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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日寇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分
割、蚕食政策和抗日根据地日渐缩小
的形势，毛主席在 1942 年底指示晋绥
分局：要发动群众，搞民兵，搞武装工
作队，“把敌人挤出去！”在毛主席这一
伟大方针的指引下，三分区军民齐心
协力，1944 年秋在西属巴打了一次漂
亮的伏击战。

当时，十七团部队士气旺盛，斗志
昂扬，决定主动深入敌后，找机会给敌
人一次大的打击。

从哪里下手呢？团里决定先抓个
“舌头”了解一下敌人的情况。当天，
十一连连长带着两名战士，化装成日
本兵，进峪口抓了两名伪军，出据点时
开枪打死了三个日本鬼子。枪声一
响，赶集的群众蜂拥着向镇外跑去，他
们乘着混乱安全地回到了驻地。

把抓来的伪军审问后得知，峪口
常驻守敌只有二三十人，属于离石联
队指挥，而离石的敌人隔三五天会派
一个中队来峪口一次。第二天就是离
石敌人前来的日子。与此同时，派往
离石侦察敌情的侦察人员也带回了消
息，离石的敌人正在征集民夫车辆，准
备次日前往峪口。这样离石敌人第二
天会来峪口的情报得到了进一步证
实。

掌握了上述情况后，团党委当即
决定，在敌人来的路上打一次伏击，消
灭这股敌人。之后，团长闵洪友和政
委孙鸿志带领各营干部连夜赶去察看
地形，最终，把伏击地点选在了距离离
石十几里的西属巴一带。西属巴坐落
在公路西边的山脚下，周围遍地长着
弯弯的高粱，公路以东不远是北川河，
河边都是绿葱葱的玉米地，一片青纱
帐遮盖在这里，正是伏击敌人的理想
地点。当时的伏击战部署是：二营在
路西，待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后首先
开火，迫使敌人向路东逃跑；三营在路
东，待敌人东逃时再给以迎头痛击；一
营在西边山上，担负着警戒并作机动
力量。部署完毕后，部队在公路上埋
好地雷，静候鬼子的到来。

第二天早晨七点多钟，敌人来了。在最前边探路的是
骑着自行车的几个汉奸伪军，后面跟着三个日本尖兵，再往
后就是一百多人的日本鬼子本队，最后面还有十几个赶着
大车的伪军。

八时许，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这时在团长的一声令
下，二营的枪声和公路上的地雷同时响了起来，直打得敌人
哇哇乱叫，血肉横飞。果然，慌乱之下，敌人向三营的方向
逃窜，早已经埋伏好的三营又给逃跑的敌人一顿迎头痛
击。紧接着，冲锋号吹响了，山上山下的战士端着刺刀，喊
杀声震天，全部冲向敌人。五连二排排长、战斗英雄孙锡成
紧握一支三八枪，左拼右刺一连挑死了七个鬼子，并缴获机
枪一挺。连长李保善连着刺死了三个敌人。七连连长吴玉
田、八连连长展炳离也都率领战士们勇猛地扑向敌人，他们
边冲边喊：“不能让鬼子跑了！”“当英雄、做好汉，今日战场
看一看！”在指挥员的带领下，战士们个个舍生忘死，直杀得
鬼子胆战心惊。

一场白刃格斗后，余下的敌人纷纷跳进北川河，妄图从
东岸逃跑，部队在岸边又是一阵射击，鬼子大部分葬身河
底，最后剩下五六个敌人侥幸逃了出去。

伏击战不到两个小时便宣告结束，这时从离石、大武方
向传来了敌人增援部队的枪声。我十七团迅速打扫完战场
后，上了西边的大山，待敌人赶到现场，战士们已凯旋而归。

此次战斗，我十七团共毙敌一百三十多人，俘虏七人，
缴获机枪八挺，步枪百余支，我方伤亡仅十余人，是一次漂
亮的伏击战。战斗中涌现出了孙锡成、李保善两个刺杀英
雄。开庆功会时，分区领导赶来祝捷，并表彰了十七团积极
主动、英勇善战的战斗作风。

1938 年日寇占领离石后到 1941
年，敌我斗争到了最残酷的阶段。敌
人从政治、军事、经济上对我抗日根
据地和游击区施加压力。在经济上
实行严密封锁，不让解放区运进一粒
粮、一寸布、一两盐、一滴油，妄图困
死、饿死、冻死我根据地军民，再加上
灾荒的连年袭击，使我抗日根据地军
民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老百姓吃
不饱、穿不暖，就连抗日前线的子弟
兵、游击队员，寒冬腊月也穿不上棉
衣，盖不上棉被。

为了对抗敌人的经济封锁，党中
央提出了“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自己
动手，丰衣足食”的方针。离石党政
军民积极响应中央号召，根据离石素
有纺花织布基础的有利条件，男女老
少一齐动员，很快在全县开展了一场
纺花织布的生产自救运动。上至书
记县长，下至妇女儿童，差不多人人
都学会纺花，家家都能织布。

在纺织运动中，妇女同志担负了
最繁重的任务。从思想发动到具体
组织、布置任务，再到检查、验收等具
体工作都是由妇救会来担负。特别
是思想发动这一关，由于受习惯势力
和传统封建意识的严重束缚，来自家
庭公公、婆婆、丈夫等各方面的阻力
很大。为了帮妇女同志们排除障碍，
解除各种思想顾虑，妇救会的干部们
全力以赴，日夜奔波在各村各户，进
行宣传教育。当时，她们还自编了许
多民谣歌曲，对唤醒广大妇女同志冲
出家门，走向社会，参加抗日斗争起
到了很大的鼓动作用。其中，有这样
一首歌谣唱道：“我在房中闷沉沉，忽
听工作员来到村，闾长召集把会开，
要组织工、牺、农、青、妇救会。我有
心参加妇女救国会，死脑筋的公婆丈
夫都反对。公公婆婆是老古人，丈夫
是个死脑筋，眼看日本鬼子打进离石
城，杀人放火到处横行，眼看日本鬼
子打进家门来，牺牲救国理应该。男
人 们 前 方 把 仗 打 ，女 人 们 后 方 做 工
作，男女同心把日抗，要把日本鬼子
赶到鸭绿江”。工作员们在外边唱，
坐在家里的妇女们也跟着唱。这歌
谣唱出了广大妇女的心声，唱出了冲
破封建束缚的勇气。为了更加广泛
地发动妇女同志，妇救会干部有意识
地深入各家各户吃派饭，借机宣传抗
日 的 道 理 ，动 员 妇 女 们 参 加 纺 织 运
动。

当时，党组织对妇救会干部的基
本要求有两条：第一，必须学会全套
纺织技术，除做好思想发动工作外，
每人每月要纺二斤棉花；第二，必须
懂得妇幼卫生知识，学会接产、种牛
痘等技术。

1942年，妇救会在普遍发动掀起
运动的基础上，开始定点培养纺织合

作社，妇救会成员各包一个点。宣传
委 员 杨 林 同 志 到 车 家 塔 ，培 养 车 三
汝；主任田力和妇救会武装部长张凤
培养张秋林。女参议员王月仙在碛
口 办 起 一 个 合 作 社 ，李 月 花 、李 乙

（男），在陕西冯家岔办了一个纺织工
厂，其主要成员是从敌区出来的干部
家属。王月仙合作社改革布机很出
色，改良布机就是从她那里开始的。
1943年，王月仙在政府支持下贷款三
万元，组织妇女集股四万元，买快机
一架，改良布机两架，未改良的老布
机六架，成立了第一个妇女纺织合作
社。这个纺织合作社越办越好，每月
能生产改良布十匹，二十码土布三十
匹，能织“合众牌”毛巾六十打。此
外，经过全厂职工的努力，还能织成
九码的纺绸、条布等比较高级的纺织
品。还培养了不少妇女师傅。

纺织英雄张秋林和她组织起来
的 妇 女 纺 织 合 作 社 ，是 当 时 最 出 名
的。张秋林是碾则山人，十五岁上嫁
到张家庄，她从小勤劳俭朴，给地主
种 过 地 ，当 过 佃 户 ，是 一 个 很 苦 的
人。1940年新政权建立后，秋林也随
着得到解放。她和女友们说：“在新
政府领导下，妇女要解放，就得和男
人一样学文化搞生产”。由于张秋林
的工作积极，思想进步，意志坚定，被
推选为妇女生产小组长，行政村的妇
女组织委员。政府动员青年参军，她
首先送自己的丈夫当了八路军。她
虽是抗属，但不要政府照顾，不享受
群众优待。自己纺花织布、种地、担
水、担炭。1943年，政府号召纺精纱，
织标准布，张秋林一马当先，走在最
前头。她首先给自己定了一匹标准
布的任务，给全行政村的妇女定了三
百斤精纱，组织了一个精纺小组。张
秋林常常跑到各个自然村去宣传发
动，进行具体组织工作，制订纺织计
划。在张秋林的带领和组织发动下，
全行政村很快就组织了一百三十五
个纺织小组，并且开展了人与人、组
与组、村与村之间的生产竞赛，使全
村任务按计划提前八个月圆满完成。

张秋林积极宣传办纺织合作社
的好处，她走到那里就把工作做到那
里，边宣传动员，边组织集资，很快就
集起了十万元股金，并把群英会上奖
给她的织布机拿出来办起了“张秋林
纺织合作社”。有一次，为了扩大合
作社的生产规模，提高生产能力，张
秋林亲自到碛口添购织布机。她走
后，柳林据点的日军正好出发扫荡，
张秋林九岁的孩子为了保护合作社
的财产，不幸被敌人抓住，用刺刀活
活捅死。张秋林没有被这沉痛的打
击所压倒，她化悲痛为力量，擦干眼
泪，继续战斗。此后，张秋林的斗争
意志更加坚定，工作更加积极，曾先

后光荣地出席了县和晋绥边区的群
英大会，成为县的特等、晋绥边区甲
等妇女纺织英雄。在王月仙、张秋林
合作社的影响带动下，任家山的妇女
干部刘春英也很快组织了一百四十
三名妇女，成立起一个纺织合作社。
刘春英一天能纺三两线，织三丈布，
成为纺织能手。至此，全县共办起王
月仙、张秋林、刘春英、王宝亮四个纺
织合作社。当时她们喊出的口号是：

“不说漂亮话，要办实际事，十万人穿
衣全靠女同志”。并把这个口号编进
民歌到处传唱：“加紧动员纺花织布，
这是咱妇女的中心任务。不说漂亮
话，要办实际事，十万人的穿衣全靠
我们女同志。今年织十匹，明年加倍
织，抗日救国做贡献，谁也不敢小看
咱。婆婆笑哈哈，公公也来夸，丈夫
回来还要帮助看娃娃。县委来表彰，
妇救会出了名，人人称我女英雄。”

开展纺织运动以后，离石妇女在
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各级妇救
会的努力动员下，由个人小打小闹，
小机小车，发展到组织起来，变工互
助；由土布机、改良机到引进快机；由
粗纺粗织布到精纺精织标准布，成绩
显著，战果累累。妇女们一边纺织，
一边唱着自编的小调：“标准布来精
纺纱，右边纺来左边织。迟睡早起不
停息，织出好布七八匹。吃了早饭去
赶集，卖给了咱的贸易局”。

1943年，全县有 8520名妇女参加
了纺花；有 6088名妇女参加了又纺又
织的行列。全县有纺花车 8375架，夜
以继日飞转不停；有 2734 台织布机，
昼夜发出唧唧机声。全县这一年共
纺纱 58456 斤，织布 24083 匹。 1944
年，有 8767 名妇女参加纺纱，6748 名
妇女参加织布，有纺车 8935 架，土布
机 2938 台，快机 40 台，这一年共纺纱
85577斤，织布 37662匹。

离东县本来是个没有纺织习惯
的地区，但在纺织运动推动下，1944
年，十六个行政村就有 1362名妇女学
会 了 纺 线 ，有 523 名 妇 女 学 会 了 织
布。这一年就纺了线 10253 斤，织布
3508丈。

离石妇女在纺花织布大生产运
动 中 ，不 但 实 现 了 自 己 的 诺 言 和 口
号 ，还 超 额 完 成 了 任 务 。 她 们 织 的
布，除了供全县十万人（包括军队、游
击队、各级干部）衣用对，还外调了一
大批（具体数未查清）。

纺织运动中先后涌现出的妇女
英雄模范人物有：

出席晋绥边区的纺织英雄：张秋
林、王九香；

出席县的纺织模范：高还成、刘
月林、成润花、王香莲、张玉英、刘世
英、罗应则、车三汝、王月仙、白贵银、
刘通英、冯改英，女学生王新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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