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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故事

大 青 山 抗 日 游 击 根 据 地 开 辟
后，为了能坚持在大青山地区抗战，
李井泉根据大青山地区岗峦起伏，
村落稀疏，在辽阔的草原和崎岖的
山地上，步兵行动十分困难的实际，
于 1938年 11月根据党中央指示，将
大青山支队步兵迅速改为骑兵。

在具体执行党中央“化步为骑”
指 示 中 ，李 井 泉 出 色 地 完 成 了 任
务。他一方面从消灭伪军、围歼顽
匪中缴获了大批战马，另一方面向
开明绅士和大地主募捐，很快解决
了马匹问题，组建成一支精干的大
青山骑兵支队，李井泉任司令员，姚

任副司令员。
骑兵支队组建后，李井泉一面整

训部队提高骑兵政治素质和战术水
平，同时大力开展骑兵游击战，与日伪

军巧妙周旋，积极战斗，英勇杀敌，为
开辟和发展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建
立赫赫战功，被群众誉为“铁骑”。

挺进大青山地区一年多的时间
里，李井泉率领的大青山支队共进
行大小战斗百余次，粉碎了敌人 15
次大规模“扫荡”和围攻，消灭日军
1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 500余支，
成功地把敌人挤了出去，使人民军
队在根据地站稳了脚，开辟了大青
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以铁的事实粉
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并将大
青山地区的土匪基本剿清，结束了
当地的混乱局面。当时当地传唱过
一首民歌：八月里来秋风爽，李支队
挺进青山梁，日本鬼子丢了魂，蒙汉
同胞喜洋洋。

回忆往事，李井泉的老战友曾

褒奖他：“1938 年秋，你率领八路军
的一支部队，穿过日军的数道封锁
线，突破敌人的阻截和包围，冒着冬
季的严寒，横穿平绥线，深入大青山
开展游击战。”“你为创建大青山根
据地，建立了功勋，为抗日战争的胜
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热血晋绥》《晋绥边
区人物春秋》《“无衔上将”李井泉的
革命人生》《李井泉同志生平》《开国
元勋李井泉》《贺龙传》《王兆国在纪
念李井泉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
上的讲话》《家乡人民永远的怀念》
《大青山抗日斗争史》

创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创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
————李井泉生平及革命经历李井泉生平及革命经历 （（中中））

□ 本报记者 木二东 搜集整理

1938年8月2日，在李井泉指挥下，大青山
支队(对外又称李支队)从山西省右玉县境内古
长城要隘杀虎口开始向大青山挺进。经支队
主要领导研究，在凉城地区留下一个营依托蛮
汗山建立绥南根据地，以保障晋西北与大青山
地区的联系，主力越平绥路抵达武川一带，先
后开辟绥中、绥西根据地。随着大青山抗日游
击地区的不断扩大，地方抗日武装也在斗争中
蓬勃发展，成功守护了大西北和陕甘宁边区的
北部门户安全。

大青山地区是陕甘宁边区北方的门户，又是中共通往
蒙古和苏联国际交通的一条要道，毛泽东知道此处的重要
性，日军亦知道。

日军 26师团，除常驻张家口 1600余人外，大部分沿平
绥路驻扎在大同、集宁、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包头及其附
近的城镇和火车站。由其扶植起来的伪蒙军两万余人，大
部分也驻守在大青山地区。

日军不仅控制大青山地区的重要地方，还对大青山地
区实行非常严密的统治，在伪蒙军内设有“顾问”和“指导
官”，直接指挥其行动；在伪“蒙疆政府”内设置了日本“参
事”“顾问”“次长”等，掌握着军事、经济、政治、人事等各项
实权。还通过办学校、训练班等方式，实行以亲日防共为
基本内容的奴化教育。

而在大青山地区的“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虽挂着
“抗日”牌子，却不敢与日军交锋，相反经常骚扰百姓。而
且，大批土匪流窜山中，无恶不作。大青山地区人民群众
的生活苦不堪言。

在绥远如此纷乱战局下，李井泉率大青山支队由山西
省五寨县出发进至平鲁、左云、右玉地区，进行向大青山挺
进的准备工作。

1938年 7月 29日，在司令员兼政委李井泉指挥下，支
队开始向大青山挺进。首先 715团团长王尚荣带领 3营由
晋西北出发，率先从杀虎口越过长城，进到绥远省凉城县。

1938 年 8 月 2 日，战动总会和 4 支队也从晋西北相继
北上，到了山西省右玉县境内。日军为了阻止大青山支队
的北上行动，急调 5000 余兵力，分五路向北上部队扑来，
企图消灭我军于长城脚下。为了摆脱敌人包围，寻机再
进，大青山支队在给以敌人有力回击后，转移至长城以南
偏关县老营一带休整。

1938 年 8 月 26 日，大青山支队再经杀虎口一带翻越
长城，跨入凉城县境，为了隐蔽，部队白天休息，夜间行军，
沿途跋山涉水克服重重困难。稍事休整后，先头部队 715
团 3营在营长陈刚的率领下，攻击了凉城县岱海湖以东的
天城据点，出其不意地消灭了据点内大部分敌人，吸引了
敌人的视线。我大部队则乘机分路从岱海西侧进抵阴山
支脉蛮汗山主峰脚下的太平寨，为继续北上开辟了一个落
脚点，取得了进军大青山的第一个胜利。

到太平寨后，经支队领导研究决定，由姚 参谋长带
715团 1营留在蛮汗山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并负责与雁北
联系，准备接运冬装；由李井泉率大青山支队大部、战动总
会继续北上大青山腹地。

1938 年 8 月 31 日，在李井泉的
率领下支队主力人马快速从旗下营
镇东侧通过平绥铁路，进抵大青山
区腹地武川县大滩村一带。后与杨
植霖、高凤英领导的蒙汉抗日游击
队会师于归绥以东的面铺窑子。

为了迅速打开抗战局面，尽快
打几个胜仗，杀杀日寇的嚣张气焰，
支队领导决定积极开展游击战。

9 月 3 日 ，大 青 山 支 队 主 力 东
进，攻入日伪军盘踞的陶林县城（今
乌兰察布盟察哈尔右翼中旗政府所
在地科布尔镇）。歼灭、击溃伪军
300 余人。这一仗虽未全歼陶林伪
军，但给日军以很大的打击，大大振
奋了民心，“八路军打日本鬼子”的
消息迅速传遍阴山南北，扩大了八
路军在绥中地区的影响。

陶林袭击后，9月19日大青山支队

又夜袭了四子王旗乌兰花镇伪蒙军一
个加强连和王爷府的旗保安队，俘虏了
180余人并缴获机枪等大批武器装备。
战斗结束后，李支队召开群众大会，宣传
中共关于蒙汉联合抗日的主张。从统
战的角度考虑，释放了被俘虏的王爷府
官兵，其武器马匹也予退还。王爷府上
下和当地蒙汉群众看到八路军纪律严
明，对商户和居民秋毫无犯，十分敬佩，
逐渐成为了八路军的支持者。

陶林和乌兰花之战后，使日军极
为恐慌，急忙向武川、陶林、乌兰花、
百灵庙等地增调兵力，以图加强大青
山北麓的布防。获悉了日军的意图
后，李井泉利用归（绥）武（川）公路最
险段蜈蚣坝段设伏阻击。此战，仅用
了半个小时就击毁了日军汽车 4辆，
全歼日军少佐以下 80 余人，使得八
路军在大青山地区声威大震。

为了进一步扩大游击根据地，大
青山支队召开党政军干部会议。决定
姚 、武新宇等率部分队伍坚持和发
展绥中游击区；1营副营长邹凤山率
部分队伍开辟绥南游击区；李井泉率
部分队伍挺进绥西开辟绥西游击区。

会后，各部整装出发。李井泉
率部西进并于 9月 26日在包头市以
北固阳县的后脑包阻击日军，毙伤
日军 200余人，挺进绥西首战告捷。

10 月 1 日，李井泉又命部雨夜
奔袭包头以东石拐镇，毙伤伪军 100
余人，俘敌 300余人。

10 月 27 日，大青山支队夜袭土
默特左旗平绥铁路上陶思浩火车
站，全歼日伪军 100余人。大青山支
队在李井泉的带领下挺进绥西取得
三战三捷。

在挺进大青山的两个月里，李
井泉率领大青山支队六战六捷，横
扫阴山七百里（大青山属于阴山山
脉），开辟了绥中、绥西、绥南游击根
据地，震动了整个绥蒙。这三大片
游击区共包括 18 个市县，构成了大
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

战局纷乱
率部挺进大青山

六战六捷
横扫阴山七百里

化步为骑
铁骑立赫赫战功

蒙汉抗日游击队领导和大青
山支队部分干部合影

大青山支队骑兵连

绥德警备旧址，李井泉和前任政委习仲勋均在此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