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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故事

1946年，日军侵占岚县后，实行惨无人道的“三
光”政策，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日军驻岚县杂粮会
社主任南崎，亦名中村里仁。此人残害百姓，奸淫妇
女，抢掠财物，无恶不作，岚县人民备受其害。晋绥军
区决定除掉这只恶狼，派侦察参谋李芳去执行这个
任务。

李芳，贵州人，老红军，身材魁梧、皮肤黝黑，是
一位多次深入虎穴、生擒敌酋的孤胆英雄，由于他刚
直勇猛，且来无影去无踪，人称“黑旋风李逵”。1944
年5月20日夜，李参谋率一班战士，找到岚县情报站
内线李元则等，向其传达了上级指示。内线同志在
作了一番侦察后，制定了抓捕计划。5月 21日深夜，
乌云翻滚，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整个大地一片死
寂，只有远处传来的狗吠声。这时李芳带着一班同
志悄悄摸向东村。

此时此刻的东村，万籁俱寂，一片漆黑。只有
一两处窗户里透着微弱的亮光，大概是烟鬼赌鬼们
在过瘾。高处炮台上的敌哨兵仿佛丢了魂似的，耷
拉着脑袋在那里打瞌睡。李参谋等悄悄来到南崎
住院的墙外，牛茂森、李济生两人搭人桥翻墙入院，
开了大门，李芳和两个同志进到院内。这时，住在
靠大门过道南屋的几个中国籍勤杂人员，听到响
动，出来观察，见势不妙，想乘机开溜。李参谋赶紧
上前用枪抵住对方，低声喝道：“不准动，我们是来
捉南崎的。”这个勤杂人员被吓得浑身哆嗦，结结巴
巴地说：“我是中国人，日本人在那里。”并乖乖地呆
在原地不敢动弹，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李参谋直奔南崎房间，将房门一脚踢开。此时
的南崎睡得正酣，半小时前才送走婊子“小飞机”，像
一头大肥猪似的，正打着呼噜做着美梦。说时迟，那
时快，李参谋一跃而起将南崎一把撩住。这家伙一
下子惊醒，伸手去枕头下找枪。李参谋眼疾手快，把
枪扔到了地下。南崎一面嘴里哇哇乱叫：“死啦死啦
的行，开路开路的不行……”一面赤身与李参谋撕扭
起来。其他两个战士一拥而上，挥拳将他揍了一顿，把毛巾塞在嘴里捆了个
结实。这只双手沾满我百姓鲜血，不可一世的鬼子，束手就擒了。

任务完成后，李参谋一声令下，勇敢的侦察排战士挟着南崎，一口气冲
出了据点。等鬼子醒悟过来，我方人员早已不见踪影。

南崎被擒，东村据点日军惊恐万状，一到晚上就严岗密哨、如临大
敌。那些罪恶昭著的鬼子和汉奸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一到天黑就龟缩在
据点里不敢外出，生怕有朝一日重蹈南崎覆辙。

参考文献：《吕梁抗日烽火》

1943年 9月，八分区地下交通员雷声同志带一队武装
交通员去文水县马村迎接一号、二号首长从太行经过晋绥
八分区到延安。事后才知道，这一、二号首长就是彭德怀
和刘伯承同志。当时，两位首长和他们的夫人、秘书、警卫
共 20余人。

当天晚上，按预定计划在离文水县马村不远的一个小
渡口渡汾河。首长、随行人员、交通队员共百余人，从汾河
苇地中间穿插，远处敌碉堡里的探照灯忽明忽暗地来回
扫。预先只准备了一只木船，一次只能装七八人。而这
100多号人，还有七八匹马，光一只木船往返是不行的，延
长渡河时间不说，一旦被敌人发现，后果就十分严重了。
于是，交通队员们返回马村，向老乡借来一条条棉被。首
长及他们的夫人坐船渡河，其余人牵马凫水过河，河水淤
泥厚，为防止陷进去，就把借用老乡的棉被和队员们脱下
的袍子铺在河底，踩住四角，让人踏着衣被过去。就这样，
百余人的队伍在很短时间内，神不知鬼不觉地渡过了汾
河。

那时候老百姓的生活是相当困难的，家有一条棉被很不
容易。但他们为了革命的需要，一说借用棉被铺河底，保护八
路军人马过河安全，谁也没有二话。试想，如果没有老百姓的
无私奉献和支援，这次过河能这样顺利吗？护送首长事关重
大，如果这次过河遇到麻烦，那一路又会引起多少麻烦呀！

麻烦还是遇到一些。过了两道封锁线，走了六七十里
路，上午 9时到了边山。满山遍野扎着葡萄架，当大家准备
在这里歇脚时，突然，听见枪声响成一片，彭德怀、刘伯承两
位首长站在山坡上用望远镜向西边嘹望。

西边山沟里的枪声越来越密，响声越来越大，能听出有
重机枪和掷弹筒的声音。彭德怀同志站在那里，望了十几
分钟，转身跟雷声说：“敌人有 100多人，没有后续部队，你们

能不能把他们消灭掉？”雷声说：“我们人数不多，只有一挺
机关枪，消灭有困难。”刘伯承同志说：“又便宜敌人了。”

西边的敌人响了一阵枪，突然不响了。这时，东边又枪
声大作，而且响声比西边大几倍。侦察员跑来报告：“东边白
石沟有四五百敌人，正在向我们这里移动。”刘伯承同志见大
家十分紧张，便说：“莫来头（没关系），不要那样紧张，敌人来
了，我们可以打，打不赢可以走嘛。”他接过望远镜，站在彭德

怀同志身旁，神态自若地向西边望了一会儿，放下望远镜说：
“这边的敌人沟子（屁股）向着我们，不是对付我们的。”彭德怀
同志接着分析：“东边白石沟的敌人要打我们的话，就会从半
山腰下来截击，现在敌人是在沟里行进，并未发觉我们。”果
然，敌人打了十几分钟，便向清源方向撤退了。

这一次护送首长有惊无险。
参考文献：《吕梁抗日烽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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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能林是山西省临县索达
干村人，1916 年生，7 岁学纺
花 ， 11 岁 当 了 童 养 媳 ， 既 要
做 家 务 ， 又 要 缝 衣 做 鞋 。 17
岁 时 一 边 在 地 里 劳 动 ， 一 边
开 始 学 织 布 ， 掌 握 了 一 定 的
纺织技术。1940 年 1 月，八路
军 赶 走 了 阎 锡 山 的 反 动 军
队 ， 成 立 了 抗 日 新 政 权 。 不
久 ， 新 政 权 的 干 部 来 到 刘 能
林 家 里 ， 询 问 生 活 和 生 产 ，
关 切 地 给 她 讲 解 抗 日 的 道
理 ， 启 发 她 的 革 命 觉 悟 ， 使
她 认 清 了 共 产 党 、 八 路 军 是
穷 人 的 救 星 ， 只 有 跟 着 八 路
军 ， 才 能 把 日 本 鬼 子 赶 出 中
国 去 ， 过 上 好 日 子 。 刘 能 林
怀 着 朴 素 的 爱 国 情 参 加 了 妇
救 会 ， 做 力 所 能 及 的 抗 日 工
作。

1941 年 ， 刘 能 林 响 应 上
级 号 召 ， 发 动 妇 女 组 建 生 产
互 助 组 ， 边 生 产 粮 食 ， 边 纺
花 ， 织 布 、 做 军 鞋 ， 支 援 部

队 开 展 游 击 战 争 。 由 于 她 为
人 正 直 ， 工 作 积 极 ， 于 1942
年 2 月 被 推 选 为 村 妇 救 会 秘
书 。 此 后 ， 她 不 仅 积 极 组 织
妇 女 参 加 生 产 ， 还 动 员 妇 女
参 加 民 兵 组 织 ， 学 习 军 事 知
识，参与武装斗争。

1943 年 ， 政 府 号 召 织 标
准 布 时 ， 她 挨 门 逐 户 认 订 任
务 ， 并 组 织 妇 女 开 展 纺 花 织
布 竞 赛 ， 圆 满 完 成 了 第 1 期
10 匹 布 的 任 务 。 第 2 期 50 匹
布 的 任 务 要 求 一 个 月 完 成 ，
她 将 123 名 妇 女 编 成 39 个 小
组 ， 以 组 开 展 变 工 互 助 ， 并
奖 励 先 进 。 她 自 己 除 指 导 技
术 、 检 查 质 量 外 ， 每 天 参 加
纺 织 ， 并 在 数 量 和 质 量 上 都
超 过 了 别 的 妇 女 。 在 她 的 组
织和带动下，仅 26 天就全部
完 成 。 此 后 她 又 在 4 个 月 的
时间里纺了 27 斤线，织了 36
丈 布 。 由 于 刘 能 林 创 造 了 纺
织 变 工 法 ， 使 本 村 的 纺 织 任

务 完 成 得 既 快 又 好 ， 临 南 三
区 区 公 所 和 抗 联 发 起 了 “ 刘
能 林 运 动 ”， 号 召 全 区 妇 女
向 纺 织 英 雄 刘 能 林 学 习 。 这
一 年 ， 她 在 党 支 部 的 培 养
下 ， 加 入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
1944 年 1 月 ， 她 光 荣 地 出 席
了 晋 绥 边 区 第 三 届 群 英 会 ，
被 评 为 “ 妇 女 特 等 劳 动 英
雄”，行署奖给她 1 台织布快
机 ， 并 在 全 边 区 推 广 了 她 的
经验。

为 了 更 好 地 组 织 妇 女 纺
织 ， 改 善 群 众 生 活 ， 刘 能 林
又 动 员 群 众 集 股 金 4 万 元 ，
向 政 府 贷 款 7 万 元 ， 创 办 了
妇女纺织合作社，她说：“一
个 人 翻 身 解 放 还 不 算 ， 要 让
大 家 都 解 放 ， 都 过 上 好 日
子。”合作社成立后，主要任
务 是 组 织 妇 女 纺 织 ， 兼 营 购
销 家 具 ， 代 销 、 油 、 盐 等 生
活 日 用 品 。 之 后 还 增 加 了 磨
面 、 染 布 和 代 收 标 准 摹 布 等
业 务 。 特 别 是 为 纺 织 妇 女 提
供 了 无 利 贷 粮 （11 石） 和 工
本 布 机 （20 架）， 解 决 了 缺
粮 、 缺 机 的 困 难 。 由 于 合 作
社 处 处 替 群 众 着 想 ， 为 妇 女
解 决 困 难 ， 积 极 支 援 抗 战 ，
业 务 量 和 经 济 效 益 不 断 增
加 。 当 年 全 村 240 户 人 家 ，
织 标 准 布 864 匹 。 合 作 社 社
员 发 展 到 500 余 人 ， 扩 大 股
金 10 万余元，每元股金分红
0.79 元 。 她 自 己 则 出 席 了 晋
绥 边 区 第 四 届 群 英 会 ， 再 次
被 评 为 “ 妇 女 特 等 劳 动 英
雄”。
参考文献：《晋绥边区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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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特等劳动英雄刘能林获得的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