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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故事

张侯油是山西省兴县斜唐山村人，于
1921 年出生。后来，迁往兴县二十里铺。
因所住的地方是偏僻的林地庄子，时有野
兽出没侵害百姓,为了糊口生活，他经常去
打山围猎，为此也练就了一手好枪法。

1937年冬，八路军 120师进入晋西北，
创立了晋西北根据地，也是这年冬天，年仅
16岁的张侯油加入了兴县牺盟会游击队。

加入游击队的张侯油积极抗日，也在
战斗中逐渐显出自己“神射手”的射击功
底。1942年夏，在岚县寨子据点附近的郝
家山战斗中，张侯油和两名战士分为 1 个
小组进行战斗。在战斗中，由于所用七九
式步枪射击的时间过长，枪管发热，射击精
度不准，为了能够更多击毙日寇，张侯油遂
让一名战士帮自己擦枪管，另一名战士装
子弹，自己单枪独射，一口气就打死了 14
个日本兵，最后缴获了轻机枪 1挺，步枪 10
支。

1943年，日军经常进行大规模的扫荡，
游击队经常活动于兴岚两县之间。一次，
张侯油回到兴县二十里铺挑水，突然听到
远处枪声大作，（后来得知是日军在县城扑
空，怕中埋伏，翻山绕梁向东撤往岢岚据
点），经过多次战斗的他，担心又是日军的
大规模扫荡，于是赶紧扔下水桶，叫上当时
的民兵队长李有年，扛上枪直奔村后的前
山石沿了解情况。

躲在山沿后面的他们，远远就见日军
大队人马正从该村的杏树焉往上爬。事前
有准备的他怕日军沿着杏树焉摸就举枪射
击，一枪一个射死了两个日本兵，遭到袭击
的日军不知虚实不敢冒进，只得退后改道
走交口村。于是他俩顺山焉又赶到奥家湾
的赤梨梁袭击日军的后续部队，此时的日
军是惊弓之鸟，唯恐遭到大部队攻击，一听
枪声便抱头鼠窜，根本不知仅仅是两个“土
八路”所为。

张侯油和李有年见日军未予还击就仓
皇而逃，更是勇气倍增，于是按原路返回直
至交口村的楼上峁，适逢绕道而来的日军
先头部队，张侯油埋伏好，又一枪放倒一个
日本兵，日军被吓得缩在原地不敢妄动。
就这样，两个人将近千日军拖了两个小时，
周围的村庄免遭日军的扫荡。同年秋的甄
家庄战斗中，他仍是一枪一个，接连放倒了
10多个日军。

就这样，神勇的张侯油逐渐成为晋绥
边区令日军闻风丧胆的神枪手。为此，
1944年兴岚支队在攻打赤尖岭敌据点时，
日军专门调来号称“五眼”（意为前后左右
中都有眼，枪法特准）班长的王牌枪手和他
对射，可不多时这个号称“五眼”班长就被
张侯油送上了西天。

后来为了能够杀掉张侯油，解除他对
日军的威胁，日军张贴出悬赏告示：活捉张

侯 油 者 奖 赏 1000 银 元 ，打 死 者 赏 800 银
元。并派出汉奸特务到处侦察他的行踪，
但日军始终未果。

1944 年底，屡立战功的张侯油出席了
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大会，并荣获“特等战
斗英雄”称号，受到行署、军区的嘉奖，奖给
锦旗一面，奖章一枚。

张侯油从 1937 年冬加入兴县牺盟游
击队，到 1947 年带病返乡，期间参加过二
十里铺战斗、田家会战斗、甄家庄歼灭战等
多次反扫荡作战，且配合民兵多次执行侦
察、反特除奸、训练民兵、掩护群众等任务，
用自己的神枪法打击日本侵略者。

参考文献：《晋绥风云人物》

1913 年，张初元出生在山西省宁武县
旧堡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他从 7岁
起就给人放羊、放牛、打短工、下煤窑，在十
多年的苦日子里，他受尽了伪政府的欺压
和剥削，身心上无不是挨打受气留下的创
伤。

1940 年，共产党派人来到宁武县芦芽
山去开辟抗日根据地，张初元参加了农救
会进行抗日活动，并被大家推选为队长。

参加了农救会后，张初元白天给群众

宣传抗日，晚上查岗放哨，参加秘密会议，
甚至翻山越岭给八路军送粮食。

1942 年 ，抗 日 战 争 处 于 最 艰 苦 的 阶
段。由于日军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
相结合的所谓“总体战”，在游击区实行“蚕
食”政策，对根据地进行轮番“扫荡”,根据
地面积一天天缩小，形势十分严峻。

敌人扎了据点后，三天两头出动，进行
烧、杀、抢、掠，并强行让附近的村庄“维
持”。这时，旧堡村有些地主就开始暗中活

动。张初元知道此事后，发动与领导当地
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回赎土地和反维持、反
贪污斗争，并整顿和扩充了民兵队伍。因
民兵活动难免耽搁生产，他便与村干部商
量组建了 13个变工组，实行劳力与武力结
合，使战斗的民兵组织和生产的变工组织
有机联系起来。即：民兵掩护生产，民兵出
去活动误工，就由变工组负责帮助；民兵在
战斗任务完成后，仍然回到变工组里进行
耕种。就这样，在张初元的组织下，旧堡村
开始了劳动与武力相结合，把全村组成了
一个常年“高防”的统一战斗群体。

1943年之前，尚未实行劳武结合时，村
中被敌人抢走五十石粮食。1943年之后，
劳武相结合，张初元带领民兵作战 17 次，
粉碎了日伪军的袭扰扫荡，有效地保卫了
抗日民族政权和春耕、夏收、秋收，全年被
抢的粮食还不到两石。这使得人们的生产
情绪更高涨了，变工小组更团结了。

1944 年，晋绥边区召开了第三届群英
大会，张初元经宁武县劳动人民推选，出席
了此次劳动英雄大会，被评为“全边区特等
劳动英雄”，在全区推广他的劳武结合斗争
经验。《抗战日报》《解放日报》先后发表文
章、社论，介绍其英雄模范事迹，高度评价
这一创举。正如一首秧歌所唱：“劳武结合
的张初元，他家住在宁武县，生产和打仗相

结合，晋绥边区美名扬。”
群英会结束后，中共晋绥分局书记林

枫同志号召：贯彻劳力与武力结合，拿锄头
的农民要拿武器；同时武力与劳力也要结
合，经常拿武器的也要拿起锄头来。晋绥
边区第三届劳模大会后，劳武结合成为全
边区人民的方向。在整个根据地形成了一
面生产，一面战斗的高潮。边区机关、部队
的生产也被带动起来，积极响应号召，都做
到了“劳力与武力结合起来”“生产与战斗
结合起来”。

张初元创造的“劳武结合”为抗战做出了
重大贡献。1950年，他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群
英大会，参加了国庆观礼，并受到了毛泽东、
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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