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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邑县长王成林的抗日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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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合作期间，王成林由阎锡山派到安邑县任
抗日民主县长。他一上任，就任命雷修成为财政局局
长，王叙五为民政科科长，雷清泉为差徭局局长，杨
西芳为修械所所长，朱子春、邵思义为县农会干部，
靳克智为五区区长，雷邻山为六区区长，后来又任命
申长征为公安局政治主任，行使局长职权，这些人全
是共产党员。其他部门里，即使不是共产党员，也是
进步人士或爱国青年。

1938年9月，王成林在三路里村举办“训练班”，
训练安邑军政人员和农村干部；10月，又以结业学员
为骨干，健全了县区农救会、青救会、工救会、妇救会
等抗日救亡群团组织。因而，有人说“王成林是打着
阎锡山旗号，建立共产党政权”。

要巩固人民政权，就必须建立人民武装。王成林
一上任，就组建安邑县自卫大队，并将杨镇远部改编

为安邑人民武装自卫队第二大队，约200人。
后来，自卫队编入政卫第一支队，县政府难以直

接支配，王成林便决定将公安队扩大为5个支队，并
放手让公安局政治主任申长征在公安队内开办政治
训练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学员结业后，分配到各
个分队，担任政治战士，负责协助“政治工作员”工
作，并在政治战士中发展了一批新党员。

公安队一切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准，战
斗力很强。

1939年，驻夏县曹张镇的日伪军100余人，乘
五辆卡车向安邑公安局驻地沟东村进犯。王成林、
吴建生（副县长兼公安局局长）和申长征立即组织
公安队埋伏于沟东和沟西的三面山上，待日伪军进
入沟东村后，立即利用有利地形，三面夹击，致日伪
军仓皇逃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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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联合各界各军共同抗日，王成林坚
持党的统一战线原则，邀请社会各界名流及
开明绅士到县政府驻地共商抗日大计，特别
是邀请王斗娃、关边绪等人到沟西村共同学
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此次活动影响
很大，这些人回去后，给抗日军政部门一车
一车送油面和慰问品，还积极宣传党的抗日
政策，有的还把一部分“还不起债、交不起
租”的借据、租约退还给了穷人。

在各抗日部队之间，王成林积极协调，
互通情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为了解决抗日经费难题，王成林采取了
四种办法：一是发展生产，减租减息；二是发
动有钱大户为抗战救国捐款；三是向阎锡山

“领取”；四是接受汉奸缴来的财产。1939年
元旦到春节期间，安邑党政军配合，就地捕
杀了100多个死有余辜的汉奸特务。他们的
家属，为了表明与这些人划清界限，要求将
被捕杀者的财产缴给县财政，政府接受了这
批财产。这样一来，安邑县政府的抗日经费
难题就基本解决了。

“西安事变”后，王成林根据组织决定，
于1940年2月13日在丈八村举行出师大会
后，离开安邑县政府，率领 212 旅及汾南和
安邑县党政军人员转移到晋东南革命根据
地。

坚持统一战线

组建抗日武装

□梁冬 李廷柱

蔺鹿亭生于1911年，1938年2月参加
山西抗日组织牺牲同盟会，同年5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

当时，为了在汾北一代建立秘密联络
站，党组织委任蔺鹿亭为新绛中共地下党
大聂交通站站长。

这条联络站是通往吕梁山的交通要
道，在当时通讯、交通不发达的时期，党的
机密文件和党的许多高级领导，都途经这
条秘密交通站，蔺鹿亭竭尽全力完成这些
任务。

1939 年年初，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
示，蔺鹿亭又肩负起汾城产销合作社的领
导工作，为八路军213旅制作军服，担当印
刷边区发行流通货币钞票的重任。这项工
作责任重大，关系着边区金融的稳定，与边
区经济兴衰息息相关。他尽心尽力，尽职
尽责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上级党组织
的嘉奖与表彰。

1940 年，为了更好地掩护地下交通
站，党组织筹资在光村开了个杂货铺，并以
蔺鹿亭的名义购置了几十亩好地与数匹

（头）骡马驴牛，蔺鹿亭成了杂货铺的“掌
柜”。地下党县委书记杨汉章、地下党员范
新淼、马子明等数位同志便以“伙计、长工”
的名义为蔺鹿亭这个“掌柜”打工。他们白
天干活，晚上关起门来召开党的会议，研究
制订斗争策略、行动方针，指导周边地区地
下党工作，开展对敌斗争。

蔺鹿亭与新绛地下交通站蔺鹿亭与新绛地下交通站
□王志英 张振华

▲▲游击队队员战斗中游击队队员战斗中

▲▲游击队队员转移阵地游击队队员转移阵地

▲▲我军官兵徒步行军我军官兵徒步行军

□韩根龙

1942年3月20日，稷山县日军纠集周
边县日军共 700 余人，分路进犯云丘山，
想彻底消灭晋家峪一带的抗日武装力量。
经我军奋起抵抗，后方群众大力支援，晋
家峪保卫战取得了胜利。这次战斗中，马
趵泉村13岁的韩丙贵和村里小伙伴，不畏
枪林弹雨，到前线阵地送弹药，并帮助战
士们往后方转移伤员。

1947 年 8 月，响应招兵号召，韩丙贵
积极报名入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
名新战士，于同年冬季开赴黄河以西，参
加解放大西北的战争，先后荣立二等功一
次，三等功两次。

随后，西北军区第18兵团负责进剿川
西、川北和西康地区之匪。当时，韩丙贵所
在的第18军原计划在眉山地区进军西藏。
接到剿匪任务后，他们立即在眉山、洪雅、
名山、邛崃等地与土匪进行了 10 多次战
斗，重重地打击了土匪气焰，残匪东躲西
逃，匪患逐渐下降。

1950 年，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邛崃
匪患猖狂至极，竟然包围了县城，扬言要
打垮新生的革命政权。

同年 6 月 23 日，韩丙贵所在的锱汽 3
团警卫连接到土匪攻打邛崃县城的军情
后，全连战士严战以待，与土匪在邛崃城
外，展开了激烈战斗，多次打退匪徒的进
攻。在这次战斗中，韩丙贵不幸中弹牺牲，
年仅21岁。

稷山韩丙贵烈士二三事稷山韩丙贵烈士二三事

王成林，黑龙江省宾县人，1914
年生，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由党组织派来山西到牺盟总会主
办的军政训练班十二连受训；1938
年8月，来到稷王山挑起安邑县抗日
民主县长的重担；1940年2月，任212
旅政委兼党委书记；1943年春，任八
路军386旅18团政委；1945年3月，
在河南省宣阳县东赵堡战斗中壮烈
牺牲，时年3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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