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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故事

告别晋绥边区人民告别晋绥边区人民
————林枫同志抗战在晋绥之五林枫同志抗战在晋绥之五

□ 本报记者 木二东 搜集整理

依依惜别晋绥人民

注重党政军民团结

为革命利益顾全大局
林枫不仅团结同志，在处理问题时也

能从大局出发，启发大家看到大目标，认
识到革命事业的整体利益。他对中共中
央的指示、方针、政策，都是认真坚决地贯
彻执行的，对中央领导同志是很尊重和拥
护的。他常教育干部：想问题办事情要从
全局出发，要拥护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
央，没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就不会有晋
绥根据地的存在。敌后各抗日民主根据
地离延安都远，只有晋绥最近。陕甘宁边
区和晋绥边区同样贫困，中央领导机关都
驻在那里，他们经济上的负担比我们还
重，我们勒紧腰带也要支持中央。

晋西事变一结束，他就派人陆陆续续
把缴获的物资和银洋送往延安，把荷兰
牛、美利奴羊送往延安光华农场，让中央
度过困难。与敌占区做生意，购置医药、
摄影、通讯器材，资助秘密战线的同志生
存、工作。让延安人民，尤其是伤病员、
婴幼儿有牛奶喝。用毛线在大生产运动
中给战士干部织出御寒毛衣。刚发现大
厨房烹调羊肉，闻到羊肉香味的林枫赶
忙调查羊肉来源，听说是缴获阎锡山农
场的，他马上让停止杀羊，派兵押送延
安。而他自己和大家同样吃黑豆充饥。
无论在晋绥根据地困难的日子，或是在
大生产运动后逐渐达到丰衣足食的时
候，林枫总是尽力以物资支援陕甘宁边
区，帮助边区度过困难时期。

自从我军主力部队在晋西事变中撤
出晋西南地区，晋绥边区便成为延安与华
北、华中、华南各抗日根据地惟一的交通
通道。晋西北的八分区和六分区，就是当
时中共中央通向敌后各解放区的咽喉要
道。林枫曾长期在白区工作，富有秘密工
作经验，非常重视建立秘密交通线的工
作。他对各根据地路经晋绥到延安的同
志是异常关怀照顾的，不但经常提醒有关
地区注意过往人员的安全，还常要求有关
同志照顾过往人员的生活。林枫时常告
诉负责安排过往人员生活的同志：我们再
苦，对来自各方面的客人，也要很好的接
待。当边区干部和群众吃黑豆的时候，有
关人员总要想方设法给过路客人找点小
米吃；自己吃小米、土豆的时候，总要找点

白面给客人吃，使他们感到像在自己家里
一样温暖。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晋绥边区
的形势不论变得如何险恶，遭遇何等严重
的困难，六、八分区的两条秘密交通线总
能畅行无阻，宛若任何力量无法摧毁的钢
铁干线。在护送过往人员工作中，护送过
刘少奇、徐向前等由敌后前往延安的许多
同志，护送过所有从敌后根据地到延安赴
会的七大代表，以及成千上万的各根据地
党政军民人员。千百次的护送任务，都圆
满地完成了。

在晋绥革命根据地的工作成绩，王
兆国同志在林枫同志诞辰 100 周年纪念
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如是评价：“抗日战争
期间，林枫同志是晋绥抗日根据地主要
创始人之一。他协同贺龙、关向应发动
群众、发展党员、培养干部、建立民主政
权、恢复和发展生产，全力支援延安的财
政经济；建立和发展人民武装，坚持敌后
游击战争，积极贯彻毛泽东同志“把敌人
挤出去”的方针，不断扩大根据地，成为
延安坚实的屏障；积极稳妥地建立了延
安和各根据地之间的秘密交通线。在这
些方面，林枫同志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为党所领导的革命军民打败日本帝国主
义做出了贡献，为推翻国民党的统治积
蓄了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王兆国同志在林枫同志
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晋
绥根据地资料选编》《晋绥边区人物春
秋》《晋绥边区“四重”纪实》《绥化名人
——林枫》《林枫传略》《坚持敌后抗战的
晋西北根据地》《忆林枫》《晋绥风云人
物》《兴县革命遗址综览》

为解决军民穿衣问题，
晋绥边区的纺线队在纺线。

1945年 4月 23日至 6月 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延安召开，林枫当选为中央委员。图为七大会场。

部队西渡黄河时行军情景

1945 年 4月 23日到 6月 11日，中
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
举行。林枫出席了这次大会，当选为中
央委员。会议期间，中央召集从各解放
区来的东北籍代表开了几次座谈会。
毛泽东对林枫说：“你是东北人，你要准
备到东北工作。”

七大闭幕后林枫暂留延安。1945 年 8 月 18
日，林枫回到晋绥边区首府兴县。林枫离开延安不
久，中共中央即正式决定调他前往东北工作。8月
19日，中共中央致贺龙、林枫的电报中指示：“林枫
准备去东北，……去东北干部 1200人，一星期后由
延安出发，交林枫率领北进，请林枫先做准备。”

9 月中旬，延安干部团和教导一旅一部到达
兴县，与从晋绥边区抽调的党、政、军干部汇合后，
经过短期休整后组编成一个干部团。

9 月 22 日，干部团从兴县出发。干部团的成
员，主要是高、中级领导干部，还有一部分警卫人
员和勤杂人员，共有 1900多人。林枫是这支队伍
的总负责人。这天，支队全体干部战士集合起来，
林枫首先向大家介绍了支队的几位领导同志，随
后作了简短的动员。

送别时，林枫站在路旁，与送行的领导同志和
群众代表一一话别，然后转身上马，随着长长的队
列缓缓行进。“无情未必真豪杰”，此刻，被人们称
作“表面冷，内心热”的林枫，思潮滚滚，感慨万
千。一方面，他正带领干部队伍回沦陷 14年的家
乡，向着饱经日寇蹂躏的白山黑水进军，感到无限
激动；另一方面，他同山西人民并肩对日本侵略者
血战八年，结下了战斗的深情厚谊，这里的山山水
水使他无限眷恋，眼望着到处留下足迹的这块土
地，别绪依依，心情难以平静。“在全国解放进城
后，父亲时常怀念在晋绥共同战斗的 120 师和当
时地方上的老同志，而且对山西口音的人感到特
别亲切。”林枫同志的女儿林耿耿告诉记者。

林枫同志离开山西前往东北工作，但他
在山西八年抗战期间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成
绩得到了党和群众的一致肯定。“他具有领
导的才干，排万难、解危困的能力。1940年，
晋西北曾引起了很大的战后社会混乱，他刚
来此地，便能够很镇静地处理这个混乱局
面，使它能迅速安定。他未习军事，但抗战
以来，他从没有离开过战争，敌人扫荡晋西
北，许多病弱的干部过河，他的身体不大好，
但他总是跟贺、关在一起，在河东坚持工
作。……”当年的《抗战日报》这样介绍他。

林枫具有高度的原则精神，十分注重党
政军民之间的团结，经常主动地加强党同人
民军队的关系，也非常尊重贺龙和关向应，
经常向他们请示问题，通报党委工作，及时
沟通情况，共同参与决定晋西北的重要方针
和政策。林枫同志的女儿林耿耿告诉记者：

“1942年，中央决定将晋西区党委改组成立
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并且把绥远地区也划归
晋绥分局统一领导。中央决定由林枫负责
组建工作。有关晋绥分局的人选和组织机
构，是林枫提出报告，请示中央决定的。起
初，中央要林枫任晋绥分局书记，但林枫出
于对关向应同志的尊重，很谦虚地说自己挑
不起这副担子，建议请关向应作书记，他可

以担任副书记，实际工作由他做，让关向应
在延安养病。后来，中央接受了他的意见，
晋绥分局成立后以关向应为书记，林枫为副
书记，关向应在病假中由林枫代理书记。”

林枫对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也有着特别
挚灼的感情。他常对地方干部说，晋绥根
据地的缔造、巩固和扩大，是和 120师指战
员的浴血奋战分不开的。1943 年，吕正操
从冀中军区调到晋绥军区任司令员不久，
林枫就陪同他到各分区去调查、了解部队
和地方的工作情况。沿途林枫十分详细地
向吕正操介绍了各分区的领导人和当时工
作情况，并亲自安排和过问吕正操等军队
领导同志的生活，使人感到体贴入微。他
对部队非常关心，处理军事关系、军政关系
都考虑得周密细致。他对初从平原来到山
区的冀中部队指战员更是体贴照顾，经常
在各种场合提醒地方干部支援部队，扩大
武装力量，保证部队供给。由于党政军民
团结一致，所以能够克服一切困难，使晋绥
抗日根据地得以不断巩固和发展，并赢得
了抗战的最后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