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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增发（1921—1947），曾用名张
良恩、晋明，河津黄村人，1937 年参加
革命，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
任黄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中共城东
区 党 委 委 员 兼 交 通 员 、城 东 区 委 书
记、河津县委组织委员、万泉县委组
织部副部长、河津县大队副政委等。
1947 年 9 月，宁增发在新绛县北梁村
开展土改工作时，不幸中弹牺牲。

勤工俭学

1921 年 2 月，宁增发出生在河津
黄村的一个贫苦家庭。由于家中人
口众多，耕地有限，加之地主、富农的
无情剥削，全家人生活艰难。因家中
无力负担学费，年幼的宁增发不得不
辍学。

宁增发生性好强，不甘向命运低
头。他瞒着家人找到校长，表示想在
学校做杂活赚钱，用以支付学费、购
买课本以及纸墨笔砚等学习用品。

校长看到宁增发小小年纪就有
如此魄力，敢于为自己争取机会，便
答应了他的请求。

宁增发在学校做杂活时从不懈
怠，学习又勤奋刻苦。经过几年的辛
勤努力，他获得优异成绩，顺利完成
了学业。

1937 年 7 月 ，抗 日 战 争 全 面 爆
发。同年 10 月，宁增发在牺盟会村支
部组织的冬学班当学员，一边做工一
边学习。

在冬学班兼任教员的地下党员
马子昂见他勤奋努力，便向他传播先
进思想，讲解革命道理，把他培养为
进步青年。

一天，当马子昂讲到河津早期共
产党员邓国栋的事迹时，宁增发深受
感动。

当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写道：“我
要向邓国栋先烈学习，坚决做一个保
家卫国的好青年。”

在马子昂的精心培养下，宁增发
革命热情高涨，多次积极主动参加抗
日救国宣传队，带领青年学生散发抗
日传单、张贴抗日宣传标语、积极参
与《放下你的鞭子》《东北救亡曲》等
革命剧目的演出，动员广大人民群众
踊跃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由 于 宁 增 发 表 现 优 异 、工 作 出
色，县牺盟会领导批准他成为全县抗
日儿童团负责人。

抗击日寇

1938 年春，日寇侵占河津，马子
昂以教书作为掩护，在黄村及邻村积
极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抗日人民武装
自卫队和武装游击小分队。

宁 增 发 是 马 子 昂 器 重 的 学 生 。
与马子昂一起物色进步青年，动员他
们参加抗日人民武装自卫队和武装
游击小分队。

在宁增发的帮助下，黄村及周边
村子相继建立抗日人民武装自卫队
和武装游击小分队，并形成气候，在
全县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由 于 宁 增 发 表 现 优 异 ，1938 年
秋，马子昂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并担任城东区委委员兼交通员。不
久后，城东区委派他回村发展党员、
组建支部。

回村后，他遵照党组织指示，积
极主动工作，成立黄村党支部，并担
任党支部书记，发展了 30余名党员。

“十二月事变”后，组织任命宁增
发为城东区委书记兼中共河津县委
组织委员。

1940 年，党组织派他潜入阎锡山
的政卫团开展工作。为取得阎伪当
局的信任，给抗日游击队提供枪支弹
药，宁增发带领青年主动袭击敌寇，
战果颇丰。

一天晚上，宁增发扮作食品店店
员，以为日伪军送食物的名义靠近碉
堡。他趁敌不备，举起了早就准备好
的手榴弹冲进碉堡。碉堡内的日伪
军都吓破了胆，慌乱中纷纷举起双手
投降，枪支弹药全部被缴。

这次战斗提高了宁增发的威信，
不仅被阎伪当局提拔为政卫团长，还
将缴获的枪支弹药支援给抗日游击
队，使游击队的战斗力大大加强。

当得知好友薛某某变节，将宁增
发共产党员的身份报告给敌人。宁
增发决心除掉这个叛徒。

一天晚上，他派地下党员李春保
带上两支手枪，其中一支手枪不装子
弹。他找到薛某某，将不装子弹的手
枪交给薛某某。不料，狡猾的薛某某
偷偷将两支手枪调换。宁增发接过
李春保手中的枪，朝薛某某打去。但
是，枪没有打响。宁增发意识到枪支
被调换了，立即朝李春保使眼色，示
意李春保扑向薛某某。在李春保扑

向薛某某的那一刻，宁增发迅速给枪
装上子弹，将薛某某击毙。

一次，上级党组织为了支援在抗
日前线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战士，紧急
号召大家捐献物资。宁增发回到村里
积极发动群众捐款捐物。他回到家里
动员家人将粮食、棉花、土布如数拿
出，还趁着夜色，将岳父的一头骡子
偷偷拉去变卖。随后，他将卖骡子的
钱连同家里的物资悉数交给党组织，
全力支援八路军抗战。

1942 年秋，宁增发与村里的几个
党员以开杂货铺为名，建立了党的城
东地下联络站，为党组织收集情报。

上级领导从新绛来河津检查工
作，在宁增发建立的联络站与河津党
组织负责人见面。上级领导和河津
县委领导对他们的工作予以充分肯
定。

一次，为了获取阎锡山当局投靠
日军的情报，宁增发带领两名同志赶
往阎锡山当局县政府。途中，他们路
遇一编村送信人员，了解到其向伪县
政府报告有“共党”活动情况。宁增
发 机 智 应 对 ，向 送 信 人 打 听 敌 人 虚
实。送走送信人，宁增发立即返回河
津，带领数名队员包围了那个村的村
公所，独自一人举枪冲进屋内喊话，
要他们投降。该村村公所人员见状
纷纷举手缴械。

这次战斗共缴获机枪 1 挺、步枪
20 支、手榴弹数 10 颗。因缴获的枪
支弹药目标太大，宁增发路过张吴村
北沟时，将收缴的枪支弹药埋于一隐
蔽处。等到天黑，宁增发立即派同村
数名党员将这些武器弹药运回村里，
藏到他家场院的麦秸垛内，准备找机
会交给党组织。

几天后，阎锡山顽军的一个连到
村里索要粮草，几个敌人将骡马牵到
他家场院的麦秸垛旁喂养骡马。

情况危急时，宁增发急中生智，
叫哥哥拿两条大麻袋装作给自家牲
口拔麦草，将麦草与所藏的武器弹药
迅速装进麻袋，扛到自家马房，次日
交给了党组织。

志坚如钢

1942 年冬，日军报复抗日民众进
行大“扫荡”。阎锡山当局配合日军
大规模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

宁增发是当地出了名的红色干

部，为了他的安全，组织决定调他去
太岳区接受军事训练。

随后，组织又调他到万泉县（今
归万荣县）担任中共万泉县委组织部
副部长。在万泉县委的领导下，宁增
发化名张良恩，以桥河税务所主任的
身份开展工作。

一天，宁增发获悉日军翻译官家
中要招募一名长工的消息，认为这是
打入敌人内部的有利时机，便请示党
组织介绍一名贫苦农民到敌军家中
做长工。他时常与这位农民谈心，关
心其生活。待时机成熟后，宁增发将
其发展为共产党员。

宁增发在万泉县工作时，处决了
几个叛徒、土匪，名声大震。敌人对
他恨之入骨，趁他到楼上村工作时将
他逮捕，对他严刑拷打。

虽然遍体鳞伤，但他始终咬紧牙
关，宁死不屈，坚决不向敌人暴露党
的任何情况。敌人又派人向他献殷
勤、说好话，宁增发也不为所动。

敌人办法用尽，却毫无收获，便
准备将他杀害。后经党组织营救，宁
增发脱离虎口，回到河津。不久后，
他与几名共产党员在万泉县重建地
下联络站。

1946 年 1 月，宁增发被上级党组
织调往新绛县南望村地委驻地参加
整训，他带领的武工队被编为地委小
分队。

整训结束后，宁增发带领这支小
分队多次在万泉、新绛、稷山和汾河
两岸的广大城乡开展游击战争，对阎
伪地方政权、地主恶霸土匪予以沉重
打击。

一个严冬的傍晚，宁增发带领
两名武工队员从万泉县回河津，路
过汾河渡口，守渡口的是阎伪政权
的警备队队员。宁增发见状告诉两
名队员趁敌不备将敌军消灭，两名
队员点头会意。到达渡口时，趁敌
军 检 查 证 件 时 ， 宁 增 发 大 声 呵 斥
道 ：“ 狗 眼 看 人 低 ， 自 家 人 都 不 认
识。”敌人一时慌乱，两名队员趁机
将他们俘获。

河津解放后，宁增发任河津县大
队副政委，和大队其他领导带领队员
肃匪反霸。随后，宁增发又积极参与
土改试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1947 年 9 月，宁增发带领工作队
到新绛县北梁村发动群众开展土改
工作时，被敌军突袭，不幸中弹牺牲。

冲进碉堡袭敌寇 村公所里捉伪顽

宁增发：肃匪反霸献生命

王 宝 山（1893—1946），
新绛县裴社村人，曾任裴社
村农会主席，1946 年被地主
还乡团杀害。

王 宝 山 家 境 贫 寒 ，祖 辈
务农，幼年丧父。长大后，他
以杀牛为业，聊以度日。艰难
的生活，加深了他对贫富悬
殊的旧社会的憎恨。

红 军 东 征 、八 路 军 入 晋
抗日时，把中国共产党的革
命主张和爱国思想传播到了
家乡。王宝山逐渐认识到，
只有共产党，才能改变穷苦
人的命运，要创建一个让穷
苦 百 姓 过 上 好 日 子 的 新 社
会。

1945 年日本投降后，在
我党的领导下，阳王地区各
村纷纷成立农会。由于裴社
村曾是阎锡山政权编村组织
所 在 地 ， 当 地 反 动 势 力 猖
獗，村里的农会工作开展起
来阻力较大，没人愿意当农
会主席。

我 党 的 工 作 人 员 了 解
到，王宝山在大多数贫苦农
民心中有较高威望，就主动
找到他，提出由他担任农会
主席。

王 宝 山 坚 定 地 说 ：“ 只
要是共产党主张的事，我都
拥 护 支 持 。 做 事 就 得 有 组
织，群众要有领头羊。为革
命要敢于担当，我不怕流血
牺牲！”在他的动员下，裴
社村农会组织成立了，王双
岐 担 任 农 会 书 记 （会 计），
农会工作顺利开展。

在王宝山、邱连山、王
双岐、白小女等农会干部的
领导发动下，1945 年冬季至
1946 年春季，裴社村的广大
农民群众与地主、富农、恶
霸 进 行 斗 争 。 他 们 上 锁 封
门、没收浮财、没收骡马大车，并将
这些资产分给穷苦贫雇农。裴社村的
农会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广大贫苦
农民无不拍手称快。

逃避到柏壁敌据点的地主、恶霸
咬牙切齿，伺机报复。农会干部邱连
山、白小女先后被人杀害。尽管形势
危急，但王宝山等农会干部仍坚持在
村里工作，给农民撑腰壮胆。王宝山
对群众说：“你们别害怕，反动派不
过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啦。”

当时正值夏收，阎匪二区的反动
武装不时闯到各村麦田，强行收割村

民的小麦。王宝山和农会干
部积极发动群众抢收小麦。

1946 年 6 月 9 日，王宝
山与王双岐正在组织村民到
村北的麦地抢割小麦时，突
然得到消息：柏壁的反动武
装又来裴社捕人了！王宝山
和王双岐没有慌张，分头通
知其他农会干部赶快转移。
随后，他们赶忙叫上村民兵
队队长的父亲老邱，三人结
伴，快步走出村南门，跑到
峨嵋岭后坡。王宝山和老邱
躲 进 坡 崖 下 的 一 个 小 土 窑
里，王双岐则跑到桐树沟隐
藏。

这天，阎匪二区反动武
装到村里抓人，由反动村长
王某某和恶霸邱某某带路。

在村里，他们没抓到农
会干部，便又窜到村外的南
坡岭上进行搜捕。由于带路
人十分熟悉岭上地形，晌午
时分，王宝山、老邱、王双岐
先后被敌人抓捕。三人被敌
人五花大绑，押下坡来，拐上
了去苏阳村的小路。

王宝山等人被押到苏阳
村公所——杨家祠堂。王宝
山被关在一间光线暗淡的老
房子里。王某某虚情假意地
说：“宝山哥，我也是没办
法……”说着，就给王宝山
松绑。王宝山说：“我们走
的不是一条路。我走的是光
明路，你走的是黑暗路，是
一条死路！”王某某听后凶
恶地说：“你不要嘴硬，不
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裴社村
不安宁，都是因为你！是你
抄了我的家，是你封了我的
门，是你把我家的东西分给
了穷人。”说着，他就一边
用麻绳抽打王宝山，一边嚷
道：“听说你不怕死，今天

就看看你到底怕不怕！”
王宝山强忍着疼痛，怒斥王某

某：“你家是咋富起来的？你当村长
后称霸村子、欺压百姓、鱼肉乡里。
对你家展开斗争是大伙决定的，抄你
家的浮财分给大伙是物归原主。”

这时，邱某某从门外跑来，问王
某某：“他说了吗？”听闻王宝山没
说，邱某某说：“把他吊起来打！”敌人
对王宝山用尽酷刑，但始终没从他嘴
里得到任何信息。

太阳落山后，穷凶极恶的敌人将
王宝山残忍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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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培 久（1906—1941），又 名 刘 三
林，新绛县杜庄村人，1938 年 7 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941 年，他在与日寇作战
中牺牲，年仅 35岁。

刘培久出生在北京，家境殷实。11
岁时，他随父亲回到杜庄村。读小学
时，班里有富家子弟欺负穷人家孩子，
他仗义执言，讲事评理，受到同学们的
尊重。

刘培久个性倔强、聪慧好学，有组
织领导才能。25 岁，他被选为村长。由
于他办事公道，将村子治理得井井有
条，深受村民拥护。在他的影响下，村
民刘松林、王春亮、杨根颜等人后来成
为县里的抗日骨干。

1936 年，中国工农红军东征，途经
新绛。这时，他接触到革命军队，懂得
了一些革命道理。次年 6 月，新绛县成
立牺牲救国同盟会，刘培久与杜庄村小
学教员仪希仁，依据组织安排，在本村
组建农民救国会，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
亡活动。

1938 年年初，刘培久加入牺盟会。
4 月，他与几个村的村长联合反对成立
日伪维持会，并发动群众配合县抗日人
民武装自卫队，消灭了阳王镇的伪二区
维持会，击毙会长张俊臣，歼灭其武装
队，缴获所有的武器。

1938 年 7 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事党的革命活动，奉命建立中共西南
张党支部（后改为汉王庙党支部），后又
建立杜庄村、北侯村、西马村、北池村 4
个党支部。他和刘松林发动杜庄、辛安
等村的佃农同地主进行斗争，要求地主
减租减息，并在禅曲村进行“合理负担”
的试点工作。同年冬，刘培久被任命为
新绛县牺盟会公道团团长，参与领导全
县的抗日救亡工作。

1938 年春，县委选定陈世昌、刘锁
成、邓启明成立沟西区党委，刘培久的
家成了革命同志的联络站和庇护所，来

往的人接连不断。
4 月，日寇侵占新绛县城，汉奸马

某某组织成立县维持会。几个汉奸为
了效忠日寇，策划在阳王镇成立维持
会。刘培久得知后，立即向县农救会
反映。县农救会用鸡毛信形式，通知
刘培久要千方百计摧毁，不能让日寇

“以华治华”的阴谋得逞。他立即发动
阳 王 镇 各 村 的 村 长 和 群 众 抵 制 维 持
会，还起草了致各村村长的联络信，
将信件抄写多份，讲述维持会是汉奸
组织，加入维持会就是卖国行为。

一天，汉奸王某公开号召成立维
持 会 ， 在 台 上 讲 述 成 立 维 持 会 的 意
义。刘培久跳上台与王某争辩。王某
叫嚣道：“维持会，你同意要成立，不
同意还要成立。”刘培久予以驳斥，并
掀翻了桌子。他跳下台，大声地说：

“我们就是不同意，让他们几个人去成
立吧。”他的号召和行动鼓励了反对成
立维持会的村长和群众，大家跟着他
退出了会场。

但是，汉奸们并没有放弃效忠日
军 的 行 为 。 他 们 在 暗 地 里 成 立 维 持
会，选张俊源为会长，在阳王庙大门
上挂起了牌子，还在各村组织了 20 多
名武装人员在大殿内驻守。刘培久同
邓启明将这些情况汇报给县领导和县
人民自卫队。他们约定由刘培久和阳
王镇的有关人员领路，自卫队协助配
合，在深夜将维持会摧毁。为了不走
漏风声，他们让自卫队从稷山绕路，
刘培久在辛安到阳王的路口迎接，邱连
山在庙里找内应开门。

作战前一天，刘培久让家里蒸了一
锅馒头，并在集上割了牛肉，让自卫队
队员当干粮充饥。夜里，他们击毙了张
俊源，收缴了反动武装的枪支。不到 10
天，维持会就被摧毁了。

成功摧毁维持会后，刘培久又组织
7 名革命同志，组成二区行政委员会，并

被推选为主任委员。
伪县长李凯朋不承认这个机构，他

又在县领导的支持下，打入李凯朋成立
的公道团，并当上了团长。

在李凯朋举行的联席会议上，他
揭露了李凯朋假抗日真投降、压制群
众抗日活动的汉奸嘴脸。由于他说的
都是事实，李凯朋无法否认，也不能
自圆其说，只是表面上做出让步，但
内心里对他恨之入骨，开始策划暗害
刘培久。

“十二月事变”时，新绛县的抗战形
势严峻。在这种形势下，县委领导根据
上级的指示精神，决定让刘培久随新军
二一二旅向东山转移。刘培久先到新
军二一二旅游击一支队任锄奸特派员，
不久后又调到五十四团政治处任组织
干事。

1940 年春，刘培久升任旅政治部锄
奸保卫科科长。秋季，沁源一带秋雨连
绵，天气阴湿，传染病高发，部队里病人
增多。凡是干部，住到旅医院仅三两天
就去世了。此事令人生疑，刘培久奉命
到医院了解情况。

经过仔细排查，他发现这是日军潜
伏特务做的手脚。在医院职工和当地
群众的帮助下，很快，他便破获了日伪
特务伪装成医生屠杀伤病干部的重大
案件。

1941 年 6 月，新军二一二旅奉命开
辟岳南抗日根据地，旅部驻扎在临汾市
浮山县榆社村。9 月 23 日拂晓，日军对
浮山佛庙岭进行偷袭。日寇有近万人，
又派出三架敌机在上空轰炸、扫射，而
我军仅有千余人。在激烈的战斗中，我
军陷入包围。

突围时，刘培久为掩护战友，独自
一人走出山口侦察敌情，不幸遭遇百余
伏敌。他单身独枪，英勇奋战，先后击
毙了十几名敌人。战斗中，他不幸被敌
人刺杀，壮烈牺牲。

摧毁汉奸维持会 侦破日伪暗杀案

新绛牺盟会公道团团长刘培久
白小女（1905—1946），女，新绛

县裴社村人，村农会妇救会主任。
她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斗争地
主、恶霸，1946 年，被地主还乡团杀
害。

白小女出生在河南省南阳市唐
河县张店镇白庄村的一户贫困农民
家庭。她身材高大，性格豪爽，正义
感强，心地善良，心灵手巧。到了出
嫁的年龄，好多人家登门向白家提
亲，其中，也包括恶霸赵地主的儿
子。

有一次，白小女被地主儿子纠
缠，实在气不过，便打了地主儿子。
地主一边打发媒婆提亲，计划以 50
块大洋和 10 亩良田诱聘；一边派两
个家丁吓唬白小女，表示若白小女
不嫁给赵家，小心满门遭殃。白小
女嫉恶如仇，绝不嫁进赵家。

1921 年，白小女悄悄嫁给了人
品好、有手艺的王道全。这件事惹
恼了赵地主。婚后一年多，白小女
和王道全的双亲莫名其妙地离世。

1936 年，河南唐河一带遭灾，
白小女跟随丈夫沿路乞讨，辗转来
到新绛县裴社村落脚。

在裴社村，王道全给一家木匠
铺干活，白小女则负责操持家务，闲
时外出打零工。夫妇二人辛勤劳
作，但由于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加之
土 匪 不 断 骚 扰 ，日 子 仍 然 过 得 辛
苦。

白小女与丈夫收养了一个流浪
讨饭的女孩，起名为凤儿。一家人
在艰难度日中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
利。

1945 年 8 月，裴社村成立农会，
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斗争地主、恶
霸。他们打土豪、分田地，掀起轰轰
烈烈的群众运动。白小女痛恨压迫
剥削，积极参加农会运动。

白小女是全村妇女中第一个报
名参加农会的。由于长期受封建思
想影响，当时的大多数妇女大门不
出二门不迈，更不敢参加农会。白
小女便上门动员她们参加农会，带
领妇女参加对地主恶霸的斗争。

由于她立场坚定、工作积极，
很快就被推选为村农会妇救会主
任。

以前，白小女曾参加过地下党
员刘培久的培训教育。这一次，她
又成了地下党首批发展的重点骨
干。

她组织 20 多名妇女为军队做
军鞋、缝军衣、送军粮；组织担架队
运送枪支弹药、抬伤员，为前线战士
送饭菜；带领民兵骨干锄汉奸、斗恶
霸，与反动编村抢夺粮食，抢收小
麦。由于这些行动有效打击了恶霸
势力的反动气焰，她成了反动编村
的眼中钉、肉中刺。

1946 年春天，阎锡山派暂编三
十九师一九八团抢占峨嵋岭上的天
台寺，占领日本人在阳王庙修筑的
炮楼。于是，逃跑到伪区政府据点
的裴社村伪村长、地主恶霸们都回
来了。

为了给这些坏人撑腰，敌区区
长薛百年晚上派出区干队到各村抢
牲口、抢粮食；白天到各村抓人、杀
人。

5 月 1 日，裴社村的农会干部邱
连山被杀害。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牺
牲，白小女转移到外地，逃过了敌人
的搜捕。由于一户姓王的富农告
密，1946 年 6 月 8 日，裴社村伪村长
王友安带领便衣队去抓捕白小女。

白小女闻讯后，从家里逃出来，
藏到王全发家磨面房的箩柜子里，
但还是被敌军发现。

白小女被发现后，王友安命令

便衣队把她从箩柜子中拖出来。白
小女说：“不用拖，我自己会出去！”
她从容地从箩柜子钻出来，拍了拍
沾在身上的面，理了理头发，用眼
睛瞪着王友安。王友安问：“是谁
先提出来要斗争我家的？你参加了
没有？”她昂着头不回答。王友安
拿枪敲她的头，恶狠狠地问：“难
道你就不怕死？”她坚定地回答：

“怕死就不参加农会，落在你们手
里就没想过活！”

王友安准备开枪打死白小女。
这时，有队员教唆道：“她想死，
也不能让她这样死，把她送到薛区
长那里还能领赏。”王友安说：“叫
你嘴硬，到了薛区长那里有你好果
子吃。”并命令队员把她拖着走。
白 小 女 说 ：“ 我 会 走 ， 不 用 你 们
拖！”王友安暴跳如雷，又拿枪在
她头上狠狠地打了几下。白小女瞪
了他一眼说：“我看你还能耍几天
威风！”

白 小 女 被 押 往 裴 社 村 东 门 方
向，后面跟了好多小孩，其中就有白
小女的养女凤儿。凤儿一边哭着一
边喊：“妈妈！妈妈！”白小女回头对
凤儿说：“我走了，你要听爸爸的话，
不要怕，回去吧。”“快走，再不走就
把你枪毙在这里。”敌人推搡着白小
女，阻止她说话。王友安奸笑着说：

“见到薛区长后，你交代了就放你回
来，你们一家人还能团圆！”

走到裴社村东门外 100 米左右
的斜路时，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
白小女对乡亲们说：“冬天过去就是
春天，黑夜过去便是黎明，不要看王
友安这些坏人现在逞凶，他们就快
要完蛋了！”

气 急 败 坏 的 王 友 安 随 即 掏 出
枪，扣动了扳机。白小女英勇牺牲
时，年仅 41岁。

组织妇女支前 带领民兵惩恶

农 会 干 部 白 小 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