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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方山全境陷落，日寇修
筑据点，对方山采取稳扎稳打，步步
为营进行蚕食。战术则采取所谓分
进合击，铁壁合围，蓖梳清剿。南阳
沟一天一夜敌人清剿六次，不让漏
掉一个抗日干部。汉奸出面维持，
党内少数不坚定分子自首投敌，形
势非常紧张,生活异常困难,县委和
政府转入了紧张的对敌斗争工作。

当时,晋西区党委派郭伟人来方
山县担任县委书记，郭伟人同志针
对当时方山部分干部的畏敌情绪，
在临县组织方山干部学习毛主席的

《论持久战》，统一干部思想，并着手
发展壮大游击队，决定一、二区各成
立一个游击队连。郭伟人同志来方
山后,同成国政、刘成功、张志高等领
导同志深入一、二区,亲自抓游击队
的发展壮大工作和整顿支部工作。
同时，根据 1941年 7月 8日晋西北区
党委关于群众武装工作会议精神，
在方山县游击区成立民兵组织，并
规定了民兵的任务是:“保卫家乡，保
卫自己村庄，保卫群众利益”。不
久，一、二区游击队各发展成一百余
人，各村民兵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同年 12 月，三五八旅政治部派七团
三营营长巴尚珍，总务科长唐汉周
和副指导员吴丕谋来方山帮助发展
地方武装，摧毁维持会，成立了方山
游击大队。

1941 年至 1942 年期间，方山县
游击队在十八大队等正规部队的配
合下，活动在方山的阳圪台、阳湾、
周家沟、圪洞沟，娄烦县的独石河、
柴厂、马厂，临县的伏家庄、薛家庄、
石坡头，兴县的寨上一带，经过峪口
沟战斗、南阳沟战斗、圪洞沟战斗、
方山西城梁战斗、架梁山战斗、黄地
庙战斗、王家岭战斗等大大小小的
战斗几十起，在摧毁维持会，破坏敌
人交通、通讯，保卫县、区政权，保护
干部、打击汉奸以及在反蚕食挤敌
人斗争中，利用有利时机打击敌人，
取得了不少胜利。

1942 年至 1943 年，日寇加强了
对占领区的统治。1942 年 4 月正式
成立了县维持会及县政权，划小村
庄，实行村治，并在圪洞成立了特务
工作队，组织和平反共救国会，捉杀
抗日干部。加之，游击队主要领导
同志牺牲，游击队战斗情绪低落，驻
方山县的正规部队——六团和决死
纵队十九团调离方山，武装力量十
分薄弱。为了适应敌战区工作任务
和环境变化，县委和政府在组织上
实行隐蔽和精干化，在游击区秘密
组织了以共产党员和不能公开存在
的县区干部为主体的游击小组十九
个，运用其活动灵活，便于隐蔽的特
点，以村为战，提高战斗活动效果。
为了开辟辟大川敌后工作，经决死纵
队李立果同志批准，派张生奇 (原决
死队敌工科干部)，打入圪洞警察所，
随后武工队先后将曹凤山、冯士奇、
王尽瑞、郭云杰等打入至圪洞、胡

堡、马坊、赤尖岭敌据点，做党的地
下工作，并在东、西两山各村建立了
秘密交通联络点，分段负责转送情
报。

经过 1940 年至 1943 年艰苦环
境和对敌斗争的锻炼，方山军民积
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方山游
击队，各村秘密游击小组也在斗争
中发展壮大起来。1943 年六、七月
间方山县主要领导郭伟人、刘成功
去临县整风，阎明同志担任了县委
主要领导和游击队政委，令孤英同
志担任游击队副政委，游击队发展
壮 大 成 一 百 五 十 余 人 ，设 两 个 中
队。在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筹备期
间，在华东、华中、华北工作的中央
领导刘少奇、彭德怀、徐向前、杨尚
昆等同志要从方山通过封锁线，敌
后部队 (七七○团、炮兵团)回陕北和
晋绥时也要通过方山。因此任务艰
巨、斗争激烈。方山游击队和武工
队配合十大队 (驻阳讫台)护送人员
使中央领导同志安全通过封锁区，
在方山这块战略交通要地上作出了
自己应有的贡献。

1943年秋，临县整风后，方山县
分别划归临县、静乐、离东县。方山
游击队和临北游击队合并，活动在
方山、赤尖岭、普明、西山一线 (当时
岚三区部分地方归方一区管)，监视
胡堡、赤尖岭、普明等敌伪据点，大
搞地雷战、麻雀战，配合各村游击小
组和民兵扰敌据点，破坏交通，打击
维持会，伏击敌人。1943 年马坊游
击小组和县游击队偷袭马坊日伪据
点，活捉马坊维持会长周斌，并将手
榴 弹 扔 进 日 寇 住 地 ，炸 死 日 寇 数
人。1943 年 5 月 16 日，马坊日寇八
十余人向圪洞出发，被县游击队在
方山城南伏击，杀敌人数十人，缴获
不少枪支。

1943年到 1944年，在反蚕食，反
强化治安大获胜利后，日寇各据点、
碉堡之敌惶惶不安起来，鬼子整日
缩在碉堡里，提心吊胆。 1944 年 2
月，驻在方山县各据点的日寇龟缩
在岭上、方山、圪洞、峪口四个据点，
县武工队、游击队加强了政治攻势，
不仅做汉奸、伪人员的工作，而且利
用反战同盟向日本人喊话，在强大
的政治攻势面前，日寇对其伪人员
和汉奸不相信起来,实行了清军、清
政、清乡的三清政策，企图纯洁汉奸
队伍，整顿伪组织。在三清政策下,
日伪汉奸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面挨
打。在日寇三清政策下,不少汉奸才
真正明白了充当民族败类的可耻下
场，不少人逐渐向共产党靠拢。

1944 年秋,八分区武工队崔朝
仑、王兆瑞和马坊、方山游击小组长
冯志良、高兆祥等同志，采取政治攻
势，多次做马坊警备队长赵继海及
其家属的工作，说服其改邪归正，重
新做人，并于 7月 23日武工队、游击
队包围了马坊据点，赵继海等七十
多名伪军，在强大的军事、政治进攻

面前，放下武器，最终投诚过来。当
时，正遇美国新闻记者去八分区路
经马坊，在军民欢欣鼓舞平毁碉堡
时，美国新闻记者拍了不少真实照
片，记录了日寇侵略方山县的惨败
下场。

1944 年七、八月八分区正规部
队，武工队游击队两次攻打圪洞镇，
在地下人员张生奇等同志的里应外
合下，都取得了很大胜利，烧毁了城
门，摧垮了伪合作社，活捉伪警备队
三十余人，缴获不少枪支、弹药和食
盐、粮食、洋布、火柴等物资。1944
年夏秋，活动在三区武工人员和游
击队民兵，乘敌出发据点空虚之机，
先后多次进入峪口据点夺回被日寇
抢夺的粮食十二万余斤。

同年 10 月 10 日，三、八分区部
队、游击队配合民兵，一举进攻圪圪
洞、峪口、横泉三据点，住在圪洞的
方山伪县长和峪口、圪洞警备队长
被当场击毙，三处共击毙伪军四十
人，俘虏伪军六十名，缴获长短枪九
十支。到 1944 年秋冬，日寇在方山
县精心拼凑起来的伪组织和警备队
已大部分被摧垮。

1944 年冬到 1945 年春，抗日战
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日寇已不敢
小股出发,为互补给养，一出动就是
二三百人，县游击队、武工队掌握了
敌人这一活动规律配合各区、村民
兵在圪洞至赤尖岭大川大搞地雷爆
炸 运 动 ，并 用 地 雷 将 日 寇 据 点 围
困。1945年 1月至 3月，日寇三次大
的出动，每次出动都有地雷开花，炸
得日寇魂飞丧胆。1945 年 1 月至 3
月，仅圪洞至赤尖岭公路沿线各村
共爆炸地雷六十一次，炸死日寇伪
军一百四十九人,炸伤八十九人,缴
获各种日本军需物资三十余箱。同

年 3 月 5 日，圪洞、方山日寇撤退至
赤尖岭，3月 11日由东村日寇接应赤
尖岭之敌撤退时，炸死炸伤二十多
人，日寇撤退，至此，方山全境收复。

1945年春，方山又恢复县治，方
山游击队和临北游击队又分开成立
了方山游击大队,下设三个连，约有
战士二百余人，长短枪支齐全。期
间，游击大队先驻潘家坂，后驻横
沟，其主要任务是保卫方山，围困大
武据点，开展生产自给，开荒种地五
百余亩。

1945年秋，解放离石、大武战斗
中，方山游击队在大武东山武回庄、
洞上一带担任阻击敌人逃窜任务。
离石解放后，方山游击队进驻瓦窑
坡村，利用战斗空隙，进行整编扩军
和临南游击队合编为三十二支队，
方山游击队为一营。不久，配合三
五 八 旅 十 一 团 参 加 了 攻 打 中 阳 战
斗 。 之 后 三 十 二 支 队 开 赴 汾 阳 三
泉、平陆一带进行整编，三十二支队
改编为吕梁军区十六团，方山游击
队仍是一营，汾阳游击队编为二营，
洪赵支队编为三营。1947年十六团
一营 (方山营)奉命调晋绥军区第十
分区通过收编稷山、河津游击队，统
一整编为十分区五十八团。不久，
五十八团又在新绛县南新店村同北
路部队整编为一纵队第七旅，五十
八团整编七旅二十一团。在临汾战
斗中，二十一团在临汾西门担任阻
击，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不久，七旅
转战晋中，参加转战交城、文水、开
栅 等 战 斗 ，并 担 任 了 主 攻 任 务 。
1949年，解放太原前夕，七旅整编为
一军三师，二十一团整编为三师九
团，解放太原后，九团随军进入大西
北，为解放西北、解放全国作出了应
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