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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故事

魏建鳌是兴县魏家滩镇店上村人，从
小家庭生活贫苦，半劳半读上过几年小
学。16岁时就给地主当长工，过着半饥不
饱的生活。

1937年抗战爆发后，山西牺盟会派余
丕铎、米建书来兴县组建牺盟分会，开展抗
日救亡活动，魏建鳌初步接受了进步思想
教育。经余丕铎介绍，他加入了牺盟会，并
在魏家滩很快组建了一个牺盟小组，吸收
魏进德、尹增光等人参加了牺盟会，魏建鳌
担任小组长。1938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发动群众开展抗日
救亡活动中，工作开展的轰轰烈烈，受到
县、区牺盟会、动委会和抗日部队的赞扬，
魏家滩村被评为抗日救亡模范村。

1940年，日寇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疯狂
“扫荡”，边区军民生活极端困难。为解决军民

穿衣吃饭问题，他（时任村长、村党支部书记）
积极发动群众，开荒种地、种棉花，组建了一个
小纺织厂，发动妇女纺花织布。为解决纺织
技术问题，他动员、说服贾花婵、康桂花等妇女
并帮助其克服家庭实际困难，到区纺织训练
班学习。这些骨干回村后，他又组织制作了
几十架纺线车和十几台织布机，在本村开办
了纺织训练班，组建了纺织合作社。1943年
纺织厂有纺妇32人，4个纺织变工组。

1944 年，纺妇发展到 56 人，股金发展
到 99.5 万多（西北农民币），年织布 700 余
匹，供给抗日部队数百匹。又组织群众开
办了小煤矿、铸铁厂、瓷窑、铁木家具厂、运
输队等。并把纺织厂、大众合作社、消费合
作社合成了一个较大的合作社，群众一致
推选他当了主任。此外，他还担任兴县 5
区抗联主任，组织领导民兵设警戒、埋地

雷、搞联防，积极开展对敌斗争。他千方百
计帮助群众解决因日寇多次“扫荡”之“三
光政策”造成的严重生产生活困难，办了很
多好事，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

1944年 12月，在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
会上被评为特等合作英雄第一名。1946
年入晋绥分局党校学习，结业后分配到土
改工作团，协同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
改运动。1947年 12月，他担任了兴县五区
区长，后又调任县建设科长、副县长。他发
动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施行互借互济活
动 ，度 过 了 当 时 天 灾 人 祸 造 成 的 困 难 。
1948年，他协助县委、县政府组织参战队，
跟随部队北上绥远、西进榆林、东赴太原、
南下临汾支前参战。仅他亲自派出的远征
参战队就有 4批 12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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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有红生于 1919 年，柳林县人。1936
年因地主不断“蚕食”他家仅有的一块耕地

（与地主家耕地相连），他讲了两句不满的话，
被地主告到旧政府，扣押半月。家里典卖东
西上下打点，花了百十块钱，他才被赎出
来。1940年，抗日民主新政权建立，他积极
响应政府号召，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可又被
怀恨他的那个地主告到大武镇维持会，派出
警备队将其捆绑回镇，途中，他乘敌不备滚
下山沟，钻入水渠的柴草里，又隔着柴草被
敌刺了一刀，幸免被捉。

之后敌人屡次抓他，他跑到临县参加了
八路军，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政治觉悟提高很
快。1941年后任副班长、班长，身经大小 20
余次反扫荡作战，每次战斗皆表现得机智灵
活、英勇过人。

在方山县津良庄，部队受敌包围，他于

距其哨位数十米处坚决抵抗，掩护了全连撤
退。而他被敌人围堵在一个院子里，却临危
不惧，冲过燃烧的大院跑了出来。当部队撤
至潘家坂再次被围时，他与排长等人跳下两
丈高的山崖，免入敌手。1943年反扫荡、反
抢粮中，所在 7 连奉命开赴忻县平川作战。
一次在奇村附近伏击 30 余名日伪军，他紧
追一个伪军，人枪俱获。又一次，三交之敌
80多人在忻静公路上中埋伏，枪一响，他第
一个冲上前去，见敌曹长（相当于上士）正用
手枪射击，迅速绕后一枪使其脑袋开花，收
缴手枪、军刀和望远镜，并活捉一名伪军，再
缴一支中正式步枪。这年冬，羊圈岭敌据点
一个小队抢了 40 多驮粮食路过旺庄山头，
他带几名战士率先冲上去，敌还未及准备刺
刀，他已刺倒一个，又得一支崭新的三八
式。敌全部被歼，他们夺回了被抢粮食。

1944年 4月的观上村战斗，他与另一名战士
紧紧跟住一挺歪把子机枪，志在必得。当我
军发起冲锋，敌纷纷溃退时，他跑在最前面
奋力追击，只一枪，那个机枪手应声倒地，歪
把子机枪便扛了回来。新战士们羡慕地说：

“下次打仗非跟着班长缴回一支枪来不可。”
时隔两周，庄上伏击战打响，他有意带几名
新战士选定追杀两个伪军，但又怕伪军回头
开枪，便瞄准打倒一个，另一个吓得缴械投
降，他大喊：“快上去拿枪！”两战士缴得两支
步枪两袋子弹。2班新老战士在他带领下，
个个逐步成长为生龙活虎的勇士，多次战斗
无一伤亡，成为全连的模范班。1944 年 12
月，他出席了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大会，荣
获“特等战斗英雄”称号，受到行署、军区的
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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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秉庭是山西省离石县人，晋绥边区
第四届群英会特等合作英雄。 1942 年 7
月，为了打破日军的经济封锁，晋西北行署
第四专署调李秉庭到离石县第四区创办以
他为主任的合作社。当时，该区属于接近
敌占区的游击区，100个自然村仅剩 3个村
未搞“维持”，日伪军经常到这一带烧杀抢
掠，搜捕我方工作人员，致使群众的生产生
活用品严重短缺。

合作社开始只有 3个工作人员和 1.08
万元农币的资本。他们先以敌占区的一个
村为基地，稳扎稳进，逐步开辟工作。李秉
庭挑上货担子到石门嫣敌据点周围的多个
村子去活动，其余两人留在后方运购货
物。他们经销的 50 多种货物都是群众特
别需要的，因而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和拥
护。所到之处有主动帮助挑货担子的，有
借 给 牛 、驴 运 送 紧 缺 物 资（如 盐 和 黑 布
等）。在销售货物时，李秉庭特别注意照顾
贫苦群众和抗属，或低价出售，或允许赊
账，或通过这些人推销货物。于是有不少

穷人家成了合作社的分销点。
在推销货物的同时，他们还发动群众开

展防奸防特和争取、改造伪闾长的工作，从
而切断了敌人的“维持”关系。有 10多个村
子遇到敌人要粮派款时，就用拖欠和少交的
办法予以抵制，直至使敌人在大武镇设立的

“粮食会社”因掠夺不到粮食而倒闭。为了
打破敌人以武力胁迫“维持”的企图，他发动
群众开展了武装“挤敌人”的斗争，经常带领
民兵在石门塥据点周围的山上袭扰敌人，使
其修碉堡的计划 3次落空。他还发动各村群
众提意见，迫使伪闾长们免除了派抗属给 13
军支差。至 1943年 2月，李秉庭组织当地民
兵配合武工队摧毁了合作社周围村庄的“维
持会”，肃清了敌人的秘密特务组织，并在武
工队的保护下，深入到石门嫣敌据点附近村
庄活动，换回铜铁和子弹壳 500多斤、土布
400多匹、土纱 50多斤、棉花 600多斤。随着

“维持会”的垮台和解放区的扩大，合作社的
业务也迅速拓展，由秘密转为公开，由流动
变为固定，不久就在接敌区边沿建立了 4个

集市，旨在通过集市贸易来保障供给。如在
敌占区收购的铜铁，可以就近供给当地的铁
工厂。1944年春，周围各村在李秉庭帮助
下，集股 50万元（农币），建立了 11个小型合
作社。为了进一步服务群众的生产、生活，
联社还增加了以市价代卖土纱和以黑豆从
优折价换货的业务。

他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取
得了对敌斗争和经济建设的显著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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