日，以毛泽东为总政委、

彭德怀为总司令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突破黄河天堑，

渡河东征，来到山西。在兑九峪，红军宣传抗日，发动群众，

并打开“义和公”粮店开仓济贫，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为了阻

止红军东进，阎锡山急调部队向兑九峪集结。毛泽东亲自部

署指挥了兑九峪战斗。1936年 3月 10日，兑九峪战斗打响，

毛主席在郭家掌对面的金斗山上亲自指挥，战况空前激烈。

兑九峪战斗消灭敌两个团，给了阎锡山所谓精锐部队一个沉

重打击。

兑镇镇石像村

兑镇镇石像村位于市区西 20公里。此地有一幢六朝石

刻造像，故名石像。民间传说是二郎担山赶太阳经由此地时

压断了扁担，为此山上的一块石头，即造像石碑失落此地。

全村有耕地 80公顷，751户，1823人。抗战初期，全村百户人

家，计 600余口，就有 108人参加了抗战，后来被追认为烈士

的有 23人，这些参战人员有的参加了抗日决死队，有的参加

了八路军，有的参加了牺盟会，有的在抗日民主政府工作，有

的在村搞支前工作。其中，13岁的冯万金当了决死队的通讯

员，是年龄最小的一名；年近 50 岁的冯治忠，在民主政府当

了炊事员；皮影老艺人冯廷荣相继把四个儿子冯进文、冯进

武、冯进川、冯进山送上抗日前线。全村形成了“各户皆抗

属，无人不抗日”的局面。从 1938年初到 1942年，石像村共

捐粮食 3600石，土布 1200丈，军鞋 400余双。有人把盖房子

用的木料都拿出来，做了救护伤员的担架。由于石像村在抗

日战争中的突出贡献，时任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傅立民亲自把

绣有“抗日模范村”字样的锦旗授予石像村。

柱濮镇下柱濮村

柱濮镇下柱濮村位于市城区西南 25 公里，160 户，因地

处湖下游，而称下柱濮。全村有耕地 90.93公顷，285户，824
人。红军东征期间，在孝义进行宣传发动，播下了革命的火

种，下柱濮村韩明达等参加了红军队伍。在红军政工人员帮

助下，组建了中共柱濮小组，在附近村庄串联了大批贫苦农

民。下柱濮村为革命做出不朽的贡献，革命烈士有宋锦华、

宋清亮、韩永彬、韩永怀、文士彦等，其中宋锦华父子、兄弟、

子侄 6人参加革命，宋锦华及其大儿子、侄子宋清亮 3人为国

牺牲。

下堡镇下堡村

下堡镇下堡村位于市城区西 20公里的下堡河南岸。历

史上此处为军事重地，附近村庄至今仍留有烽火台遗址一

处，后居民依据古战场堡墙遗址及地形取村名为下堡。2020
年 4月全市各行政村合并，下堡、马术岭 2村合并为下堡村，

全村有耕地 194.2公顷，700户，1968人。1937年 10月下旬，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小平与

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民运部长傅钟、时任随营学校校长的韦

国清等率领总政宣传部、民运部及随营学校的五、六百人经

汾阳辗转到孝义，在这里工作生活了两个月，开辟了晋西南

抗日根据地，组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孝义县第一届委员会，

对外称“八路军孝义地方工作团”，书记梁占祥等县委 4人均

是从八路军总政治部抽调。

下堡镇西程庄村

下堡镇西程庄村位于市城区西 25公里。原以姓氏得名

为程家庄，后因区别于司马乡的程家庄，民国初年更名为西

程庄。全村有耕地 141.53 公顷，685 户，2100 人。西程庄党

支部建立较早。1937 年 10 月份八路军总部一部来到孝义，

派出民运工作组到各村宣传抗日救亡，建立党组织，西程庄

党支部就是这一时期建立的，书记程英。西程庄支部建立

后，组织农民夜校，启发群众觉悟，发展工会会员，组织工人

力量，发动群众捣毁“一贯道”反动组织，组织发动青年积极

参加抗日，组织农民抗日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组织自卫队、

儿童团，保护干部保护国家财产。

阳泉曲镇禅房头村

阳泉曲镇禅房头村位于市区西 30公里。村内建有玉泉

寺，俗称禅房，建村后故名禅房头。全村有耕地 128.01公顷，

338户，844人。1937年 8月，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

称“抗大”）第二校抗大步兵学校的一部分改编成立八路军总

部随营学校，开赴山西八路军总部继续办学。韦国清任随营

学校校长，9月 6日，韦国清率随营学校随八路军总部奔赴山

西抗日前线，随营学校从韩城入晋，经侯马北上到达晋北前

线。10月 12日，由于形势变化，八路军总部向南转移。八路

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率政治部为一路，韦国清带领随营学

校同行，来到孝义、汾阳一带，随营学校驻禅房头。禅房头曾

先后为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中共晋西南区党委机关及中共

汾孝中心县委所在地。禅房头在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战争

时期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输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彰显了禅房头在

孝义、在吕梁山区乃至整个晋西南在抗战初期所发挥的中流

砥柱的作用。

阳泉曲镇碾头村

阳泉曲镇碾头村位于市区西 26.5公里。相传此地原有

一碾房，俗称碾房湾，后来有人定居此地改为碾头村。全村

有耕地 89.30 公顷，381 户，981 人。孝义第一位红军马佩勋

诞生在碾头村。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及主力

部队三四三旅转向吕梁山脉，创建抗日根据地。1938 年午

城、井沟大捷后，部队转回孝义，此时林彪负伤，由陈光代理

师长，罗荣桓为政委，一一五师师部驻碾头村。部队经常在

村内场地练兵，开展文艺宣传活动。一一五师在晋西南除夺

取了有名的午城镇战斗的胜利（消灭日军 1000 余人）、汾离

公路三战三捷外，在孝义境内也打了不少战。如大麦郊伏击

日军、赵家庄伏击日军、阻击、围攻西侵兑镇的日军的战斗，

奔袭孝义城日军守敌的战斗等等。这些战斗都以我军胜利

日军失败而告终，对孝义乃至晋西南人民都起到了巨大的鼓

舞作用。

杜村乡东小景村

杜村乡东小景村位于市城区西北 30 公里。村庄地处

龙隐山，山上建有华严寺，清代以前就已经是佛教圣地。坐

落在汾孝西北边山的孝义东小景村，地势奇特，沟壑纵横，

村民憨厚，民风淳朴，历来就是方圆十几华里的文化、经济

中心。该地山势巍峨，殿宇因敞，春夏之交，红崖绿树，高阁

平台，互相映掩，寺钟隐约，远穿沟壑，为一小风景区。小景

之名，由此得来。后因该村西部派生一村，取名西小景，该

村便以东小景称之。2020 年 4 月，原东小景、龙池头、西小

景 3 个村合并为东小景村。全村有耕地 290.59 公顷，628
户，1594 人。抗战期间全村百余户、300 余口人。1936 年红

军东征就在东小景村撒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同年 7 月就有

村民武九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后的 1937 年初，

又有三位村民加入牺盟会。1938 年元月，第一一五师六八

六团进驻东小景村，直接对日寇发起了吕梁山区“三战三

捷”战役，期间，有武正选、武亨通等五位村民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并组建了东小景村第一届党支部，成为孝义最早的党

支部之一，有村民宋瑞发等六人相继加入了六八六团、洪赵

支队等八路军抗日武装。抗战胜利前夕有武正胜、武正龙

等九位村民参加了难民游击队。1946 年 3 月 11 日，在中共

孝义县委领导下，孝义县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在东小景村

召开。会议选举了孝义县议会，选举武高任议会议长，王茂

章任副议长。选举杨汉三任孝义县人民政府县长，付静、柳

文、耿如云、贾庚诩、郭安国、田文藻、侯立壮等 14 人，任孝

义县人民政府委员。

革命老区村是历史的见证，是红色基因的传承之地。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我们永远不能
忘记自己是从哪里走来的，永远都要从革命的历史中汲取智慧
和力量”。

作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孝义在烽火岁月中留
下了浓墨重彩的革命印记。建党第一址、抗日模范村纪念馆、邓
小平驻地纪念馆、县政府首驻地、115师部、县委诞生地等红色印
记比比皆是，它们见证了如火如荼的革命历史，谱写了可歌可泣
的不朽篇章，铸就了挺起中华民族脊梁的吕梁精神。

日前，孝义市政府正式批复同意将新义街道贾家庄社区、胜
溪湖街道宜兴村、大孝堡镇大孝堡村、大孝堡镇东盘粮村、梧桐
镇仁坊村、下栅乡上栅村、高阳镇高阳村、兑镇镇兑镇村、兑镇镇
石像村、柱濮镇下柱濮村、下堡镇下堡村、下堡镇西程庄村、阳泉
曲镇禅房头村、阳泉曲镇碾头村、杜村乡东小景村 15 个村（社
区）命名为孝义市革命老区村（社区）。

革命老区村（社区）的命名对于传承弘扬革命传统，教育激
励后人具有重要意义，也将进一步激励全市人民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红色血脉，助力新时代发展红色旅游，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