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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灵宝中心县委活动地——灵宝老县城一角

中共卢氏县委活动联络点——四友食堂

陕县大营村中共陕县县委活动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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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侵略者蓄意制造卢沟桥事
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由此进入全民族抗战
阶段。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的政治局扩大
会议上明确指出，党的“最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
量争取抗战的胜利”，“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
核心”，为全党提出了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
历史重任。面对侵略者，中国共产党始终勇敢战斗
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
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1937 年 9 月中共河南省委建立后，提出了尽快恢
复和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全省
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和发动民众组织各种抗日
武装、准备发展游击战争等四项主要任务。抗战形
势的发展，迫切要求三门峡党组织担负起领导全区
人民实现全面抗战的重任。

中共三门峡地方党组织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
遭到极大破坏。随着七七事变爆发、国共两党实现
第二次合作，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中
共党组织在三门峡地区得到了恢复和重建，并在斗
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1937 年 12 月，中共豫西特委派王祝萱到灵宝，向
灵宝师范失散党员张俊杰传达了特委批准他恢复组
织关系的通知和要求建立中共灵宝县委的指示。经
过联系和发展党员，12月下旬，灵宝县委成立，张俊杰
任书记。这是三门峡历史上第一个中共县级党组织。

灵宝县委成立后，积极领导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活动。灵宝师范学生在张俊杰和党员教师王雨晨的
带领下，每天清晨或傍晚列队绕县城一周，大唱抗日
歌曲，高呼救亡口号，被群众称之为“怒吼”。张俊杰
等还组织进步师生成立“大众话剧团”，深入农村进
行宣传演出，并利用各种关系深入灵宝县的国民党
上层人士中开展统战工作。同时，灵宝县委按照中
共豫西特委指示，大力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创
办油印刊物《我们的生活》，加强党的教育。1938 年 3
月，张俊杰介绍陕县进步青年蔡迈轮加入中国共产
党。5 月，在中共灵宝县委领导下，陕县张汴岳庙小
学党支部成立。党支部以岳庙小学为中心，利用办
民众夜校、出壁报、普及民众文化等合法形式进行抗
日救亡宣传，培养积极分子，发展中共党员。

1938 年 3 月，为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
中共新安县委派遣党员刘书景以躲避日军飞机轰炸
为名，到渑池仁村学校教书。刘书景经常向青年教
师赵进、郭勇二人进行革命思想教育，宣传共产党的
主张。5 月，经刘书景介绍，中共新安县委批准赵进、

郭勇 2 人为中共党员，并建立党支部。1938 年 9 月，
赵进、郭勇经新安县委介绍到陕北公学学习，仁村党
支部活动停止。

根据豫西各县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情况，1938
年 8 月，中共豫西特 委 召 开 组 织 工 作 会 议 ，对 部 分
县 党 的 组 织 机 构 进 行 了 调 整 ，中 共 灵 宝 县 委 改 为
中共灵宝中心县委，负责灵宝、阌乡、陕县、卢氏等
县 党 的 工 作 ，张 俊 杰 任 书 记 。 渑 池 县 党 的 工 作 由
洛宁中心县委管辖。至 9 月，陕县已发展党员六七
十 人 ，经 豫 西 特 委 批 准 ，中 共 陕 县 县 委 成 立 ，蔡 迈
轮任书记。

1938 年夏秋，卢氏县朱阳关小学关周光在张俊
杰和蔡迈轮的介绍下重新回到党组织。不久，因张
俊杰受到国民党灵宝当局监视，活动不便，关周光接
替了部分书记职务。这一时期，党员发展较多较快，
为保证和提高党员素质，灵宝中心县委十分注重加
强党员思想建设。1938 年冬，关周光与山西平陆县
党组织取得联系，订阅了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发行的

《新华日报》等报刊，分发给党员进行学习。中共豫
西省委宣传部长郭晓棠到灵宝为党员作了《抗日形
势与任务》的报告。中心县委还选派党员参加在延
安、武汉、竹沟等地举办的各种训练班，他们通过政
治、军事、文化的学习，大都成为党的工作的骨干和
中坚力量。

陕县县委成立后，除继续积极发展党组织外，还
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与驻扎在陕县大营村的国民党
第八师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师长陶峙岳、参谋长骆
翰选、参谋处长陶晋初（陶峙岳族弟）、副官处长曾国
辉都是主张抗日的爱国人士。县委书记蔡迈轮积极
与他们接触，交谈思想观点，交流对时局的看法，在
师 里 成 立 两 个 剧 团 ，又 在 大 营 成 立 了 一 个 民 众 夜
校。在之后的解放战争中，陶峙岳部在新疆起义，为
新疆的和平解放立下了功劳。

1938 年 9 月至 11 月，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在延安召开。全会分析了抗日战争的新形势，确定
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为实现党对
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为及时传
达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11 月 23 日，中共中央
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化名胡服）离开延安，奔赴中原，
于 27 日到达渑池。12 月 20 日，在渑池八路军兵站召
开豫西特委扩大会议，决策豫西抗日方针。按照会
议决定，灵宝中心县委改建为灵宝地委（亦称陕灵地
委），领导陕县、灵宝、卢氏、阌乡四县党的工作。这
是三门峡历史上第一个地级党组织。

陕灵地委建立后，选派党员干部与地方文化部
门和当地驻军合作，组建抗战文工团（亦称抗战话剧
团），到城乡演出，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讲演、歌咏、
纪念大会等活动更为广泛地开展起来。同时，地、县
党组织还把进步书刊秘密运进陕灵地区，如《共产党
宣言》《论持久战》《新华日报》等，成为进步青年迫切
需要的精神食粮，极大唤起了民众的爱国之心，激发
了抗日救国的热情。

1939 年 3 月，郭晓棠到陕灵地区视察工作，在灵
宝虢镇召开陕灵地委会议。根据陕灵地委党的发展
情况，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政策，作出决定：提
高党的组织工作质量，凡党员发展多的地方在巩固
中求发展；党员发展少的地方，在发展中求巩固。会
议强调要努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会后，各县贯彻
地委会议精神，加强党内教育，进一步巩固了党的组
织。1939 年 9 月，中共卢氏县委建立，书记赵致平。
在陕灵地委建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陕、灵、阌、卢的
共产党员增加了一倍多，由 1938 年 12 月的近 200 人
发展到 1940 年的 400 余人，建立支部 36 个。

抗战初期，中共三门峡党组织建立后，大力发展
党员，壮大党的队伍，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
作，在三门峡地区形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赢得
了豫西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组织通
过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党员干部，
充分发挥了领导崤函抗战的中流砥柱作用，使中共
三门峡党组织和人民的革命力量得到了大发展，为
在三门峡地区实现全民族抗战提供了坚强组织保
障、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1 年 1 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掀
起第二次反共高潮。2 月，中共中央根据截获的国民
党顽固派企图破坏中共河南党组织的电报，决定撤
退河南地下党区以上干部。为做好撤退工作，中央
组织部长陈云约见了河南省委负责人，并主持会议，
研究具体措施。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中共河南
省委的组织下，1941 年春夏和 1942 年，陕灵地委及所
辖各县县委区以上干部陆续撤往陕北，其余党员就
地隐蔽、坚持斗争。至此，陕灵地委及其所辖各县县
委的活动停止。

在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危急形势下，
陕灵地委及所辖各县县委坚决执行党中央指示，及时
撤出一批党员干部，保存了三门峡地区的革命力量和
领导骨干。通过撤干行动，也使他们经受了锻炼和考
验，提高了在复杂形势下冷静处理问题的能力，为迎
接以后更艰巨的斗争，积累了经验，积蓄了力量。

七七事变爆发后，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
抗日救亡热情更加高涨。1937 年初冬，在日
寇大举向华北进攻之下，国民党军队继续南
退。宋哲元部队逃经灵宝时，我听几个学生
反映，有一个开小差的逃兵想偷卖一支步枪
作盘费回家，只要 12 元，已有八九个同学凑了
10 元，要我再添 2 元凑齐，并出面把枪接过
来。于是，我带着凑起来的 10 元，又添了 2
元，到一家饭铺从一个老百姓手里接过了那
支枪，立即让一个学生带到乡下藏了起来。
这件事足以说明当时的团结抗日已成了广大
进步青年的一致愿望和要求。

这一年的 11 月，刘贯一受华北局的派遣
到河南开封和山东检查联络局工作，他的公
开身份是西安《工商 日 报》记 者 。 路 过 灵 宝
时 ，他 到 灵 宝 师 范 看 望 他 的 妻 妹 梅 迎 萍 和
妹 夫 王 雨 晨 。 通 过 王 雨 晨 的 介 绍 ，我 和 刘
贯 一 见 了 面 ，并 进 行 了 较 长 时 间 的 交 谈 。
因 为 刘 是 西 安《工 商 日 报》的 记 者 ，所 以 对
当 时 的 世 界 形 势 和 国 内 形 势 十 分 熟 悉 ，尤
其 对 拯 救 国 家 危 亡 、赶 走 日 本 侵 略 者 抱 有
坚 定 的 胜 利 信 心 ，谈 话 的 观 点 也 都 是 中 共
当时的主张。我推测他可能是党内同志或

者 是 与 党 有 联 系 的 人 。 于 是 ，我 流 露 出 自
己 是 一 个 失 掉 关 系 的 共 产 党 员 ，并 希 望 他
能 够 帮 我 找 到 党 组 织 。 刘 答 应 了 ，要 把 我
失掉关系的情况和要求回到党内的请求写
出 书 面 材 料 交 给 他 ，他 再 帮 我 办 理 。 我 看
他 十 分 诚 恳 ，就 写 出 了 书 面 材 料 交 给 了
他 。 临 走 时 ，他 告 诉 我 ：“ 如 果 能 找 到 关
系，就会有人来找你的。”

刘贯一走后不久，约 12 月中旬，特委派来
一位名叫王祝萱的联络员到灵宝师范找我，
并和我密谈。他传达了特委批准我回到党内
的通知，同时还传达了特委要求建立中共灵
宝县委的指示，并把在灵宝的三个中共党员
的名单交给了我。这三个党员是王光伟（当
时 在 国 民 党 骑 兵 第 四 师 驻 灵 宝 留 守 处 工
作）、张涛声（当时在灵宝植棉场工作）、丁羡
伯（当时在县邮局工作）。他说：“建立县委
仅你们四人是不够的，可在你们所了解的人
中，吸收思想进步、积极可靠的同志入党，组
织建立县委。”接着，我便向王联络员介绍了
杨松年、王雨晨和梅迎萍三人的表现，并决
定吸收他们入党，参加县委会。12 月中下旬
的一天晚上，王联络员负责邀集了三个老党

员 和 新 吸 收 的 杨 松 年 、王 雨 晨 到 我 房 间 开
会，梅迎萍因故缺席。王联络员主持了这次
会议。会上传达了特委关于成立中共灵宝
县委的指示，指定我为县委书记兼抓统战工
作，研究讨论了其他县委成员的分工：组织
委员丁羡伯，宣传委员张涛声，武装委员王
光伟，青年委员杨松年，妇女委员梅迎萍，王
雨晨协助张涛声抓宣传工作。王联络员指
示，县委当时的工作任务是积极开展抗日救
亡活动，发展党员和党组织，壮大党的队伍，
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向陕北输送党员和
进步青年到抗大学习。他说灵宝县委直接
受豫西特委的领导，他还告诉我们，豫西特
委书记是吴芝圃，在洛阳八中教书，必要时
可直接联系，一般情况下由联络员联系。还
说省委出版有半公开刊物《风雨》（三日刊），
以后经常寄给我们作工作参考，这便是县委
的第一次会议。

会后，我们就按照会议的方针计划积极行
动起来，于 1938 年 2 月发展了一批新党员，有
二三十名，抗日浪潮也掀起了新的波澜。

这时，我经人介绍，认识了陕县大营的蔡
迈轮同志。通过谈话，我知道他是从北平大

学肄业的，当时在大营的张汴小学当校长，思
想很进步，在校时还是民先队的小组长。我
问他是否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表示愿意
参加。于是，我就让他填了表，等待组织审查
后再作批复。3 月下旬，他被批准加入了党组
织。接着，县委又给他派去了新发展的党员
许重山和发展对象狄俊民，要他们在陕县积
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

第二次县委会议大约是 1938 年 3 月初在
李绍英家里开的，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王联络
员、县委成员。会议的中心议题，仍是研究发
展工作，尽快把红色种子撒遍各地。

这次会 议 之 后 ，我 和 蔡 迈 轮 同 志 介 绍
失掉关系很长时间的关周光同志重新入了
党 。 关 周 光 当 时 在 卢 氏 朱 阳 关 小 学 当 校
长，我们又派张甲同志到卢氏以教书为职业，
积极协助关周光在那里发展党员，建立党组
织。由杨松年介绍，阌乡也发展了一名党员。

由于发展范围扩展到陕县、卢氏、阌乡
等三县，所以，特委指示灵宝县委改为灵宝
中 心 县 委 ，负 责 灵 、陕 、卢 、阌 四 县 党 的 工
作。

1982年 3月 23日于芜湖

1938 年 3 月 25 日，张俊杰通知我，豫
西特委已批准我为中共正式党员。

我 加 入 党 组 织 后 ，积 极 发 展 党 员 。
1938 年 4 月，首先发展赵群一入党，接着
发展杨静峰等入党，建立了张汴支部（也
称岳庙小学支部），我任书记，赵群一任组
织委员，杨静峰任宣传委员。有了党组
织，加上过去的基础好，搞抗日救亡活动
也多，发展党员工作做得很快，狄俊民、吕
登台等也入了党。在附近农村、城内师
范学校和本校高年级学生中也发展了党
员，除先前联系的党员外，又建立了几个党
支部，我们就把张汴支部变成中心支部。
这时候的中心支部相当于区委，属灵宝中
心县委领导。

陕县党组织发展很快，豫西特委很重
视，每次豫西特委派人去灵宝也要到陕县
张汴来，豫西特委巡视员李化民（洛阳人）
常 到 张 汴 了 解 情 况 并 传 达 上 级 指 示 。
1938 年 8 月关周光的党组织关系还未解
决，张俊杰同志来张汴与我商量，由我和
他介绍关周光入党，关周光在灵宝等着把
表填了。与此同时，派张甲（又名张羽）去
朱阳关帮助关周光发展卢氏党组织。关
周光和张甲到朱阳关后，碰上了当地反动
组织“扇子会”的暴乱，一下子将学校轰
了，把关周光、武汉三、张甲一齐拉到街
上，后来由绅士和校董从中周旋才让他们
走了。

这个时候，河南省第十一行政专员专
署（简称十一区专署）成立一个剧团，我们
同意党员兀肇元去当剧团团长，狄俊民也
去了。狄俊民培养发展党员对象陈芝汉
也在这个剧团。1938 年 9 月豫西特委李
化民到张汴岳庙学校传达上级指示，批准
成立陕县县委。我任县委书记，赵群一任
组织部长，杨静峰任宣传部长，秦耀泽任
青年部长，兀肇元任统战部长，赵建昌任
军事部长。

1938 年 12 月我和关周光去参加渑池
会议。在这个会上，取消了豫西特委，成
立豫西省委，建立各地地委，陕灵地委书
记为刘道安，组织部长为陈少景，我是宣
传部长仍兼任陕县县委书记。不久刘道
安、陈少景相继调走，省委让我兼任陕灵
地 委 书 记 ，征 求 我 的 意 见 后 ，任 赵 群 一
兼地委组织部长，省委把迁往卢氏县各
学校的党组织关系告诉我，我通知赵群一
到卢氏去接各学校的关系。1939 年 3 月
我被调走后，省委任命关周光为陕灵地委
书记。 写于1979年 4月

（1939 年 6 月）我（化名刘尊世）到卢氏来
时，已有洛师、洛中两个学校支部。卫邦新、
张子祥在栾川镇已被洛师支部接受入党。陈
芝汉也在陕州剧团入党后回到范里。我在卢
氏工作期间，先后发展党员 120 多人，连同洛
师、洛中党员，共 220 余人。许天民、李思靖、
吴廷贤、张大伦，是我到卢氏后直接发展的第
一批党员。那年 8、9 月间，我在城关吸收了李
茂林、王振寰、王觉民、郭修文等人入党，在双
槐树发展了僧梁、王建辰、莫永谦、段启辰、茹
秀田、杜发科等人。年底，在李家山吸收了刘
好玉、贾焕文。许天民回到大石河，接收了李
瑞亭（女）、李冠五。由许天民介绍在横涧吸
收了邵德仁、秦天斗、杨育华。城厢支部发展
了李崇彩、马子健、王国亮。洛师支部党员郜
文举到杜关学校任校长后，也发展了骆锡嘏等

人，并建立了支部。
范里镇发展党员建立支部，是在 1939 年

9 月。先后吸收的党员有何俊雅、张建国、付
文治、张于国等，是我协同陈芝汉在那里建立
的党组织。

从一些学校的建党情况看，除洛师、洛中
两校党的活动较早外，在陕州区立中学，1939
年 8 月已发展有马志远、张耀汉、张永奇、张汴
成等。之后，进德中学（许昌迁入，驻高村）、
莘原中学（城内南街）、洛职（北苏村）、卢氏师范

（范里）、栾川中学等校，都先后开始了发展党员
的工作，有的还建立了支部或小组。

这一时期卢氏境内党的组织状况是这样
的——

县委会：书记刘尊世，委员有崔宗舫、陈芝
汉、韩大化、张心嵩、张甲（即张羽）；区委是按

当时的行政区划建立的。一区委辖城厢、大石
河、卜象、东营子、横涧、范里六个支部，区委书
记陈芝汉；二区委辖栾川街、北凹等十余个支
部，先后任区委书记的有崔宗舫、张心嵩、张子
祥、杨景福；三区委辖双槐树、五里川等三个支
部，区委书记僧梁，后为王建辰负责。另有县
委直接管辖的洛师、洛中、杜关等支部。上述
区委和支部建立后，都相继开展了活动，发展
了党员，逐步扩大了党的队伍。

根据白区（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环境
特点（地下隐蔽状态），我们对新党员大都进
行了时事形势教育，党的基本知识教育，保
密、遵纪重要性的教育和革命者应有的气节
教育等。形势较好时，各学校党组织都订有
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西安出版的《老百姓
报》，相互传递学习；从上级党组织带回的文

件、资料及口头指示精神，我们都采取不同形
式组织党员学习。外出开会，还先后带回了

《论新阶段》、《论持久战》、《大众哲学》、《解
放》杂志、《新中华报》等刊物，供党员学习。
我也曾编写了一部简单的《党员课本》，印刷
下发。当时从洛阳买了一部油印机，不巧，返
回时与县财委主任涂云亭乘坐一部马车。考
虑到若被发现，将会招致麻烦。所以车到范
里时我就托词下车，将油印机藏于何俊雅家
中。

一般说来，党员们通过组织开会、个别交
谈与读报教育，大家对党的“坚持抗战，争取胜
利”的政治主张，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党的宗旨、
党的阶级性，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在行
动上，也都是听从指挥、遵守纪律的。

写于1990年 6月

抗 战 初 期 中 共 三 门 峡
地方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崤函烽火

我在灵宝的七年
张俊杰

忆中共卢氏地下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赵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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