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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建政沙淘金民主建政沙淘金
——晋绥首府印象记（二十一）

□□ 牛寨中牛寨中

兴县的民主建政活动，是开始于 1940年 9月晋西
北行署第二次行政会议后的。在这次会议的开幕式
上，中共晋西区党委书记林枫特地以“对晋西北政权
工作的意见”为题致词。他在致词中专门就“健全村
政权的问题”进行了明确的阐述，强调指出：“所谓
新的政权建设，在行政机构上各级都应健全，但是最
基本的工作在农村。我们的口号是‘一切工作在农村
’。”如果农村的工作做不好，别的工作也做不好，因
为村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基础，也是建设与巩固晋西北
新政权的基础。只有村政权改造好了，才能彻底地改
造区政权和县政权。

兴县从 1940年开始，每年都要搞一次村选，选民
坚持“沙里淘金”的标准，严格“三三制”原则，就
是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群众代表占三分之一，其他
开明人士占三分之一。其组织形式是村民代表大会与
执行机关——村公所的统一体，用公民小组与代表
制，取代了过去的闾长制、邻长制。特别是几千年受
压迫的妇女，破天荒第一次获得参政机会，投下自己
神圣的一票。村选后，接着是区选，各行政村先后产
生区选公民代表，并提出区长和区政府委员的候选名
单，进行民主选举。

在村选区选的基础上，1942年 8月 23日，兴县首
次召开了县选参议会，选举共产党员刘献 、魏进
德、劳动英雄温象栓、纺织英雄杨雨儿、拥军模范任
万生、开明士绅牛友兰、孙良臣等十一人组成主席
团。8月 26日以无记名票方式，进行了县选。选举结
果是：魏进德、刘献 、王文正等 65人为县议员，魏
进德当选为参议会议长，李益当选为副议长，刘献
被选为兴县政府县长。会议还举刘少白、孙良臣、贾
克明、温象栓、刘金娥为晋西北临参会参议员。

1942年 8月 22日，晋西北行署召开第三次行政会
议，通过了林枫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晋西北临
时参议会的提议。11 月 26 日，晋西北临时参议会筹
委会首次会议召开，会议推举续范亭、林枫分任正副
主任委员。

林枫出生于 1906年 9月 30日，原名郑永孝，字伯
桥，曾用过郑凌枫、林硕石等名字，黑龙江省望奎县
人。青少年时期，林枫便萌发了朴素的爱国思想。
1923 年离开家乡赴天津求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走上了革命道路。1927年 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相继
担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天津市委书记。是北平学生
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和党在北方地区重要负责人之一。
他在学生中积极开展进步思想宣传活动，在林枫的领
导下不断深入发展，“一二九”运动更是有力地推动
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抗日战争时期，林枫到
山西工作，历任山西省工委副书记、山西省委书记，
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晋西区党委书记，晋绥分
局副书记、代理书记。他认真执行党中央的决定，放
手发动群众，建立和发展工、青、妇等抗日组织，成
立党校，培养干部，为山西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做出了
突出贡献。尤其是民主建政上，林枫同志身体力行，
使民主建政取得圆满完成。1942年晋西北地区的人民
通过直接投票，按照“三三制”原则，选出 145名参
议员。其中中共党员 47人，占 32%；国民党党员和无
党派民主人士 98 人，占 68%；10 名女参议员，代表
150 万妇女；贺龙等 9 名参议员，则代表了各抗日武
装力量。

据抗战日报报道：1942 年 10 月 24 日，陕北神府
县呼家庄村，一座新修的礼堂刚刚落成，礼堂前扎起
松柏牌楼，一个隆重的大会将来在这里开幕。人们从
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排场，那么多的人马……晋西北
临时参议会将在此召开。呼家庄的老乡们让出了自己
的窑洞，但心里却感到光彩哩！这天早晨，晋西北
100 多名人民代表以及政府首长、来宾等近五百人，
肃立在晴朗的天空下。鸣炮三声，在庄严的军乐声
中，国旗升起来了。议员们在他们的献旗上写着：

“老百姓是能够管理国家大事的”！中共晋绥分局的施
政纲领，写在巨幅的布幔上，它告诉晋西北 300 万人
民应做的事情。

“在这次大会上，大家要自由的多多讲话，但我
希望诸位参议员在对敌斗争的问题上，更多地发表意
见。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曾告诉我说：‘晋西北
当前的问题，就是要把敌人挤出去’。这是最主要的
问题”。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副书记林枫，以主席团主
席的资格首先致词。正中坐着 100 多位参议员，真正
是由人民自己选出来的，属于不同阶层、不同党派、
不同信仰的代表。“共产党参议员原来被选上了 49
人，照参议员总数 145 人来算，三分之一超过了一
点，因此有两个共产党参议员自动退出了，由党外人
士选补。”林枫同志郑重地宣读着参议员中共产党员
的名单，议员们静肃地倾听着，林枫同志的讲话，感
动了坐在主席台上的每一位代表。此刻，一位精神矍
铄的 70岁老人蔡厚先生，用自己的话组织成了抗战必
胜的思想。他说：“软干，游击战，消耗日本人子
弹；硬干，反攻战，杀得日本人东逃西散”，“宁愿作
中国鬼，不作亡国奴”。老人的话和着如雷的掌声，
掠过每一个人的心，组成了一支大会精神交响曲。

10 月 28 日，寒雨的阴天，静静的礼堂。120 师周
士第参谋长连续 4 小时的军事报告，带来了军区部队
5 年 战 绩 的 回 忆 ：“ 作 战 5287 次 ， 消 灭 敌 人 106850
名，……”周参谋长以朴素恬静的话，报告着这充满
了悲壮的数字。而每一次的战斗，都是与保卫晋西北
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危联系着的。参谋长在数万个指战
员伤亡的事实中提到一个例子说：八分区副司令员刘
德明同志，就是因为了掩护一个村老百姓的退却，亲
率部队，坚持战斗而牺牲的，但为人民而死，将士们
的血不是白流的，我们有晋西北这个家在，将有 300
万人民给死者以永远的悼念，全体参议员起立默哀的
3 分钟是多么光荣严肃的时间，又通过了为烈士们建
立纪念碑的提议。孙良臣老先生说：“周参谋长讲的
句句是实话，军区部队 5 年来英雄的牺牲、艰苦奋斗
的好多事实，我是亲耳听到，亲眼看到的”。大会第
七天是选举正副议长。在这会上，人们看到了更凸现
的民主生活。在写票的时候，几位不识字的农村妇女
参议员，围在一位新闻记者的桌子旁，说：“替我写
上正议长林枫，副议长刘少白、牛荫冠”。另一位女
参议员同样的行使了她代表人民的权利。我们的新闻
记者又作了一次光荣的代笔。

11 月 11 日大会闭幕，选举中共晋绥分局代理书
记林枫为临参会议长，刘少白、牛荫冠为副议长，阎
秀峰、程进、杨濂甫、郭丙鳞、刘墨林、陈顾三等为
常驻临参会议员。同时，大会选举产生了晋西北行政
公署，选举续范亭、武新宇为行署正、副主任，贺龙
等 19 人为行政委员。中共党员在 9 名常驻委员中占 3
人，在 21 名行政委员中占 7 人，完全体现了“三三
制”的要求。

晋西北根据地抗日政权体系的完整构成，建立在
政民一体的优良作风和人民自动武装组织的基础上，
上至行署主任，下至村政干部，都是与广大的抗日民
众同呼吸、共命运，心心相印，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正是这种政民一体、军民鱼水的关系， 我们的抗日
根据地得以存在、巩固、发展和壮大。“我们的力量
在于群众”——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从这里造
出来并得到验证。

民主建政，实质上是民主政治，就是建立保障人民民主的政权，强调人民政府的
一切重要工作都应交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建
政是以“三三制”为主的政治改革运动开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