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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雨亭（1911-2001），原名孙云生，夏县大侯村人。
1924 年考入山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26 年入团，任河
东共青团委书记。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任夏
县临时县委书记。1941 年任太岳三分区政委。1949 年随
军南下，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党组书记。1952 年
任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中共西南区民族
工作委员会副书记。1955 年任云南省委常委、省委副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孙雨亭出生于中农家庭。其父孙绍祖担任过县教育
局局长，孙雨亭深受其熏陶与影响。

1924 年，孙雨亭高小毕业，考入山西省立第二师范
学校，当时读师范的学生家境大都贫困。他常与同宿舍
的革命先锋卫文兴、段嘉绂、李荣等一起谈论怎样爱国
和救国之策。

1925 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孙雨亭和同学们积极参
加了这一反帝爱国运动。他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声援
上海工人的革命斗争。斗争实践使他们认识到，要救国
救民必须以先进思想作指导。于是，孙雨亭和段嘉绂等
合伙订阅了《独秀文存》《中国青年》《新青年》《觉悟》《向
导》等革命书刊。同时，他们还自发组织“读书会”，学习
革命理论，寻求救国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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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雨亭由于年龄小，加入
了青年团，并担任运城团委书记。1927 年，孙雨亭由团员
转为中共正式党员。运城党组织建立以后，中共北方区
委指示他们要通过国民党开展工作。于是，他们又经王
鸿钧和崔锄人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并在运城首次组建起
国民党临时市党部，孙雨亭开始利用国民党这个合法组
织机构活动。为了团结广大青年，他们把“读书会”改为

“河东旅运青年社”，并把“青年社”活动扩展到运城各学
校。

1927 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山西也开始大肆
逮捕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反动派委派冯大轰为国民党

河东清党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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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通过
运城伪警察局进行通缉。是年 7 月，当孙雨亭和卫文兴
在山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与同学聚会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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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 年 2 月，晋南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孙雨亭与
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为了避免更大伤亡，他只好外
出躲避。他先到芮城，化名孙玑珊，通过其父的关系在芮
城县第一高小担任数学教师。期间，他利用讲台向学生
宣传三民主义，揭露帝国主义侵华、国民党右派叛变革
命的罪行，受到学生欢迎。但是却被人向县政府密告他
是山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共产党员孙雨亭。好在县长是
有爱国思想的国民党左派，且与孙雨亭父亲关系甚好。
在他的帮助下，孙雨亭逃离芮城，到河南灵宝谋生。

1930 年 6 月，孙雨亭辗转回到家中养病。养病期间，
他与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郑玉太、刘子杰、杜食吾、秦子
安、刘忠良等经常在一起谈论如何重新在夏县开展工
作。由于国民党夏县党部书记秦中兴利用差役局局长的
职务，贪污受贿，敲诈勒索，欺压百姓，作恶多端，农民对
他恨之入骨。1931 年，在孙雨亭等共产党员的支持，以及
张沛霖、嘉红元、秦子安等人的发动组织下，全县近万名
群众进城包围了县政府，愤怒控诉秦中兴的罪行，迫使
县长抓了秦中兴。这一行动既为民除害，又打击了国民
党右派势力，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革命影响。

1932 年 1 月 16 日，中共山西特委组织部部长、河东
特派员阎子祥经嘉康杰和李荣的介绍，到夏县大侯村与
孙雨亭接上党的关系。当天晚上，他们俩彻夜长谈，孙雨
亭向组织汇报了这几年的思想情况，阎子祥讲了当时的
形势和任务。接上了党的关系，孙雨亭心情十分舒畅。不
久，他根据组织决定到苏村当了小学教师，并以此为掩
护重新开始了夏县的党组织活动。

苏村、侯村与下留村是三个毗邻村子，每个村都有

一所小学。侯村小学教师刘善教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
与孙雨亭单线联系。下留村小学教师刘子杰、杨宝兴都
是大革命时期的积极分子，孙雨亭很快就将他二人介绍
入党。这样，三个学校就成为我党活动的阵地。与此同
时，他们设法开展农民工作，经常组织学生参加劳动，了
解农村情况。譬如谁家种了多少田？养了多少牛？地主是
如何雇佣长工的？用事实教育学生懂得社会的不平等和
什么是剥削。孙雨亭任教时，为了同群众取得联系建立
感情，便于发动群众开展工作，总是亲自到学生家登门
拜访。时间长了，他和村民就熟悉起来。很快，三个村成
立了农民夜校。在夜校，孙雨亭给他们讲苏联是共产党
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并且人
人平等的国家政权，还给他们讲中国如何受“三座大山”
压迫的事实。同时，联系当地地主、富农剥削贫苦农民的
实际情况，用一些生动、朴实的事例揭露贫富不均的社
会弊病，让农民从亲身体验中懂得社会的不平等和阶级
剥削、阶级压迫，激发农民的革命斗志。1937 年下半年，
苏村村长在派款项问题上存在严重不公，引起群众的不
满。他便召集有觉悟的农民朋友给他们讲道理。这样一
讲，群众心里豁然明朗，自发与村长进行斗争，迫使村长
改变了摊派办法。群众无不拍手称快。然而，孙雨亭在苏
村一带的活动却惹恼了那些地主、富农，他们到县警察
局密告孙雨亭是共产党员。于是，警察局派密探到苏村
调查。群众及时将这一消息告诉了他，还自发地组织起
来为他放哨，保护他。不久，孙雨亭的活动引起了当局注
意，孙雨亭被迫外出躲避。

新中国成立后，孙雨亭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副
部长、党组书记，西南民委副主任、党组书记，中共西南
局民族工委副书记。1955 年至 1966 年，任云南省委常
委、中共云南省委边疆工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
书记处书记、省政协副主席、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等职。

2001 年 3月 17日，孙雨亭在北京去世，享年 91岁。

三尺讲台宣传革命 农民夜校激发斗志

运城首任河东共青团委书记孙雨亭

王凤兰（1905-1979），又名纪云，河津人，1925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任河北省委政治交通员。
1933 年被捕，被关押在南京第二模范监狱。1937 年 9 月，
被周恩来组织营救出狱。历任太行区高平县委组织部部
长、涉县县委宣传部部长、偏关县委书记、华北人民政府
人事处处长、交通部人事处处长、交通部监察局副局长、
北京市文化局党委副书记、北京艺术学院附中校长。
1979 年逝世，1995 年骨灰盒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迁回
河津市九龙头革命公墓。

1905 年，王凤兰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父母膝下无
子，中年得了一个女儿，自然视为掌上明珠。

1921 年，就读于河津女子高小的王凤兰，已经对五
四新文化运动带给家乡的震撼十分敏感。她有一种朦胧
的追求，抛弃了封建传统势力强加给她的裹脚布，勇敢
地参加了县妇女放脚委员会，进而开始动员规劝其他妇
女放脚。面对社会上的指责和世俗的偏见，她的父母在
舆论压力下，也把女儿的正义之举看成是不守妇道，坚
决阻止她继续求学，执意要给她完婚。王凤兰深知老人
们的一片苦心，明白数千年的封建礼教在父母头脑中已
经根深蒂固，难以动摇，但养育之恩没齿难忘。在考上运
城女子师范学校后，她决定先向父母妥协，先行完婚，以
换取父母及婆家婚后让她上学的承诺。

婆家姓刘，是河津苍底村的一方财主，丈夫刘俊杰
是洛阳航校的学员。在短暂的新婚生活中，王凤兰发现
丈夫是个很有才华的英俊青年，对这个家庭的陌生感渐

渐被对丈夫的好感所代替。
1924 年，刘俊杰航校毕业后赴保定军中任职，王凤

兰随之由运城女师转到保定女师继续求学。保定女师聚
集着许多爱国青年，这里的反封建意识和爱国举动让她
惊喜不已。1925 年五卅运动爆发，王凤兰参加了沪案后
援委员会，与进步青年学生发动群众声援、募捐，支援上
海工人正义斗争。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王凤兰于 1925 年
秋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刘俊杰得知妻子经常在外从事革命活动时，先是
惊惧，继而难以容忍，对她百般阻拦，逼她退学，甚至以
离婚要挟。

严酷的现实把王凤兰推向人生的十字路口，她认真
思索着：结婚以来的生活条件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按
常理来说，是该满意了。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所要追求
的仅仅是这些吗？来保定一年多，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
让人精神振奋；参加沪案后援会，召开声讨帝国主义反
动买办资本家的罪行，是那样意气风发。如今刚从政治
上获得新生，明白了人为什么活，怎样的人生才有意义，
总算是如愿以偿了。十五岁为了放脚，被视为逆子，而今
还要做逆妻吗？如果是这样，这个家原本就不该属于自
己，该珍惜的应该是新的生命。思来想去，王凤兰毅然决
然地离开了这个家庭。

刚刚解脱的王凤兰又面临充满白色恐怖的世界，
“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中国大地上到处是共产党人
的斑斑血迹，党处在生死存亡的非常时期。此时，王凤兰

勇敢地担任了中共北方局机关的秘密交通员，奔波在北
京和天津一带，往来于刘少奇和彭真等一些党的领导人
之间。

1928 年，纪廷梓调任中共顺直省委巡视员，负责顺
直省委秘密文件和省委机关报《出路》的编写、刻印工
作。同年 9 月，顺直省委决定调曾在天津全国铁路总工
会和互济会工作的山西籍女干部王凤兰到省委机关协
助纪廷梓工作，以夫妻名义掩护党的印刷机关的安全。
不久，党组织决定让他俩结为革命夫妻。他们的家也成
为党的地下印刷机关、党组织举行秘密会议的场所和各
基层党的负责人向省委汇报工作的秘密招待所。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31 年 1 月，中共天津党组织
又遇到一次严重破坏，纪廷梓被叛徒出卖，狱中受尽酷
刑，最终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一个共产党人的理想信
念。纪廷梓牺牲后，王凤兰受株连被逮捕入狱，直到 1937
年 9 月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才被放出。出狱后的王凤兰为
了纪念丈夫纪廷梓，改名纪云。之后参加了延安中央党
校第 12 期学习，担任过太行区高平县委组织部部长、涉
县县委宣传部部长、偏关县委书记、邯郸市救国会组织
部部长、华北人民政府人事处处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
她担任过交通部人事处处长，中央交通部监察局副局
长，北京市文化局党委副书记，北京艺术学院附中校长
等职。“文革”中受极“左”思潮冲击，身患重病身体瘫痪。
1979 年，文化部根据中央指示给她彻底平反。同年 10
月，纪云（王凤兰）在北京病逝。

打破封建束缚 毅然投身革命

河东早期女党员王凤兰

贠 佩 琏（1898- 1927），平
陆县常乐镇广德村人，1926 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山西陆军军
官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山西军人
农事实验场关外分场任经理。
1927 年 在 毛 泽 东 主 持 的 农 民
运动讲习所任学员队长。结业
后到湖北省党务训练班任大队
长，后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
汉分校工作。1927 年 12 月广
州起义中担任教导团团副兼第
一营营长，在观音山战斗中为
坚 守 阵 地 壮 烈 牺 牲 ，年 仅 29
岁。

1926 年，贠佩琏以优异的
成绩考入山西陆军军官学校。
当时，马列主义传遍三晋大地，
贠佩琏积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革命活动，于 1926 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在山西
军人农事实验场关外分场担任
经理。从小在农村长大，又学
到科学知识和接受新思想的贠
佩琏到农场后，如鱼得水，大展
才略。他积极宣传马列主义，
建立红色工会，吸收积极分子
入党，不断壮大党的力量，使关
外分场的革命气氛高涨。山西
省当局下密令到分场逮捕所有
共产党人。在此紧要关头，党
组织决定让他们立刻转移。

为躲避敌人的逮捕，贠佩
琏奉命南下，被安排到毛泽东
同志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
学习，很快就担任了学员队长，
后来又转到湖北省党务训练班
任大队长。1927 年，贠佩琏被
派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
校 工 作 ，充 实 党 在 学 校 的 力
量。他到学校后，就在学员中
进行宣传鼓动，逢人便讲：“我

们国家贫穷，民众遭殃，外受帝
国主义列强侵略，内受官府豪
绅欺压，只有我们全国同胞团
结一致，反侵略、反压迫，中华
民族才能复苏。”慷慨激昂的陈
词，犹如一束火把点燃了师生
心中反帝反压迫的怒火，学校
革命气氛十分高涨。

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
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得到消息：
反 动 当 局 要 消 灭 校 内 革 命 力
量。叶剑英经过多方周旋，将
该校学员编入第四军军官教导
团，才算躲过这场灾难。贠佩
琏担任教导团第二营副营长。
7 月，教导团由武汉出发，随第
四军南下广东，一路播撒革命
火种，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激
发工人群众的反帝爱国热情，
发展地方党团组织，攻打右翼
反动势力，几经波折，终于到达
广州。到广州后，贠佩琏利用
部队休整时间，积极同当地共
产党的组织联系，策划推翻当
地反动政府，举行大规模起义。

1927 年 12 月，广州起义爆
发，贠佩琏担任教导团团副兼
第一营营长，并作为起义部队
尖刀营的指挥官。他既是指挥
员，又是战斗员，始终站在部队
前列。在他的带领下，全营指
战员仅用一个多小时，就攻占
顽固的反动堡垒——广州市公
安局。随即又抽调精锐部队，
配合大部队攻占电报局、邮电
局等要害部门。在防守战略要
地观音山的激烈战斗中，他临
危不惧，指挥若定，在敌人的疯
狂反扑中，为坚守阵地壮烈牺
牲，年仅 29岁。

慷慨激昂宣传家 尖刀营的指挥官

武汉“农民运动讲习
所”学员队长贠佩琏

台联捷（1907-？），垣曲县
谭家乡硖口村人，1926 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中共垣曲县委第
一任书记。抗日战争时期，在河
南安阳下柏树村进行党的地下
活动时，因叛徒告密被捕遇害。

1925 年，台联捷从高小毕
业，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
时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蓬勃
发展，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的
共 产 党 员 和 进 步 青 年 非 常 活
跃。台联捷在革命思想的影响
下，1926 年经杨景岳介绍，加
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台联捷受党的指
示在校内积极活动。寒暑假期
间，利用回家机会，向人们讲述
革命形势，传播马列主义。1926
年寒假，他利用村民冬闲时机，
在本村油房窑举办读书会，组
织青年人打算盘，教大家识字，
辅导学习文化；向中老年人讲
革命故事，介绍贺龙一把菜刀
闹革命、叶挺北伐打胜仗及湖
南农民闹革命的故事；宣传将
来社会要往哪里走，如何平分
土地，应当实行“耕者有其田”，
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的
美好前景。这些宣传如此新奇，
前来听讲的人日益增多。台联
捷便把原来夜晚闲谈的场合，
改成了农民讲习所。通过宣讲，
不少青年人提高了思想觉悟，
文景颜、台中奎等人主动要求
加入中国共产党。即使在家中，
台联捷也不断劝说父亲和一些
亲戚，要他们破除迷信，不要置
买土地，不要放账剥削穷人，要
自食其力，人人平等。

当 时 是 国 共 两 党 合 作 时
期，台联捷以国民党左派的身
份公开活动。他不断到附近的
圢坂村汤圣庙第四高小，以及
城关（今古城）、同善、西原上丰
城的一些学校组织进步青年学
习革命书报，学习陈独秀、陈延
年、陈乔年父子的著名文章。一
次，台联捷在村龙王庙柏树下
放上桌子，亲自执笔，公开进行
了一次农民协会会员登记，登
记的有七八十人，有本村的，也

有外村的。这些会员中，有不少
人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 年春，台联捷因在省
立一中闹学潮被除名。他毫不
气馁，坚持革命。受党组织指
派，他和垣曲寨里村的王心清、
城关杨国瑞三人，前往武汉参
加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到武
汉后，由于汪精卫叛变革命，形
势恶化，讲习所辍业。党组织要
他们回到原籍，建立组织、发展
武装，发动农民群众闹革命。

台联捷和王心清从武汉返
垣后，酝酿建立垣曲县委组织，
并组织党员学习了由武汉带回
的《百花书信》，他们一致认识
到：只有建立党组织，发展武
装，发动群众起来闹革命，才能
取得胜利。1927 年秋，中共垣
曲县委成立，台联捷任书记，王
心清、杨国瑞、文乐天为委员，
申景达任交通员。他们提出口
号：“建立垣曲苏维埃”。县委成
立后，台联捷及时与省委取得
联系，按照党的指示，发展了一
批党员，在基层建立了党的组
织。

1928 年春，省委派往晋南
巡视工作的郭巨才在闻喜县被
捕叛变，各县联络员的名单被
敌查获，垣曲县委组织暴露。伪
县 政 府 大 肆 出 动 军 警 和 保 安
队，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几次抓
捕台联捷，都被他机智地躲过。
敌人抓不到台联捷，就抄了他
的家，使他全家人无法生存。

接着，县委委员文乐天被
捕入狱，交通员申景达、任希
书、谭鸿禧、王士特等人也先后
被捕。在充斥白色恐怖的情况
下，台联捷被迫离开垣曲，先在
河南省济源县保安队隐蔽，后
又化名石泽民，投考豫北国民
革命军十三路军政干部学校，
被编入一大队一中队学习。结
业后，他继续做党的地下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他到河南
省安阳市下柏村进行党的地下
活动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日本
侵略军逮捕，后被杀害于河北
邯郸一带。

发动农民闹革命 隐蔽战线显身手

垣曲县委
首任书记台联捷

李子和（1900-1936），又名炳修，夏县庙前镇史家村
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夏县党支部第一任党
支部书记。

李子和家境贫寒，小学时只能在农忙时劳动，农闲
时读书。虽然每年上学时间不到半年，但他非常珍惜，期
末考试总是名列前茅。

1921 年，李子和以晋南 36 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山
西省立第二中学校，为家乡、族里争得了光彩，乡邻亲友
纷纷凑钱支持他上中学。上学后，学校里的一些纨绔子
弟常常歧视、欺侮穷人家的学生。面对如此状况，李子和
总是挺身而出，为穷人家的孩子撑腰。有一次，有个外号
叫“小霸王”的警长儿子，毫无道理欺侮一个穷人家的孩
子。李子和路见不平，据理力争。这个“小霸王”恼羞成
怒，招来一伙流氓小弟兄，大打出手。李子和毫不惧怕，
几下便把他们撂倒在地。“小霸王”气势汹汹地从地上爬
起来，穷凶极恶地掏出匕首，向李子和扑来。岂不知，李
子和从小劳作，身强力壮，不慌不忙往旁一闪，顺手夺下
匕首，向“小霸王”腿上轻轻一刺，顷刻鲜血直流。“小霸
王”疼得在地上直打滚。这一次，真令穷人家的学生扬眉
吐气，但也给李子和带来了灾难。“小霸王”的警长父亲
找到校长，要求学校严肃处理，并扬言要抓捕李子和。校
方同情李子和，但是迫于压力，一方面公开宣布开除李
子和的学籍，暗中又通知李子和悄悄逃走。李子和离校
后没敢回家，在外面一边找活干混饭吃，一边抓紧时间
自学。1923 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
校。

在省立一中读书期间，李子和受到进步人士和共产
党员的影响。1925 年，由王鸿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

党后，为推翻北洋政府，迎接国民革命军北伐，他做了大
量的工作。

1926 年，李子和左腿得了病，因家庭困难，经济拮
据，医治不力，被锯掉了小腿，走路需要拄着双拐，不得
已只好辍学回家。同年下半年，李子和带着上级党组织
的指示，与王峪口村的秦丙寺在夏县庙前镇开办了利民
书店，秘密散发进步书刊。他拖着残腿，拄着拐杖，活动
于张郭店县办第三高小和史家、堡尔、吴村等小学，先后
发展了校长任子元，教师吴仲六、李子耀、张德焕等一批
先进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暑假，在太原读书的
吴康、韩秀山等夏县籍的共产党员回到夏县，与李子和
取得联系。恰逢山西省委特派员王鸿钧来夏县创建和发
展党的组织，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李子和等人在四辛庄
村学校成立了中共夏县党支部，由李子和任党支部书
记。这个党支部直属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

1927 年春，李子和奉上级指示，在夏县模范学校成
立夏县贫民协会。1927 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极右
派秦中兴指示防共保卫团大肆抓捕共产党人，贫民协会
被迫解散，李子和等人转入地下工作。

为了正确指导农民运动，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李子
和不顾伤残的左腿，于 1928 年年初只身徒步奔赴南方考
察学习，辗转湖南、湖北等地，1930 年回到夏县。

李子和回到家乡后，通过宣传发动，很快在史家、吴
村、堡尔、王峪口等村秘密组织起贫民协会，开展反剥
削、反压迫、反苛捐杂税和要求减少地租的斗争。1935
年，李子和又领导贫民协会开展烧毁契约运动。在史家
村龙王庙内，他们将圣母庙等庙宇祠堂的借据契约一把
烧光。广大群众无不拍手叫好！

李子和得知红军东征要来山西，便决定召开党支部
扩大会议，共商组织革命武装，迎接红军东征。为了缩小
目标，不引人注意，李子和选择了农历二月二十四日埋
葬婶娘的日子。晚上，在史家村后沟家里，他主持召开党
支部扩大会。尽管做了保密工作，但还是被本村的地主
大管家发觉了。地主大管家连夜派人去县里叫来防共保
卫团，在二十五日拂晓前包围了后沟。放哨人员发现敌
情立即报告，李子和决定，让李荣带领参会的外村党员
向村东山沟转移。而他迅速烧毁文件，披了件破棉衣，拿
起粪筐粪叉，迎着敌人走去。面对穷凶极恶的防共保卫
团，李子和从容不迫，假装埋头拾粪。迎面的敌人大声问
他：“李子和的家在哪里？”他装聋作哑，为其他同志转移
阵地拖延时间。把敌人应付过去后，他立即扔掉粪筐，直
奔村西小庙背后的小土坡，打算从土坡后转到前村去。
不幸的是，地主大管家认出了李子和，急忙呼唤敌人掉
头来追，李子和腿残行走较慢，被敌人追上了。

敌人抓住李子和，对他软硬兼施，许以高官厚禄、金
钱美女。但李子和根本不吃这一套，反而抓住时机向他
们宣传马列主义。

软的不行，便来硬的。当一切酷刑轮番用尽后，凶残
的敌人用子弹壳刮李子和两肋的肉，刮下一块问一句，
李子和以坚强的毅力忍受着敌人惨无人道的折磨，要么
不开口，要么就一句话：“我是共产党员，夏县就是我一
个！”就这样，李子和被折磨得筋断骨折，体无完肤。1936
年农历二月二十五，共产党员李子和慷慨就义。在去刑
场的路上，他不断大骂国民党反动派，并大喊：“我就是
共产党员李子和！”“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共产党
万岁！”牺牲时年仅 36岁。

积极发展党员 指导农民运动

夏县首任党支部书记李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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