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 题 2023年6月29日 星期四

运城新闻网：www.yunchengdaily.com 责任编辑 苏黎原 美编 张徐曼 校对 乔 植

阴凯卿（1904-1931），夏县胡
张乡王村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 ，山 西 工 人 运 动 的 杰 出 领 袖 。
1930 年夏，党派他参加刘少奇任团
长的中国工会代表团，出席在莫斯
科举行的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大会。
回国后，他担任新组建的中共山西
省委组织部部长，后转任中共山西
特委书记。1931 年 10 月被捕后牺
牲，年仅 27岁。

阴凯卿，又名子明，1904 年出
生于夏县胡张乡王村的一个贫寒
农民家庭。他自幼聪明，性情刚直。
13 岁时，因父亲病故，被迫辍学；15
岁时，在夏县尉郭乡一家棉花店当
店员；1923 年，到太原兵工厂当工
人。1925 年，共产党员王鸿钧到兵
工厂搞工人运动，年轻的阴凯卿听
王鸿钧宣传马克思主义、讲解《共
产党宣言》，渐渐懂得了许多革命
道理，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并成为
骨干。1926 年，由王鸿钧介绍，阴凯
卿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 年，阴凯卿受党的委派，
在太原兵工厂组织开展工人运动，
发 展 党 员 ，发 动 工 人 参 加 赤 色 工
会，深受工人拥护。

1930 年，阴凯卿出席在莫斯科
举行的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
大会。回国后，他担任新组建的中
共山西省委组织部部长，1931 年改

任中共山西特委书记。到 1931 年 4
月，太原市共产党员发展到 105 人，
共青团员发展到 31 人，连同山西其
他地区，全省共发展共产党员 268
人。其间，山西诞生两支共产党的
武装，一支是党领导组建的晋西游
击队，后被阎锡山派兵围剿，寡不
敌众被迫撤离转入陕北。一支是发
动“平定兵变”组建的中国工农红
军第二十四军。1931 年 5 月，阴凯
卿主持召开中共山西特委军事会
议，研究“平定兵变”计划。根据中
央军委部署，山西特委决定把高桂
滋部队的 3 个团拉出来，组建中国
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在五台山一
带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同时决定
由 军 事 部 部 长 谷 雄 一（又 名 苏 亦
雄）领 导 这 次 起 义 斗 争 。7 月 5 日
晚，谷雄一拉出了一支 1200 余人的
起义队伍，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
十四军。当晚，队伍通过正太铁路，
进入河北阜平苏维埃政府辖区。与
此同时，中共山西特委还准备在太
原组织游行示威，举行武装暴动，
结果行动失败，党组织惨遭破坏。

1931 年 7 月，蒋介石 30 万大军
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
剿。在“中原会战”失败后逃到大连
的阎锡山认为时机已到，于 8 月在
日本势力的帮助下回到山西，加紧
搜捕残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面对敌人的疯狂搜捕和杀害，
阴凯卿毫不畏惧。不仅没离开工作
岗位，还想尽一切办法从容应对。9
月初的一天，阴凯卿去找一个同志
未 遇 ，不 幸 被 敌 人 抓 捕 关 进 拘 留
所。面对审问，他总是一句话：“找
老乡!”关了一周后，敌人什么口供
也没拿到，只好将他释放。

在阴凯卿被关押期间，为了尽
快加强山西特委的领导力量，中共
河北省委（当时代行北方局职权）
先后派出 3 名干部来山西工作：共
青团山西省委书记郝敬民，负责整
顿山西党组织的陈伯英，河北省委
特派员任国桢（准备担任山西特委
书记）。没想到，郝敬民、陈伯英、任
国桢和丁楚元（特委代理秘书长）
在太原典膳所 18 号山西特委秘书
处开会期间，敌人闯了进来，将他
们作为可疑分子全部抓走。

被捕的当天晚上，清共委员会
分头对他们进行审讯。陈伯英、丁楚
元当场叛变。而此前被敌人逮捕的
山西特委军委书记孙斌，也当了可
耻的叛徒。他们向敌人供出所知道
的一切，并带着敌人抓捕党的负责
人。

被关了一周的阴凯卿走出拘
留所时，并不知晓山西特委秘书处
已经出事，刚上秘书处门口台阶，
还未敲门，就被敌人抓住了。好在

他十分机警，立刻说：“我是找朋友
借钱的，连门牌都还没看清楚。你
们为什么抓我？”敌人只好把他放
了。

陈 伯 英 、丁 楚 元 和 孙 斌 的 叛
变 ，给 山 西 党 组 织 造 成 极 大 的 损
失。在太原和他们接触过的同志都
被 捕 了 ，阴 凯 卿 在 北 门 外 再 次 被
捕。

阴凯卿在军法会审处关押期
间，看到许多党的领导同志被捕，
心情非常沉重，极其担忧幸免于难
的党的干部的安危。敌人动用各种
酷刑，阴凯卿被折磨得痛不欲生，
但一直坚守气节。敌人让叛徒陈伯
英、丁楚元、孙斌现场指认作证，均
遭到阴凯卿严词痛斥。

1931年 11月中旬，山西省临时
特种军事法庭开庭审判，判处阴凯
卿死刑。11 月 13 日，在太原小东门
外，阴凯卿被枪杀，牺牲时年仅 27
岁。

1956 年 4 月 5 日，中共山西省
委、省人民委员会在太原双塔烈士
陵园举行公葬阴凯卿等烈士大会，
主祭人、中共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
满怀深情地说，他们被捕以后，受尽
各种折磨，却始终不屈不挠。敌人惊
叹他们为“铁汉子”。他们临刑前都
慷慨从容，高呼革命口号，充分展示
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雄气概。

开展工人运动 领导革命斗争

赤色职工国际会议代表阴凯卿

冯彦俊（1909-1947），夏
县南大里乡上冯村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 年
担 任 中 共 河 东 特 委 书 记 ，
1929 年担任中共太原市委组
织部部长、军事部长、中共山
西省特委书记，1938 年任永
济县牺盟会特派员、代县长，
1940 年到八路军洛阳办事处
工作。1942 年任中条抗日游
击十支队参议，后任闻喜抗
日政府县长，1944 年出任夏
县县长，1947 年因病去世。

冯彦俊出生在夏县上冯
村 的 一 个 农 民 家 中 。兄 弟 6
人，他最小。10 岁左右，父母
省吃俭用送他到本村小学读
书，希望他将来能出人头地。
1922 年，他在舅舅的资助下
考入闻喜中学附属高小，后
来插班到夏县第一高级小学
校。

1925 年夏，冯彦俊考入
运城省立第二中学，靠给校
方打杂工维持生活与学习。

时值大革命由南向北蓬
勃发展，冯彦俊也投身革命，
利 用 寒 假 秘 密 从 事 农 运 活
动，在乡友中组织“农民党”，
自称要做农民运动大王。

1926 年，中共太原地方
执行委员会负责人崔锄人、
王鸿钧来河东地区建党，冯
彦 俊 第 一 批 入 党 。1927 年
初，中共山西省委派郭巨才
以国共双重特派员身份来河
东指导工作，冯彦俊成为他
的得力助手，先后陪伴郭巨
才巡视了安邑、闻喜、夏县、
猗氏等县，进一步加强党的
建设，发动组织学生、农民运
动，驱赶贪腐县长，坚持说理
斗争。

河东地区的斗争引起山
西当局的恐慌，国民党山西清党委员会封
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冯大轰等人为河
东清党委员，在河东进行清党。他们开除
冯彦俊等 16 名所谓“跨党分子”的国民党
党籍，并予以通缉。河东地区革命斗争遭
到破坏，冯彦俊等人被迫藏匿，幸免于难。

1928 年 6 月 ，根 据 省 委 霍 州 会 议 精
神，河东各县党员代表在夏县堆云洞召开
会议。会上成立中共河东特委，冯彦俊担
任河东特委书记，并介绍广州起义后的全
国形势，安排部署河东党的工作。这一年，
晋南一带发生灾荒。会后，冯彦俊同范希
蠡、牛守仁等特委成员来到解县，组织领
导南八村民众的抢盐斗争，波及城北和猗
氏、万泉，捞盐的穷苦百姓多达万人，盐警
无可奈何。

1929 年 2 月，为了恢复与健全山西党
的领导机构，冯彦俊被调回太原，担任中
共顺直省委太原市委组织兼军事委员，协
助汪铭恢复了榆次、祁县等地的党组织。6
月，汪铭遭逮捕，山西党的工作重担落在
冯彦俊肩上。冯彦俊曾两次组织人员营救
汪铭，均未成功。1930 年 5 月，冯彦俊回到

晋南，找到在稷山警察局任职
的同学柴高奎，想通过他搞枪
支，武装营救汪铭。不料，冯彦
俊被柴高奎出卖，遭到逮捕，
被 判 刑 15 年 ，先 关 在 运 城 二
监，1934 年被押解去山西反省
院。

1936年6月，冯彦俊出了反
省院。长期的监禁，非但没有使
他意志消沉，反而将他磨炼得
更加坚强、成熟。他一回到家乡
上冯村，就忙着从事革命工作，
在冯家祠堂开办小学，吸收了
20多个贫苦农民子弟读书。

1936 年 10 月，冯彦俊再次
来到太原，考入山西牺牲救国
同盟会主办的村政协助员训
练班学习，后被委派担任指导
委员会组织干事，在薄一波同
志的直接领导下，专门从事训
练班中党的组织发展工作。

1937 年 6 月，冯彦俊被分
配到永济任牺盟特派员，与郭
安选、张培民等人一起，建立
健全县、区牺盟组织与各救会

（民间组织），恢复和发展党的
组织，建立了中共永济县委，
组建起一支 200 多人的永济人
民武装自卫队。

1938 年 4 月，日寇入侵、永
济沦陷，冯彦俊等人先撤到稷
王山，后又到夏县前山沿一带
活动。6 月，日军因徐州战事吃
紧而暂时撤离永济，冯彦俊等
人又重返蒲州，冯彦俊担任了
永济公道团团长。9 月，冯彦俊
代理永济县长，继续领导永济
人民进行抗日斗争。12 月，张
铭成任永济县长，与三区劣绅
李少白相勾结，制造了驱逐牺
盟人员、陷害牺盟干部的“东
尧事件”，冯彦俊被迫带着永
济 30 多名自卫队队员和 12 名
儿 童 团 宣 传 队 员 撤 到 了 夏 县

牺盟中心区。1939 年初，冯彦俊担任了夏
县牺盟中心区条西办事处主任，负责平
陆、永济、芮城三县的工作。由于他熟悉情
况，工作努力，条西党的组织和抗日武装
力量有了很大发展。

1939 年“十二月事变”发生后，牺盟
会在中条山遭到国民党驻军的包围。此
时，山西新军五十九团接到北方局指示，
撤离中条山，许多地方干部处境危险。冯
彦俊只好带条西的地方干部撤到雪花山
杨振邦部暂时隐蔽。无奈此事被杨部的国
民党政工人员察觉，报告给中条山国民党
驻军，杨振邦将冯彦俊等人悄悄送下雪花
山。

冯彦俊离开雪花山后，隐蔽到普乐头
一带陈青林、聂振铎、陈民朝的家中，打算
继续坚持条西地下斗争。不巧，在一次帮
助群众打场时，被日寇拉去当劳工，行到
半路，他们将押解的日军打死才逃了回
来，又转移到峨嵋岭夏县司马村—带活
动。1940 年 9 月，中条地委决定由冯彦俊
带领卢旭东等十余名同志撤离中条山，到
八路军洛阳办事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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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希 蠡 （1908-1931）， 运 城
市盐湖区龙居镇茂盛村人。1926
年在太原山西国民师范读书时加
入中国共产党。1928 年 6 月，被
选为中共河东特委副书记。1929
年初，任河东特委书记，是运城
市早期党的领导人之一。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范
希蠡受党组织派遣回到运城，从
事革命斗争。他先后在解县十里
铺、茂盛村发展党员，和解州刘
开化、十里铺南国瑞创建了解县
第一个党支部。同年 8 月 7 日，他
代表解县党组织在安邑县参加了
驱 赶 安 邑 贪 官 县 长 郑 裕 孚 大 会 。
1928 年 6 月，河东各县党的代表
在夏县堆云洞秘密开会，成立中
共 河 东 特 委 ， 选 举 党 的 领 导 人 ，
传达广州起义失败后国内政治形
势，研究今后的工作任务。决定
运城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驱赶河
东清党委员、运城省立第二师范
学校校长冯大轰；解县党支部的
任务是发动组织南八村村民，开
展抢盐斗争。在会上选举冯彦俊
为河东特委书记，范希蠡为河东

特委副书记。会后，范希蠡奔波
于解县各地，从事党的活动。他
把 自 家 西 厢 房 作 为 秘 密 联 络 点 ，
召开党员和积极分子会议。在夜
深人静时，他经常和茂盛村的昝
小满、昝大彦、昝忠学及十里铺
的南国瑞、胡普康、胡立志、胡
宝山、杨芳等秘密接头。运城二
郎庙有个菜铺，后院就是范希蠡
进行党的活动的又一个联络点。

范希蠡家里有台油印机，他
经常把印刷的标语和传单，发给
大家，以生柿子代替浆糊在墙上
擦 抹 粘 贴 。 他 擅 长 绘 画 和 书 法 ，
逢年过节，群众请他写对联、画
灯笼，他利用这些机会宣传马列
主义。他曾给昝大彦家写过一副
对联，上联是“好的迎进来”，下
联是“坏的打出去”；还在灯笼上
画过马克思的画像。

1928 年，天气大旱，物价暴
涨，小麦涨到每石二十几元现大
洋 。 盐 池 附 近 农 民 因 灾 荒 严 重 、
颗粒无收，迫不得已下盐池滩捞
盐度日，却遭到盐警队殴打、罚
款、拘禁。范希蠡便积极领导党

员和积极分子，发动饥民开展反
对盐警镇压饥民捞盐的斗争。斗
争指挥部设在范希蠡家中，省立
第 二 师 范 学 校 党 支 部 书 记 阎 子
祥、安邑县委委员牛守仁就住在
范 希 蠡 家 中 。 他 们 拟 定 斗 争 纲
领，起草宣言书，将“雨涝硝池
淹没了农民的庄田，天旱盐商豪
夺这里的硝盐，盐池的盐是农民
的盐，我们捞盐有理，巡逻队镇
压有罪”等标语，贴在盐池滩附
近各村和解州，他们还把“扛上
扁 担 往 前 走 ， 打 死 盐 狗 方 罢 手 ；
扛上扁担往前走，打死盐狗不留
情。”的标语贴到了大街小巷。由
于范希蠡等人的宣传和发动，不
仅解县池南八村的村民都到盐池
去捞盐，而且猗氏、万泉的农民
也赶来捞盐，发动解县村民抢盐
斗争取得了胜利。

1929 年初，冯彦俊调到太原
工 作 ， 范 希 蠡 接 任 河 东 特 委 书
记 。 不 久 ， 河 东 党 组 织 遭 到 破
坏，范希蠡被捕，被关押在山西
省 监 狱 ， 后 转 押 到 山 西 省 反 省
院。在狱中，他受尽摧残，但坚

贞不屈，后因病经保释出狱，回
村继续参加革命活动。

1931 年，范希蠡因身染瘟疫
病逝，年仅 23岁。

记者手记：斯人远去，音容
犹在。除了文中所述，记者在采
访中也得知一些范希蠡的故事。

范 希 蠡 把 家 当 成 革 命 场 所 。
他 兄 弟 三 人 ， 都 住 在 一 个 院 子
里。他是老二，住在西厢房。参
加 革 命 后 ， 为 了 方 便 印 刷 宣 传
品，他就把党组织的一台油印机
藏在火炕下边的炕洞里，用的时
候取出来。

今天，范希蠡住过的西厢房
已 经 不 在 了 ， 但 是 老 门 房 还 在 。
后辈们还收集了不少当年家里使
用过的扁担、瓦篦、粮食囤、供
桌等老物件。

借去年盐湖区加大美丽乡村
建设力度的机会，村里申报了范
希蠡故居修缮项目。目前，项目
已获批，不久后有望将进入实施
阶段。故居修缮完成后，全市人
民能够在这里纪念范希蠡，更好
地回顾他的革命功绩。

巧编标语鼓斗志 领导盐工闹革命

河东早期党的主要领导人范希蠡

王 月 春 (1906- 1929)，又 名 月
英，临猗县牛杜镇田村人，1926 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临猗县组织了
著名的临猗农民反贪官斗争（又称

“八一农暴”）。1928 年被捕入狱，受
尽各种酷刑，坚贞不屈。虽经营救
保 外 就 医 ，终 因 受 伤 严 重 不 幸 去
世，年仅 23岁。

王月春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
8 岁入本村私塾启蒙，高小毕业后
考 入 运 城 省 立 第 二 中 学 。求 学 期
间，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奠定立
志革命的基础。1926 年春，王鸿钧
与崔锄人第一次来河东建党，他参
加了“旅运青年社”进步组织。

1926 年夏，王鸿钧二次南下河
东发展党的组织后，王月春担任中
共河东支部干事会组织委员。他利
用假期回村,向同乡青年宣传革命
道理，让他们传阅《五卅运动真相》

《废除不平等条约》《土地还家》等
小册子。王月春见解深刻，讲话慷
慨激昂，很有鼓动能力。在他的宣
传和组织下，田村建立起 20 多人参
加的“农民协会”，在田村一带党的
影响很快扩大开来。年底，王月春

毕 业 回 乡 ，按 照 太 原 党 组 织 的 指
示，在三晋高中读书的谢芷学、法
政专科学校的李锡盟、山西大学的
荆世庆等学生党员先后与王月春
取得联系。

1927 年夏初，猗氏旅并同乡会
和太原“沪案后援会”向猗氏县公
款局提取沪案后援会捐款，拟在太
原设置猗氏会馆，遭到拒绝。经调
查，这批款早已被猗氏县公款局局
长王万年、劣绅刘廷训存入自立当
铺，作为放高利贷的资本。于是，王
月春利用各地学生暑假回县之机
同王万年、刘廷训展开斗争。王月
春带领的猗氏学生会在县文庙设
置办公地点，草拟宣言，收集证据。
利用农历六月十八日县城古会日，
召开 5000 人大会，声讨刘廷训、王
万年的罪行，遭到刘、王雇佣的百
名流氓恶棍报复。学生会负责人立
刻在嵋阳镇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于
农历八月初一在县城文庙再次召
开声讨大会。

农历八月初一，全县农民万余
人按照计划，在县城集结，遭到警
察的开枪镇压。高头村农民南乱娃

被打死，70 多人受伤，40 多名群众
被捕，学生组织者被通缉。

血案发生后，社会舆论发酵。
阎锡山暗电河东道尹崔廷献和兴
业钱局经理薛士选出面调停。他们
释放被捕群众，处罚王万年、刘廷
训，抚恤死难家属和受伤群众，安
抚全县人民，另选公款局局长，撤
销县长牛诚修和警佐毋宁华的职
务，事件才得以平息。

“八一农暴”事件后，敌人四处
搜查农暴的领导者。卫武英、谢芷
学、李德显等在群众的掩护下出了
城，其他领导者也先后安全抵达运
城。省委领导郭巨才与王月春总结
斗争的经验教训，置个人安危于度
外，继续在猗氏城东一带活动。一
方面监视敌人动静，一方面化装成
农民，背上褡裢，到处张贴散发《猗
氏各界为“八一”死难烈士复仇讨
刘大同盟宣言》。其他同志也分别
在运城的山西省立第二中学（运城
二中）、山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运
城二师）、女师和临晋中学、蒲坂中
学进行联络，宣传事件真相，争取
舆论支持。得知敌人搜查缉拿，王

月春只好暂时隐蔽到蒲州舅家崇
胜老商铺，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初
冬，运城二师学监、国民党运城市
党部清党委员冯大轰发现他的踪
迹，派警察将其逮捕关押于蒲州监
狱。在狱中，王月春受尽各种酷刑
折磨，始终坚贞不屈。

1928 年 春 ，王 月 春 被 押 解 太
原。途经运城时，不少群众含泪目
送。到太原后，他被监押在第一监
狱，曾三次陪绑杀场，但坚定自若，
表现了共产党人应有的高贵品质。

1929 年 7 月，中共山西省委负
责人得知王月春在狱中身患重病，
设法以“保外就医”方式将其营救
出狱，并护送回家调养。他再三表
示，病愈后一定要继续为党工作。
只可惜各种酷刑已经严重损伤了
身体，8月他不幸病故，年仅 23岁。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
给王月春家属颁发了“烈士证书”。
1975 年，田村党支部对王月春的墓
冢进行了修整，并新立了烈士纪念
碑。每年清明，附近学校的师生和
群众都到他的墓地扫墓，以表示对
这位临猗早期党员的深切怀念。

宣传革命道理 领导“八一农暴”

临猗最早党的负责人王月春
卫文兴（1904-1929），字耕之，夏县

裴介镇四辛庄村人，1926 加入中国共产
党，被选为中共运城第二师范学校党支部
书记，是夏县第一批入党的共产党员之
一。土地革命时期，积极组织农民运动，
开展革命活动。后不幸被捕入狱，受尽严
刑拷打，被保释后因伤重不治，与世长辞，
年仅 25岁。

卫文兴小学毕业后，就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山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在校期间，
卫文兴接触到进步思想。他在学生中积
极开展各种活动，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他
还和同学们一起组织读书会，经常和会友
们阅读《独秀文存》《中国青年》《新青年》

《觉悟》《向导》等许多革命书刊。五四运
动爆发后，卫文兴满腔义愤，爱国热情高
涨，经过他们的宣传鼓动，学生们被组织
起来。他们还自发组织起“读书会”，带
领 读 书 会 会 友 和 进 步 师 生 上 街 游 行 示
威，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让革
命的思想在河东大地点燃。后来，他们
把“读书会”改为“河东旅运青年社”，并
把“青年社”活动扩展到运城其他学校。

1925 年秋天，嘉康杰、吴仲六等人在
运城创办河东中学。这是一所具有进步
思想的中学，在河东群众领袖嘉康杰的领
导下，革命思想在河东大地快速传播，革
命形势空前高涨，卫文兴也成为重要的积
极分子。1927 年嘉康杰出狱后，到夏县
柏塔寺第三高小，同朋友、学生冯天祥、卫
文兴、李子和、吴仲六、任子元等叙旧，并
商议在运城、太原创办两所中山中学。卫
文兴等人对嘉康杰的办学想法予以大力
支持，纷纷出谋划策。

1926 年，中共北方区太原地方执行
委员会负责人崔锄人、王鸿钧来河东地区
建党，卫文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
运城第二师范学校党支部书记。同年冬，
卫文兴发动学生、工人、农民开展民主革
命运动，革命的火种在河东大地上不断蔓
延。

1927 年“四·一二”事变后，国民党在
全国发动清党运动，山西省立第二师范学
校校长冯大轰，自担任国民党市党部常
委、清党委员之后，他在该校建立国民党
区分部，并以此势力来统治学生，开始大
肆逮捕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他们将中
共党员卫文兴、祁金兰、段嘉绂、孙雨亭等
人，以“跨党分子”名义开除出国民党，尔
后通过运城伪警察局进行通缉。是年 7
月，当孙雨亭和卫文兴在学校与同学们学
习时，冯大轰派宪兵包围了学校，卫文兴
当场被捕，孙雨亭在同学们掩护下，先逃
至中山中学，后由嘉康杰掩护出城回到夏
县。

卫文兴被捕后，敌人采用各种手段，
对他严刑审讯，但他始终保守党的秘密，
坚持共产党员的气节，坚决否认对自己罪
行的指控。敌人毫无办法，把他押送到太
原监狱。在太原监狱，敌人再次对他进行
严酷的审讯，严刑拷打，残酷折磨，但他坚
贞不屈，坚称爱国无罪，保持了一个共产
党员高尚的气节。

1929 年，经过多方努力，积极营救，
被敌人折磨得气息奄奄的卫文兴被保释
回家。由于伤势太重，没几天，即与世长
辞，这位河东革命的“播火者”，为党献出
了年仅 25岁的年轻生命。

点燃思想火炬 发动民主革命

运城二师首任
党支部书记卫文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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