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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故事

1946年至 1948年，贺龙、李井泉
按照党中央的部署，领导了晋绥解放
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深入发动群众，
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广大贫雇农支
前、参军的积极性因此得到大大提
高，为西北野战军等部队提供了大批
有生力量。1948年 3月，毛主席东渡
黄河前往后晋察冀解放区路居晋绥
边区兴县时，明确指出：“在过去的一
年内，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领导的区
域内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是
成功的。……晋绥解放区现在比过
去任何时候更加巩固了。”

1948年，李井泉兼任华北军区第
3兵团政委、前委书记，参与指挥了第
二次绥远战役，指挥地方部队和民工
将大批粮食和军用物资及时送达前
线，有力地支援了战役的胜利发展，亦
留了傅作义集团 60万部队于华北，为

平津战役取得胜利作出了贡献。
1949年 3月 23日，和平解决绥远

商谈开始。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双方
经过多次会商，于 1949年 4月 8日拟
定了《绥远和平协议草案》。李井泉
作为中共参加商谈的首席代表第一
个在协议上签名。

1949年 5月 23日，毛泽东在部署
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的电报中，明确
指出：“一野（4 个兵团 35 万人）年底
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
底或年初准备兵分两路：一路由彭
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
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
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
川、西康三省。”根据这个指示，贺龙
与李井泉商量，从晋绥分局、晋绥军
区机关抽出一些干部，组成调查小
组，化装成商人、老百姓，潜入西南，

调查了解当地的军事、政治、经济情
况，为向那里进军作准备。

1949 年冬，贺龙、李井泉等率领
第 18兵团等部队离开西安，经宝鸡翻
越秦岭入川，参加和领导进军西南的
战斗。从这时起，李井泉就与邓小平、
贺龙等一起，为我国西南地区的开发
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艰苦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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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西事变后，晋西北告急，李井泉奉命调回
晋西北工作，重返老部队358旅担任政委，抗击
日本侵略者。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相继担任晋
绥野战军政委、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代理书记、晋
绥军区代理政委、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兼晋
绥军区政委，领导了晋绥地区的土改运动，参与
指挥了第一次绥远战役、“察绥战役”，支援西北
人民解放战争。1949 年贺龙、李井泉率领 18
兵团等部队越过秦岭攻入四川。

1939 年 12 月 9 日，阎锡山发动反共的“十二月事
变”，晋西北告急，毛泽东电令：“……李井泉立即离开大
青山支队，到晋西北加强政治领导，在晋西北组织军政
委员会，统一党和军队的领导……”1939 年 12 月底，贺
龙、关向应也接电率 120师主力离开冀中，1940年 1月下
旬回到晋西北。

1940年 2月 24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晋西北军政
委员会，贺龙、关向应为正、副书记，李井泉担任委员。
李井泉重返老部队 358旅，继续担任政委。

1940 年 6 月中旬，张宗逊、李井泉指挥 358 旅 4 团、
716团和 120师第 2支队，在静乐县米峪镇（今属太原娄
烦县）和日军独立混成第 9旅团村上讨伐队打了一场预
期遭遇战。经三天激战，歼日军 520人。

7 月上旬，张宗逊、李井泉又统一指挥 358 旅、独 1
旅，120师第 3、第 5支队等部，在兴县二十里铺地区伏击
日军独立混成第 9旅团 1800余人。此役毙伤日军 500余
人。

1941 年 4 月，在毛泽东的关怀下，李井泉到延安中
央党校学习，理论修养得到很大提高。1942年秋，他结
束了在中央党校的学习，被调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
部（司令员贺龙，徐向前为副司令员）担任秘书长，成为

“贺龙的笔杆子”，为联防军的军政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
献。

1943年 2月，毛泽东任命徐向前担任抗日军政大学
（抗大）总校校长。既然是军政大学，校长无疑要懂军
事，政委当然要适宜做政治工作，他想到了李井泉。这
时，抗大总校刚从敌后河北邢台迁回陕西绥德县西山
寺。同时，党中央又决定将设在晋察冀根据地的抗大第
二分校、晋西北的第七分校、延安第三分校（即军事学
院）与总校合并，合并后新的学期统称第八期。

徐向前、李井泉到达绥德，一面建校，一面接收学
员。从 1943年 4月至 6月，中心任务是整编机构，端正思
想。为便于管理教育，他们将抗大编成三个教育基本单
位，即抗大总校、第二分校和第七分校。作为抗大总校
政委，李井泉在此任职期间协助徐向前做了大量工作。
1943年 10月，徐向前校长离开延安，抗大总校的工作由
李井泉主持。1944年 4月，作为抗大总校负责人的李井
泉在绥德地委驻地，参加了时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陕
甘宁边区绥德警备区政委习仲勋和齐心的婚礼。

1944年 10月，习仲勋奉命离开绥德到延安学习，李
井泉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绥德警备区政委，一个月后兼
任中共绥德地委代理书记。此时，李井泉不仅主持抗大
总校的工作，还兼管绥德地区的党务和军政工作。

晋西北告急
奉命回到晋西北

1945年 8月，日本投降，抗战取得
完全胜利，国民党却想独揽胜利果实，
国共内战危机日重。为了适应新形
势，中央军委决定 120师和晋绥军区组
建晋绥野战军，李井泉担任晋绥野战
军政委（司令员贺龙），从贺龙的老部下
成长为贺龙的好搭档。1946年春，他
正式就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贺
龙为常委）兼晋绥军区政委，与贺龙一
起成为中共在晋绥地区的主要领导。

为迎击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大规模
内战，李井泉于1946年6月19日主持召
开了晋绥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他与贺龙
在会上一致强调：国民党打内战是靠美
国人，而我们是靠人民。真正把农民
的土地问题解决了，群众斗争的积极
性就会起来。会议根据党中央指示，
决定进行土地改革，并根据贺龙的建
议通过决议：减轻农民负担。人民生
产、支前的热情大大提高，为晋绥地区
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深厚的群众基
础。谈起这次高级干部会议，李井泉归
功于贺龙：“都是老总唱的戏！”贺龙真诚
地说：“你可是分局书记啊！”

1946年 11月，根据全面内战爆发
后国民党大打出手的现实，贺龙、李井

泉商量之后报经中央军委批准，将晋
绥野战军组成三个纵队。12月，贺龙
和李井泉在晋绥两区联防会议上，表
示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晋绥根
据地一定尽全力保证部队兵员征集、
粮食和物资工兵。会后，晋绥军区下
辖的 1纵、2纵、3纵相继西渡黄河，编
入西北野战兵团，在保卫延安的一系
列 斗 争 中 大 量 歼 灭 国 民 党 军 。 从
1947年到 1949年，西北野战军除了作
战缴获外，所需大多弹药、粮食、物资、
军费、兵员均来自晋绥，晋绥边区为西
北解放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1947年 12月，在贺龙、李井泉领
导下，晋绥军区和晋绥分局联合召开
对敌斗争会议，全面检查一年来的对
敌斗争，发现不少问题。根据党中央
十二月会议的精神，贺龙、李井泉主持
通过会议决议：地方工作要纠正过去
的错误，正确执行政策，组织反对阎锡
山、傅作义反动统治的统一战线，集中

打击依附国民党的恶霸地主，缩小打
击面；军事斗争上，地方兵团和游击队
要进一步学习和贯彻毛泽东军事思
想，针对敌军活动规律，适时集中优势
兵力，各个歼敌。在敌大兵团出动时，
则集中更大的兵力，主动积极作战。
争取在一两年内，配合友邻军区夺取
太原、归绥，解放全山西、全绥远。

由于贺龙、李井泉十分重视地方
部队的建设，及时使游击队、地方兵
团逐步升级为野战部队，晋绥地区的
野战机动兵力增加了近 3倍，战斗力
也日渐提高。

“晋绥部队 1948年作战 1173次，
歼敌 5.5 万余人，到当年年底，除太
原、大同、归绥、包头等大城市及平绥
路西段外，晋绥广大地区都已为人民
解放军所控制。”生前谈起在晋绥地
区的工作，李井泉总是谦虚地说：“讲
功绩首先要讲贺老总，我只是贺（龙）
唱李（井泉）和！”

贺唱李和
西北解放作贡献

南下入川
呕心沥血建西南

1948年 11月，绥远省和林格尔县，李井泉和参加绥远战
役的第8纵队及下属三个旅领导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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