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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宜轩 （1910—1980），闻喜县苏
村人，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
后担任闻喜县抗日政府三区区长、稷
麓 县 县 长 兼 县 抗 日 游 击 支 队 支 队 长 ，
是 稷 麓 抗 日 根 据 地 的 主 要 创 建 者 之
一，被广大干部群众誉为“人民的好
县长”。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时，赵宜轩在闻喜中学读书。受进步
教师崔景蓉、席荆山等人的影响，他
接触到革命思想。1933 年，他到太原
新民高中求学，参与了驱逐反动校长
的斗争。高中毕业后，他先后在闻喜
第二高小、第三高小任教。

1938 年 4 月，赵宜轩当选为闻喜县

抗日政府三区区长。这时，国民党三
区政府、日伪三区政府与共产党三区政
府先后在同一地区建立，形成了“三权
并立”的局面，政治斗争尖锐复杂。

赵 宜 轩 上 任 后 ， 立 即 采 取 措 施 ，
夺 取 和 建 立 各 村 村 级 政 权 ， 并 开 展

“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工作，得到广
大农民群众的拥护。与此同时，他发
动群众积极参军参战，建立和壮大闻
喜抗日游击队。

同年 9 月，赵宜轩兼任中共三区区
委书记。他在广大贫雇农中发展了 90
多名党员，建立了 15 个党支部；在部
分 村 庄 建 立 “ 农 救 会 ” 等 群 众 组 织 ，
动 员 群 众 捐 粮 捐 款 ， 筹 集 军 用 物 资 ，

支援抗日前线。此外，他还发动群众
建立武装小组，与日伪展开斗争。

1939 年 9 月，赵宜轩任中共闻喜县
委驻道北办事处主任，领导铁道以北
地区的抗日斗争。1941 年秋，赵宜轩
打入阎系夏县四区，担任区长兼区干
队队长。1943 年，稷麓县抗日政府成
立，赵宜轩任稷麓县县长兼县抗日游
击支队支队长。

赵宜轩与县委书记张希文等人依
靠广大群众，团结社会名流，并且根
据太岳五地委“减租减息，减轻群众
负 担 ； 组 织 地 方 武 装 ， 开 展 对 敌 斗
争 ； 坚 决 镇 压 汉 奸 ， 巩 固 红 色 政 权 ；
建立情报机构；壮大党的队伍”的指

示，在稷麓县先后领导建立了抗日游
击支队、抗日区干队。该地区抗日武
装力量不断加强，根据地逐步发展壮
大。

日寇投降后，曹张镇仅剩一些日
伪 军 和 汉 奸 据 守 。 1945 年 ， 赵 宜 轩 、
张希文 （支队政委） 率部队将曹张镇
据点包围，并发起猛烈进攻。仅一小
时，敌军长官被捕。此次战役共俘敌
180 余人，缴获机枪 2 挺、步枪 120 余
支 。 此 外 ， 还 收 缴 了 不 少 弹 药 、 粮
食、布匹。至此，曹张镇在日伪占领 7
年后，重见光明。

1980 年 7 月 1 日 ， 赵 宜 轩 因 病 去
世，终年 70岁。

减租减息镇压汉奸 发展武装巩固政权

稷麓县县长赵宜轩
王光（1920—1943），女，盐湖区人，193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 年 4 月，任冀氏县一
区区长，同年 6 月，她在反“扫荡”中为掩护群
众转移壮烈牺牲，时年 23岁。

王光，原名王联鑫，家住盐湖区东城街道
大胡家巷 13 号。因家境贫寒，从 5 岁起，她就
在安邑的一个财主家务工。

1927 年春，7 岁的她鼓起勇气，从财主家
逃了出来，被无儿无女的王挺芳和吕玉卿收
养。不久后，养父母将她送到运城女师附小读
书。

1934 年暑假，王联鑫考入省立运城女子
初级中学。受到班主任张吉辰进步思想的影
响，她走上革命道路。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王联鑫积极投身
抗日救亡运动，散发传单、书写标语、自编
自演文艺节目……并时常出现在抗日游行队
伍中。

1938 年 3 月 2 日，日军逼近运城，王联鑫
随同父母，跑到猗氏县抗日县政府和抗日宣
传工作团驻地——罗村避难。5 月，她参加了
抗日宣传工作团。

1938 年冬天，党组织将王联鑫送到乡宁
牺盟中心区党训班学习。在这期间，她改名王
光。1939 年 6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

最初，她负责罗村一带的妇女救亡工作。
她给妇女们讲解抗日道理、教唱抗日歌曲，并
鼓励她们勇敢地冲破封建家庭观念的束缚，
参加抗日。因此，王光也被妇女们称为“革命
的大姐姐”。

由于她工作出色，1942 年秋，党组织派
她到冀氏县（今安泽县）担任一区副区长。其
间，她积极发动群众减租减息、拥军优属、反
奸清算，还经常和妇女们一起做军鞋、纺棉
花、织布、拉家常。妇女们遇到问题时找到她，
她就千方百计予以解决。

柳树沟村有个女青年和附近村的一个小
伙子相爱，女方父母坚决反对。王光得知后，
便多次到女方家，与她父母沟通，做通他们的
思想工作，帮助那个女青年和她相爱的男青
年结了婚。此事在当地广为流传，为妇女解放
和婚姻自由起了好头。

在处理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的关系上，
王光总把革命利益放在首位。她和苏志乾结
婚后，苏志乾在山西新军二一二旅旅部工
作，王光在抗大学习。后来，苏志乾到太岳
三分区政治部，她又调到冀氏县。两人聚少离多、很少见面。组织
上有意解决这个问题，王光却表示，共产党员应该以党的利益为
重，任何时候都不能考虑个人私事。

1943 年 4 月，日寇对太岳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在反“扫
荡”斗争中，王光负责带领群众转移。当时，她和东上寨的民兵在
一起，都隐蔽好了，她放心不下，要再出去看看。

不料，就在她出去查看时，敌人发现了她。为了掩护群众，她
向远离群众的方向跑去。群众脱险了，她却不幸落入敌人手中。

抓住王光后，日军威逼利诱，严刑拷打，想从她口中得到有价
值的情报，她却严词拒绝。日军又采用软化手段，用牲口驮着她，
从东上寨到杜村，又从杜村到康村，以给她罐头和让她当伪妇女会
会长为诱饵劝降。王光不为所动，痛斥敌人。

敌人一无所获，恼羞成怒，把王光绑吊在康村庙前的一棵大树
上，再次逼问她八路军藏在哪里。王光说道：“他们都藏在我的心
里！你们想知道吗？妄想！”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败日本
侵略者！”日本鬼子气急败坏，惨无人道地将王光杀害。

当地群众得知王光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后，伤心不已、泣不
成声，含泪把她安葬在冀氏县杜村辛庄的北山脚下。

王光牺牲后，太岳三分区政治部发布通报予以表彰。
1947 年，太岳行署在翼城烈士陵园为王光建了纪念碑，上面

刻着碑文：“冀氏区长王光，身虽女辈，然在反扫荡中从未稍后，
乃只身遇敌，因忠贞不移而遭剖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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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胜文（1916—2011），芮城县古魏
镇胡村沟村人，1938 年参加革命，193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他直接领
导芮城县三区区委工作。1948 年，他担
任芮城县一区区长、区委书记，组织芮
城、永乐两县民兵奔赴陕西前线，支援西
北解放战争。

1916 年农历三月十六，李胜文出生
于河南省淅川县白亭镇纸坊沟村一个贫
苦人家。因生活所迫，在他 4 岁时，父母
就带他到芮城逃难。刚到芮城时，全家人
暂住在古仁村。之后的一年多，他们先住
在北铁王村西沟刘家一孔破窑里，后又
搬到马村沟村。三年后，他们凭着做纸炮
的手艺赚了些钱，在胡村沟村买了两孔
窑，从此在古魏镇胡村沟村安家落户。

1939 年，李胜文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 年 ，他 担 任 中 共 芮 城 县 委 组 织 委
员。自此，李胜文作为芮城县委主要负责

人之一，一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出生入死，经受了一系
列考验。

李胜文的特殊身份利于开展地下工
作。他既没有公开参加过“牺盟会”，又不
是知识分子，而是专做纸炮的小手工业
者。加之胡村沟村虽然离县城很近，但又
穷又小，周围都是大村，敌人很少注意这
个小村庄，因此，李胜文家就成为党的地
下联络站。

1940 年 8 月，中条地委条西负责人
董奥林在李胜文家主持召开党的会议，
传达中条地委的指示。他强调，要注意在
贫苦农民中发展党员；宣布撤销芮城中
心县委，建立新的联合县委，由王勤益任
县委书记，李胜文、杨中林分别担任组织
委员和宣传委员。1941 年，芮永虞解联
合县委成立。

1940 年，李胜文为党成立的“灰色

武装”组织保存了一部分枪支。此事走漏
了风声，芮城县保安团十四团的机炮连
连长杨向荣派人找到他，问他枪藏在什
么地方。他说：“我是庄稼人，哪来的枪？
是谁胡说哩？”杨向荣吼叫道：“庄稼人多
哩，人家偏偏说你藏有枪，把枪支交出
来！”李胜文矢口否认藏枪的事。杨向荣
恼羞成怒，命人把李胜文捆吊在房子的
大梁上，用尽酷刑，逼问他枪支的下落。
但他咬紧牙关，不承认枪的事，直到昏死
过去。敌人见状，用冷水把他泼醒，继续
拷问。如此数次，他还是没有承认。敌人
整整折腾了一夜，也没有获得任何有用
的信息。

第二天早上，杨向荣命人把被折磨
得遍体鳞伤的李胜文押到窑洞门口，并
叫人端了一盆水，抬来一根杠子。他们先
将李胜文压倒跪下，再用杠子压在李胜
文的两条小腿上。几个官兵将李胜文按

住，一边使劲压，一边逼供。李胜文几次
疼得昏过去，又被冷水泼醒，但始终没有
承认。杨向荣无计可施，只好让李胜文的
家人将他保释。李胜文被放出时，已经被
折磨得难以行走，只能爬着、挪着，才勉
强到了尉家村。胡村沟村的几个党员闻
讯，及时赶到，把他抬了回来。

李胜文的家中还保存了党内一大批
书籍和绝密文件。虽经严刑拷打，但他
始终坚贞不屈，保护了地下党组织的秘
密。

芮城、永济两县解放后，1948 年 11
月，两县集中 800 余名民兵，组编成两个
大队、六个中队，带一个驮骡队及 400 副
担架，由李胜文和大队长席懊庭等队领
导带领，从禹门口踩冰渡河，奔赴陕西前
线，支援西北解放战争。他们先后到西
安、宝鸡等地进行战地服务，历时 6 个多
月，顺利完成支前任务。

不惧酷刑严守秘密 踩冰渡河支援前线

早期芮城县委组织委员李胜文

樊旦（1921—1943），女，万荣县荣河
镇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万荣
妇女运动的早期革命者。1943 年，她在
去延安学习的途中，不幸被日军俘虏，牺
牲时年仅 22岁。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万荣县
有许多优秀儿女奔赴前线，抛头颅、洒热
血，为民族解放献出了宝贵生命。巾帼
英雄樊旦就是其中之一。

樊旦，原名樊京窕，又名石坚，出
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读完小
学后，她进入荣河县立女子高级小学就
读。尽管家境比较富裕，但那时，农村
女孩上学读书并不容易。因此，樊旦很
珍惜读书的机会。她发奋读书，刻苦用
功，每当遇到疑难问题，弄不懂决不罢
休。因此，她的学习成绩常常名列前
茅。

樊旦不仅学习好，而且生性倔强、泼
辣。她思想解放，爱读进步书籍，敢说敢
做敢当，当地群众常叫她“假小子”。

当时，即便是农村也不再强令妇女
缠足。但却有地方要求女孩子穿“小袜”

（缠足妇女所穿的半袜，直筒无底，罩在
裹脚布外）。樊旦认为这是变相的缠足，
坚决反对。她不仅自己拒绝穿“小袜”，
还和一些思想进步的女子上街宣传，宣
讲男女平等。

农村当时流行封建迷信，打墙时不
准妇女近前，更不准妇女越墙而过，说妇
女近前不吉利。樊旦认为这是轻视妇
女，偏不买这个账。某天，她家打墙，她
领着一群女孩子，趁人吃饭时，在墙上翻
来翻去。她一边翻越，一边说：“我看这
墙怎么倒！”

从荣河女子高级小学毕业后，樊旦
考入安邑女子师范。时值“一二·九”运
动爆发，她带领同学们到县城街上和附
近农村宣传抗日。毕业后，她和荣河村
的女青年柴梨仙、柴仙桃、柴亲善等人投
身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

1937 年，樊旦在荣河县牺盟会分管

妇女工作。她常常女扮男装，一个人到
西师、五福等村宣传抗日。翌年，她加
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动妇女入党。当
时，荣河县有 130 名党员，其中女党员
就有 30 名，是附近各县中女党员最多
的县。

1939 年，樊旦任汾南办事处妇女委
员会组织部部长。她发动妇女做军衣、
军鞋，为八路军、游击队募捐，工作开展
得有声有色。同年 12 月，阎锡山发动

“晋西事变”，她和荣河县农救会、妇救
会、青救会等组织的同志们被一道编入
山西新军二一二旅，随军行动。

1940 年，她到抗大太行分校和中共
北方区委党校学习，并参加了太行反“扫
荡”斗争，被评为模范党员。

樊旦喜好玩枪，尤其喜欢射击，平
时会主动练习枪法。她常常在夜间点燃
一炉香火，逐根射击，时间久了，就练
得一手好枪法，被同志们誉为“神枪
手”。

一次行军时，她所在的部队偶遇日
军。她拔出双枪，左右开弓，冲锋在前，
英勇杀敌，打死打伤不少敌人。她曾跟
随部队两渡汾水，长途跋涉两千余里，饿
了就吃野菜充饥，从来没有喊苦喊累。

1943 年，樊旦随中央派往华北局的
百余名干部到太行军区工作。恰在这
时，日寇对根据地发动了“铁壁合围”的
大“扫荡”，她几次机智地冲破敌人的封
锁包围，化险为夷。

这 一 年 ，组 织 决 定 让 她 到 延 安 学
习。部队行军到河北满城附近时，不幸
被日军包围。双方连续激战几个昼夜，
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樊旦所在部队的大
部分同志壮烈牺牲。在这次战斗中，樊
旦一连射杀了十多名日军，终因子弹用
尽，被敌俘虏。

敌人企图从她口中获取军事情报和
共产党员名单，她愤怒地斥责道：“中国
人民是欺骗不了的！日军的心思，中国
人民早就看透了！”日寇用麻绳抽打她，
她便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
当亡国奴！”日军恼羞成怒，将她残忍杀
害。

樊旦，用 22 岁的年轻生命，书写了
抗击日寇的最美华章。为了表彰她对民
族解放事业作出的贡献，晋察冀边区政
府授予她“战斗女英雄”的称号。

“假小子”宣讲男女平等 “神枪手”连连射杀日军

“战斗女英雄”樊旦

景萍（1923—1944），盐湖区安邑西
街 马 庙 后 火 巷 人 ，1938 年 参 加 革 命 ，
194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先后在抗大
一分校、华北财校学习，之后，任太行行
政干校民政处文书。1941 年，她到太行
行政学院学习，1942 年任太行第四专区
银行办事处出纳股股长，1943 年任冀南
银 行 长（治）壶（关）支 行 审 计 股 股 长 。
1944 年 12 月 18 日，在伪军“扫荡”中，她
为保护资金、掩护战友突围，在战斗中以
身殉国。

景萍在担任冀南银行长（治）壶（关）
支行审计股股长时，与同为抗大一分校
校友的壶关县武委会主任张景翰相爱。
成婚后，他们为革命四处奔波，聚少离
多。景萍生下女儿还未满百日，就将女儿
寄养在农家。张景翰则因为外出打仗，未
曾见过女儿一面，更不知女儿被寄养在
哪个山村的哪一户人家。

那 时 ， 景 萍 所 在 的 冀 南 银 行 长
（治） 壶 （关） 支 行 驻 在 壶 关 县 店 上
村。这里山高沟深，再加上敌人残酷的

“扫荡”，村民生活非常艰苦。一方面，
他们要时刻备战，反抗日伪军的“扫
荡”；另一方面，他们粮食有限，食物
不足时就吃野菜充饥，每月还得节约一
斤粮食准备过冬。

为了给革命积累财源，景萍和同志
们几乎踏遍了太行山区的山山水水。她
任劳任怨，严格要求自己，吃苦在前，享
受在后。

1944 年冬天的一个深夜，壶关、陵
川 、荫 城 三 股 日 伪 军 偷 袭 冀 南 银 行 长

（治）壶（关）支行驻地店上村。当时驻守
支行的有行长牛得清、审计股股长景萍
以及干事阎天佑等十多位同志。当外围
的守卫民兵发现敌人将支行驻地团团围
住时，他们立刻朝敌人背后开了枪。包围
支行的敌军听到枪声，立刻转身朝民兵
开火。这时，林青庄的民兵也及时赶到。
店上村枪声四起。

听到枪声，景萍跟同屋的宋希媚急
忙通知行长牛得清等领导干部迅速转
移。大家走到门口时发现敌人已经靠近，

稍有迟疑就会破门而入。
正在这时，门外响起枪声，乱作一

团，稽查干事王立书和景萍立即让领导
们趁混乱翻墙撤离，他们在后面作掩护。

正在转移之际，敌人破门闯入。景
萍推着宋希媚要她翻墙快走，王立书在
她们身后掩护。景萍在墙下用手托着宋
希媚，宋希媚爬上墙头，扭头要拉景
萍 。 景 萍 双 手 扒 着 墙 低 声 喊 道 ：“ 快
走，快走！”话音刚落，景萍被子弹打
中，王立书当场牺牲。无奈，宋希媚一
狠心跳到了墙外。

敌人围住景萍，见她还在呼吸，立刻
问道：“金库在什么地方？子弹藏在什么
地方？只要讲出你们把东西藏在什么地
方就放你走。”

景萍用微弱的声音坚定地回答：“不
知道！”然后她拿起自己的枪。敌人怕她
开枪，就先下了手。景萍倒在血泊中。

景萍的丈夫张景翰是河北正定人，
1937 年参加革命，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八路军总部营指导员、组织干

事，壶关县武委会主任等职。解放后，
他一直在寻找景萍当年寄养在老乡家未
满周岁的女儿。景萍的弟弟妹妹也始终
在寻找姐姐的遗孤。

2011 年，在长治市革命文物收藏
协会的帮助下，张景翰终于找到女儿崔
富英。据乡邻讲述，当年一位八路军女
干部将还在襁褓中的女儿寄养在贾进保
家，因贾家儿女多，邻居崔富生的母亲
出于怜爱，收养了这个孩子，起名崔富
英。知道自己身世的崔富英，总以烈士
后代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她 15 岁加
入共青团，18 岁入党，在担任村妇女
主任时多次被评为县乡劳动模范、三八
红旗手，还出席过壶关县妇女代表大
会，无愧为烈士后代。

壶关县烈士陵园和店上村烈士纪念
碑镌刻碑文记载：“靳萍（景萍，笔误），晋
南人，女，专区银行派出所在店上设支
行，帮助壶关抗日战争中生产建设。1944
年，在日寇扫荡中，为保护国库款与敌斗
争英勇牺牲。”

听到枪声敌已靠近 掩护战友倒在血泊

景萍：以身殉国保金库

罗仁（1922—1945），原名刘
效波，平陆县北张村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绛县
独立营教导员。1945 年 6 月牺
牲，年仅 23岁。

1938 年，罗仁参加了牺盟
会举办的干部训练班。同年，
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高小毕业
后，受中共党组织委派，罗仁
以小学教师的身份作掩护，从
事党的地下工作。

罗仁出生于一个殷实的农
民家庭。其父体弱多病，想早
些为其完婚。但罗仁心系国家
民族存亡大业，于婚事前三日
悄悄离家出走，毅然奔赴阳城
抗日根据地。罗父念子心切，
病势日重，不久后便离开人世。

最初，罗仁在太岳军区司
令部工作，后被派往翼城县发
展抗日武装。到了翼城，罗仁
很快打开局面，组织建立翼城
县青年抗日游击队，之后将其
发展壮大为翼城县独立营。

1945 年春，根据抗日斗争
的需要，太岳军区司令部委派
罗仁担任绛县独立营教导员。

同年 6 月，三晋峪战斗打
响。罗仁率独立营配合太岳野
战军十七团、二十团，向盘踞
在三晋峪地区的顽匪陈子文部

队发起猛攻，仅用半天时间，
便歼灭陈子文部队的大部分武
装力量，陈子文拼命出逃。6
月 30 日深夜，伺机反扑的陈子
文部队勾结阎锡山十九军偷袭
独立营驻地葫芦泉村。罗仁沉
着应战，率部突围。但因天黑
沟深，他中弹受伤，不幸被捕。

敌人将罗仁押往丁家洼进
行审讯，以威胁利诱、严刑拷
打等多种手段，企图让罗仁屈
服。但罗仁毫无惧色，缄口不
语。审讯者气急败坏，一边拍
桌子一边声嘶力竭地吼道：“难
道你没长耳朵？”罗仁双目蔑
视，两唇紧闭，依然不语。恼
羞成怒的敌人，竟割掉了罗仁
的双耳。随后，将其押往阎锡
山五专署所在地浮山。狱中，
敌人用遍酷刑，但罗仁坚贞不
屈，只字不吐，双目怒视，令
敌胆寒。敌人无计可施，竟惨
无人道地剜掉罗仁的双目，年
仅 23 岁的罗仁为革命献出了宝
贵的生命。

太岳二地委在翼城县为罗
仁烈士立碑悼念。碑文铭刻：

“绛县独立营教导员罗仁在保卫
战中，竟因伤而被捕。狱内虽
受非刑酷拷，终因其节不屈而
剜目。”

清剿顽匪歼敌大部 狱中怒视令敌胆寒

绛县独立营
教导员罗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