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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故事

日军侵占方山后，每天除向各维持村
强征民工外，还征“花姑娘”耍乐。伪政权
把上交“花姑娘”当作一项任务，摊派到各
村各户，有姑娘的交姑娘，不交姑娘的出银
洋，由汉奸送到日军的碉堡里。此外，日军
还到各村抢姑娘，看见有点姿色的妇女就
抢到碉堡里。

1942 年夏，方山一区游击队活动在南
阳沟一带。一天夜晚，冯家庄民兵来报说：

“马坊警察队任安则又来冯家庄其姘妇家
了。”

游击队队长刘志胜听后心想：近日来，
鬼子在温家庄一带抢走几个少女，杳无音
信，这下可好，捉住这狗东西问个究竟。于
是，他亲自带领几名队员跟着民兵来到冯
家庄。

刘志胜把民兵分布在汉奸任安则的姘
妇家周围，然后和一名游击队员进了院，从
窗纸上的小孔里瞧，昏暗的油灯下，前炕放
着一支步枪，后炕躺着警备队任安则和其
姘妇。

刘志胜早就压不住火了，他一脚踢开
门，汉奸任安则企图到前炕抓枪反抗。刘
志胜抢先一把抓起任安则的枪喊道：“别
动，动就打死你。”

此时，任安则像筛糠似的浑身发抖，刘
志胜命令队员们把他绑起来。

刘志胜严肃地责问任安则：“马坊炮楼
抢去几个少女，你知道吗？”

任安则深知刘志胜的厉害，忙说道：
“前几天马坊炮楼中队长要几个少女，就
让 警 备 队 在 温 家 庄 一 带 抢 来 了 三 个 少
女。”

刘志胜一听气愤地问：“现在在哪里？”
任安则慌忙说：“还在炮楼内。”
刘志胜大声骂道：“你一个卖国卖命的

狗东西，不为中国人身在苦海感到痛苦，反
而欺压百姓，你就不感到羞耻！”说完命令
队员们把汉奸任安则带回队部，自己拿了
一把放牛鞭前往马坊炮楼去救人。

“日寇炮楼内有百十名敌人，你独自一
人能救回那几个少女吗？”一队员向刘志胜
提醒。

刘志胜答道：“三国的孔明用‘空城计’，
四五个老幼兵还把司马懿九万雄兵吓退。
我咋不能用这条鞭子把那几个姑娘救回来
呢！”

刘志胜绕过马坊，从一条小路来到炮
楼前，站在那里把手中的牛鞭摔的发出像
枪声似的叭叭响声。并大声喊道：“炮楼上
的鬼子听着，快给你们队长送个信，今晚方
山游击队和正规军包围了炮楼，让他马上
出来交谈。”

鬼子队长忽听哨兵报告，以为真的被
包围了，怎敢出去啊！可是刘志胜队长喊
声不断，鬼子队长只得硬着头皮站在伸手
不见五指的夜里答话。他深知游击队的厉
害，就让翻译说：“有话好说，不要动手。”

刘志胜大声说：“你们这些狗东西，抓
男抢女，人民恨之入骨，今晚为了救出少
女，我们的人要超过你们的几倍。但是我
们的政策是宽大的，只要放出抢去的少女，
我方决不动手。要是不答应，别怪我们手
下无情。”

鬼子队长被刘志胜的喊话震撼了，其
他日军也是提心吊胆，凶残的鬼子内心实
在不想放掉抢来的姑娘们！但是又害怕游
击队人多势众自己不是对手，只得乖乖地
把姑娘们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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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绥八分区主要领导人及著名人士

“离石县出了个张秋林,她是晋绥边区
的劳动英雄。七岁上学会纺棉花,十五岁
织布顶呱呱，革命到底铁了心,她呀送丈夫
参了军。支援抗日呀救中国，她办起了‘秋
林合作社’……”这就是 1944 年在晋绥边
区广为传唱的大型眉户剧《张秋林》。

张秋林是晋绥边区在大生产运动中的
一名先进模范人物，并在 1944年晋绥边区
第四届群英会上被评为了妇女特等劳动英
雄第一名。

1919 年,张秋林出生在离石县碾焉村
（今属柳林）一户贫苦农民家里。七岁的时
候，她就学会了纺棉花，到十二岁时，她纺

的棉花又白又细，在同龄人当中已经很有
名了。十五岁的时候，张秋林嫁到十几里
地外的小山村。结婚后，丈夫外出打工，她
在家纺花织布，一年到头累死累活，依然是
吃不饱穿不暖。艰苦的生活让张秋林认识
到，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才能给穷人带来好
日子。

1940 年，晋绥边区政府派出的抗日工
作团来到村里宣传抗日救亡政策，号召男
青年报名参军上前线，妇女加紧纺花织布
做军鞋，支援抗日。在抗日工作团同志的
鼓励下，张秋林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说服
了公婆，第一个送自己的丈夫参军去打日

本鬼子。丈夫走后，生活的重担都压在了
张秋林的肩膀上，瘦小的张秋林丝毫没有
退缩，家里的活、地里的活一点都没有耽误
下，晚上还坚持纺花织布。同时她被选为
村妇女生产小组长、妇女演剧队队长、行政
村妇救会组织委员。1941年，张秋林终于
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
党员，担任乡政府妇救会秘书。尽管任务
更加繁重了，但她白天在外面做妇女工作，
晚上赶回来依然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继续纺
花织布。

1943 年，边区政府号召广大妇女织标
准布以便于工厂加工军装，要求织得快，还
必须合乎标准。张秋林毫不犹豫地承担起
这个艰巨的任务。她首先和本村的两个妇
女干部、两个妇救会成员，组成一个纺织小
组，然后将全行政村的妇女按照居住远近、
年龄大小、性格脾气自由组合成 25个纺织
小组，开展纺花织布。她不但自己纺、亲自
教，而且还发动妇女互相竞赛，提高纺织质
量。整个纺织运动搞得红红火火。她的工
作成绩大家有目共睹，这年冬天，她在晋绥
边区群英会上被一致推举为特等劳动英雄
第一名。

群英会后，张秋林回到村里，立即开始
筹备合作社的事情。她东家出西家进，耐
心细致地做妇女们的工作。没几天时间，
仅在两个村就集下 20000多元。一个月时
间 里 ，她 在 十 几 个 自 然 村 里 集 下 63000
元。同时，县政府又出资 10000 元。1944
年 5 月 29 日，合作社在两孔窑洞里正式成
立，被大家定名为秋林合作社。

合作社成立后，秋林倾注了大量的心
血。1944 年 8 月的一天，她到碛口为合作
社购买织布机，9岁的儿子不幸被“扫荡”的
日本鬼子杀害。然而残酷的打击并没有把
张秋林击倒，在万分悲痛中，她对前来安慰
的干部群众说：“为群众服务就是为孩子报
仇，搞好合作社就是同敌人在经济上作斗
争。”于是她擦干眼泪继续为群众办社。这
一年，合作社的红利占到股本的 60％。妇
女们得到收益，更加信任合作社了，入股的
人更多了，入股社员达到 360人，股本增加
到 30 余万元。越来越多的妇女投入到纺
织热潮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援了抗
日，支援了党和人民军队。广大群众称赞
张秋林为“咱边区妇女的典型”。

她的事迹后来被湫水剧社编写排演成
大型眉户剧《张秋林》，在边区各县演出，被
人们传唱。

历史也永远记住了晋绥边区的这位劳
模女英雄——张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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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绥妇女开展纺织运动时使用的织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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