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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故事

晋绥边区青年干部学校，1940年5月初创立。创
立初期，称为晋西抗日青年干部学校，先后共招收三
期学员，培训青年干部 510人，位于兴县蔡家崖乡胡
家沟村和五龙堂村，由于抗战的需要一度曾迁驻到兴
县西关村和千城村，学校面积最多时达到 1500平方
米。1942 年精兵简政时停办，1946 年 10 月复校，
1949年夏迁至临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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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初，120 师在贺龙
与关向应的带领下挺进晋西
北地区，在他们的领导下，根
据地的抗日斗争蓬勃发展，抗
日根据地相继建立，民主力量
日益壮大。

此 时 ，阎 锡 山 根 据 蒋 介
石“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企
图用“限共、溶共”的手段，削
弱共产党、八路军、牺盟会和
新军力量。他一方面暗地里
和 日 寇 勾 勾 搭 搭 ，进 行 投 降
活 动 ，一 方 面 策 动 反 动 顽 固
势力加紧反共，于 1939 年 12
月发动了企图消灭进步力量
的“晋西事变”。

因其行为逆历史潮流，结
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八
路军和新军在贺龙、关向应、
林枫、续范亭等同志指挥下，
团结一致，浴血奋战，经过一
个多月的战斗，消灭了阎锡山
的部分有生力量，把骑一军、

三十三军、十九军等反动军队
赶出了晋西北。反顽固战争
胜利结束后，各地相继建立起
了抗日民主政权。

为解决晋西北抗日民主
政权各县基层干部不足的问
题，晋西区委决定创办晋西抗
日青年干部学校。 1940 年 5
月 ，晋 西 抗 日 青 年 干 部 学 校

（简称晋西青干校）在兴县胡
家 沟 村 成 立 ，由 贺 龙 兼 任 校
长，罗毅担任常务副校长，教
育长为冯直、周 。

战争中诞生

晋西青年干部学校是在战争中诞生，在炮
火中成长发展的。反分裂斗争的枪声刚停，学
校就诞生了，不少同志来自游击区和边缘区，
有的还是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敌人封锁线来到
学校的。

学校招收的学生大部分是在乡知识青年，
课程设置有：政治常识、青年运动史、历史、地
理、自然常识、军事常识、游击战术，学习期间，
学生自带行李，学校提供衣服和食宿，每月发
少量的津贴。

晋西青干校历时两年，共办了三期。第一期
一、二、三队（三队即少儿队）；第二期四、五、六队

（六队后改为文化队）；第三期为七、八队，先后培
养了五百多名青年干部。学员结业后，全部分
配在晋西北各县担任区、村行政干部。这批干
部对于当时晋西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组建青
年抗日先锋队、儿童团，参加对敌斗争、进行社
会调查等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经过抗日战
争和解放战争，绝大部分同志转到各条战线。

1942 年 5 月，由于日寇的不断扫荡，根据
地面积不断缩小，根据地的经费开始不足，为
了节省经费，集中财力支援抗日斗争，中共晋
西区委决定撤销晋西青干校，并入晋西北干部
学校。

南下入川搞建设

炮火中成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加强对青年
工作的领导，重点提高青年干部政治
觉悟，以适应全国解放战争的需要，
发挥党的后备军作用，中共中央晋绥
分局经过研究决定组建晋绥边区青
干校，校址设在兴县五龙堂村，中共晋
绥分局宣传部长龚逢春同志担任校
长，史立言担任副校长，教育长为李庶
民。学校内设办公室、教育科、组织
科、总务科、财务科。学员约三百人左
右，按文化程度分编为五个队。

晋绥边区青干校坚持理论联系
实际的办学方针，提倡学以致用，采
取大量集中辅导，分组讨论，强调学
员联系实际，编写学习心得，互教互
学，着重提高学员的政治思想觉悟，
以适应形势的发展，所以大部分学员
毕业后都分配到晋绥边区各县担任
区、村委会和青年团干部。

1948 年 5 月临汾解放，随着解放
战争形势的发展，根据中央指示，1949
年夏，晋绥党政军机关搬迁山西临汾，
同年 6 月，青干校搬迁至临汾苏村。
只剩下原教育长李庶民和少数教职员
工留在晋西北地委办团校。

到了临汾后，晋绥边区青干校仍
保留原名，序列为晋绥党校五部，教
学计划党校管，任命史立言为部主
任，胡健为副主任。学校机构设置有
办公室、教育科、组织科、行政处、财

务科、总务科、运输队。学员除了从
兴县南迁的一百多人外，又从晋南各
地委选送新学员一百多人，各地委的
宣传队、卫生队七八十人亦合并到该
校，至十月中旬，全校学员约四百多
人，加教职员工约五百多人。

按照学员的来处，学校把学员编
为五个队：一、三队绝大部分是南迁
来的学员；二、四队为晋南地区选送
的学员；五队为晋绥六分区胜利剧
社、卫生队、范亭中学部部分同学。
各队干部有队长、副队长、指导员、副
指导员，并以队为单位建立了队委会
和党支部。

为了适应长途行军和进入新区
的需要，九月下旬，学校按军事建制
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第三梯队
第三大队。在入川前的途中，根据上
级党委决定，学校全体师生员工一分
为三：一部分由胡健带队进入川北；
一部分由王夫英、李振带队到西康；
其余部分由史立言、李宏带到川西和
成都市。

截至 1950年 3月，除七八十名勤
杂人员返回山西外，其余三百多人全
部分配工作。分到川北、西康、川西
和成都市的同志大都担任了省、地、
县青年团领导职务，为三省区和成都
市青年工作的开展和青年团组织发
展建设，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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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 5 月 27 日，贺
龙在抗日青年干部学校开学
典礼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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