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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故事

1944年 5月，中共晋绥分局决定在晋绥分局党校二部的基础上成立晋绥边区新民主主义实验学校,学校位于兴县高家村
镇碧村，教室与师生宿舍全部为民房，建筑面积500多平方米。该校坚持办学与社会相结合，培养专业人才，努力做到学用一
致，为工农兵服务，向群众学习，努力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从1944年 5月组建到1946年 6月，共培养各种专业技术人才810
名，是晋绥边区创办的一所综合性实验学校。

为抗战建国培养干部的专科学校为抗战建国培养干部的专科学校
————流动在黄河之滨的流动在黄河之滨的““最高学府最高学府””（（三三））

□ 文/图 本报记者 木二东

高家村镇碧村晋绥边区新民主主义实验学校遗址

1943年下半年，晋西北的武
委会、青干校、晋西师范学校等
单位合并为晋绥党校二部，进行
整 风 学 习 和 审 查 干 部 工 作 。
1944 年初，整风运动、审查干部
工作基本结束，中共晋绥分局决
定把晋绥党校二部由陕西省神
府县阎家堡村搬迁到山西省兴
县碧村，并在此基础上成立晋绥
新民主主义实验学校。

1944 年 5 月 5 日，晋绥新民
主主义实验学校举行了开学典
礼。晋绥分局决定校长由阎秀
峰同志担任，副校长由郑林、亚
马同志担任，张凡担任教务主
任。原党校二部除部分干部因
工作需要调出之外，绝大多数教
师和学生都继续留校，其中不少
还是大学的教授、副教授，学校
的管理、教学力量非常强大。

由于办这样的学校，没有前
车之鉴，唯一的理论依据就是毛
泽东同志的著作《新民主主义
论》，所以学校学习延安抗大的校
风，并按照“教育与战争、生产、社
会相结合；教学内容要为战争、生
产和人民社会生活需要服务，做
到教、学、用合一”的理念办学，学
校的性质是培养抗战建国干部的
专科学校，学制为三年。

当 时 ，在 晋 绥 边 区 由 于 原
料、动力、资金、技术的缺乏，很多
自然资源都是靠边区人民用手工

方法进行原始采掘，而农具、日用
家具等生产工具，也是由个体手
工劳动者用手工制作，甚至军民
的穿衣，都要靠从敌占区千方百
计搞来。针对这些生产生活实
际，学校分设为四个学员大队，按
业务性质分为工业队、农业队、文
化教育队和妇女卫生队。

工业队的教学任务是着重
培养边区的生产管理和技术干
部，并在附近搞了木工合作社、
铁业合作社和小型煤窑教学实
验基地。

农业队除调查晋绥边区农
业种植和养殖业外，还办起了养猪
场、牧羊场，种植了十多亩蔬菜
地。这样既解决了教学实践问题，
又为学校解决了肉、菜的需求。

文化教育队开办了新闻、教
育、文艺等专业课程。新闻专业
的同志除了学习新闻理论外，还
到农村、合作社、部队采集新闻，
进行人物专访。他们办起了学
报，并经常向《晋绥日报》投稿。
教育专业的同志在碧村附近找了
一所中学和小学进行教学实践。

文艺专业的同志办起了学
校的《五一剧团》，全体队员都是
剧团的演职员工。

妇女卫生队设有婚姻、妇幼
卫生等专业，并在学校附近找了
自己的实验基地。

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在文

化教育队基础上成立的学校剧
团“五一实验剧团”，当时成立剧
团的消息传出之后，学校的教职
员工们纷纷报名参加。经过文
化和戏剧业务考试，不到一个月
时间，就有 110 多位创作和演职
人员参加剧团。

五一实验剧团成立后进行
的第一次活动，是为修建晋绥边
区 飞 机 场 的 军 民 进 行 文 艺 演
出。斯大林格勒战役后，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
转变。在晋绥边区到处都可以
看到这样的标语口号：“今年打
倒希特勒，明年打倒小日本!”当
时美国政府提出要给奋战在抗
日前线的晋绥军民运送救济物
资，要求修建一个运输物资的飞
机场，机场的位置选在碧村西面
的黄河边上，占地约 50亩。

当时条件很差，没有什么施
工机械，全靠附近的军队、机关、
学校和农民进行义务劳动来完
成。为了配合修建机场任务的
顺利完成，学校党委决定五一实
验剧团每周为修建机场的军民
干部组织一场晚会，而剧团则根
据实际情况，以班为单位，收集
修建工程中的好人好事、英雄模
范事迹，利用民歌、秧歌剧、快
板、顺口溜等艺术形式，每周轮
流进行演出，这些演出短小精
干，很受干部群众的欢迎。

“教、学、用合一”的专科学校

随着“隆隆”的枪炮声，晋绥
边区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一
年——1945年。

“新民主主义实验学校”经
过一年努力，各方面都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工业队的同志们办起
了卷烟、肥皂等工厂；农业队种的
春麦、稻谷、蔬菜获得了大丰收，
饲养的鸡、鸭、羊、猪丰富了大家
春节的餐桌。文艺队的同志们演
出了各种戏剧和丰富多彩的歌舞
晚会，1945 年的春节，学校师生
过得红红火火、热闹非凡。

春节过后，晋绥分局召开干
部大会，分局书记林枫在会上号
召：“晋绥边区的全体干部、学生、
战士参加生产，增加收入，减轻人
民负担，支援战争。”

会后，新民主主义实验学校遵
照边区党委的指示，决定组织 300
人的垦荒队伍，在离学校 200多
里的岢岚山扎营垦荒，开展大生产
运动。决定下达全校后，学校人人
争先报名，每班、每个小队都送来
请战书，要求参加垦荒队伍。

岢岚山位于岢岚县西南距县
城 60里的地方，这里土地肥沃，山
上长满草木，两山之间有一条河，
名叫岚漪河。岢岚山的深处是茂
密的森林，由于连年战乱，这一带
山区人烟稀少，十分荒凉。

不久，学员们就上山伐树，
拣干树枝、割茅草，在岢岚山的山
坡搭起窝棚，开始垦荒。学校给
各队送来了生产工具，以及烧饭
用的大锅小盆等炊具。这样, 沉
睡多年的岢岚山又热闹了起来，
白天大地上升起缕缕炊烟，夜间
大大小小的窝棚里闪烁着灯光，
传出阵阵欢声笑语，给沉寂的山
区平添出无限的生机来。

参加垦荒的师生, 来自社会

的各个阶层，有的从来没有干过
农活, 有的虽然来自农村，但开
一天荒下来也都会腰酸背疼，几
乎所有同志的手上都打起了血
泡。指导师生们开荒的老乡告诉
他们，开荒不能着急, 要沉住气，
撅把要抓紧，这样才不会起泡，不
能使蛮力气，要会取巧。在老乡
的指导下师生们垦荒进度不断加
快, 由每人一天平均开挖不到半
亩地，到一个星期后每人每天就
可开荒一亩多地。

垦荒之余，学校的师生还组
织同志们到附近的农村和集镇
做群众工作。例如：宣传党的各
项方针政策；为青少年和儿童扫
盲，帮助三个行政村建立了初级
小学；宣讲科学知识，号召群众
破除封建迷信。

1945年“五一”节前，晋绥新
民主主义实验学校的师生胜利
地完成了垦荒任务，全队共开荒
200 多亩, 种上了莜麦、胡麻和
山药蛋（土豆）等作物。

抗战胜利，学校完成历史使命

支援战争，师生岢岚山开荒

1945 年 6 月 11 日 ，党 的“ 七
大”胜利闭幕。晋绥分局书记林
枫同志参加党的“七大”后从延安
归来，并向边区的党政干部传达
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会议的主
要精神，传达了毛泽东同志《论联
合政府》政治报告、朱德同志《论
解放区战场》军事报告和刘少奇
同志《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等会
议文件。

会议文件传达到全体干部和
学员以后，晋绥边区新民主主义
实验学校全校掀起了一个学习热
潮，大家逐句地讨论大会的每一
个报告，从这些报告的字里行
间，大家仿佛已看到中国革命成
功的曙光。

7 月 17 日，中、英、美三国首
脑在德国柏林西南的波茨坦召开
会议。7 月 26 日发表《波茨坦宣
言》。宣言重申了盟国结束对日
战争，彻底铲除日本军国主义的
决心，并对战后日本乃至远东的
政治格局表明了原则。《波茨坦宣
言》的发表，在学校里引起了热烈
的讨论，大家议论纷纷，对抗战的
最后胜利做出各种猜测。

世界反法西斯的格局变化，
使得晋绥边区军民抗日热情高

涨，边区的军民千方百计寻找战
机，加紧打击日本侵略者。边区
的党政机关和全体干部都加速生
产建设工作，有力支援前线。各
类学校和训练班努力培养干部，
以迎接新时局的发展。

在培养干部的同时，学校根
据形势发展组织了两个普选工作
队到农村去做普选的组织和宣传
工作，工作队的师生白天帮助老
百姓干活儿，晚上组织村民们开
会，进行宣传教育和普选组织工
作。

8月，边区传来日本无条件投
降的消息，整个晋绥解放区都沸
腾起来了，大小村庄都响起了震
天的锣鼓声，晋绥边区新民主主
义实验学校的师生组成秧歌队，
走村串户，热闹非凡，与附近村民
围着火堆唱歌跳舞，通宵达旦地
庆祝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实验学校又在
1946 年到 1947 年为晋绥边区轮
训区乡干部 3000 多人，为开辟解
放 区 输 送 了 一 大 批 革 命 干 部 。
1946 年 7 月，晋绥边区新民主主
义实验学校迁移到岚县北村办
学。1948年 12月，在校师生南下
临汾，实验学校完成了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