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城革命老区不仅涌现出一大
批革命英雄人物，还留下200余处
红色革命旧址、遗迹和纪念地。这
是我们接受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
因的必要载体。

现存纪念旧址有：新绛县大益
成纱厂旧址、夏县堆云洞河东特委
革命活动旧址、山西省立二师洞楼
抗日救亡活动旧址、运城中山中学

旧址、运城生存书店旧址、夏县泗交
中共夏县中心县委旧址等。

现存革命领袖及革命英烈纪
念地有：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
垣曲北垛路居旧址、平陆太寨朱德
路居旧址、绛县柳庄陈赓大将旧
居、闻喜石门中条八烈士牺牲地遗
址、闻喜王茅沟刘志超副司令员殉
难处遗址、平陆刘湛村刘湛烈士纪

念地、垣曲华峰乡郭华峰烈士纪念
地、垣曲英言乡段英言烈士纪念
地、河津忠信村薛忠义烈士纪念地
等。

现存事件遗址有：盐湖区烈士
陵园、平陆沙口“六六反扫荡”战场
遗址、闻夏战役烈士陵园、平陆杜马
烈士陵园、西牛村烈士陵园、杜马阻
击战大郎庙战场遗址等。

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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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北垛中共垣曲县委机关旧址

北垛中共垣曲县委机关旧址，位
于垣曲县北垛村，建筑面积 50 平方
米。

1937年12月，中共河东特委在垣
曲县北垛村王唐文院子里恢复与重建
了中共垣曲县委，县委书记王唐文。
县委机关进驻在这里，一直到“晋西事
变”后的1940年春。

其间，县委在这里组织领导了全
县牺盟会的发展、抗日武装斗争、基层
党组织建立等工作，筹划了 1939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垣曲县第一次代表大
会。

9.中共芮城县委、县民主政府旧址

中共芮城县委、县民主政府旧
址，位于芮城县陌南镇朱吕村后土
庙，占地面积 300 平方米，现存建筑
为元代后土庙大殿，为市级文物保护
单位。1947年9月至1949年5月，中
共芮城县委、县民主政府机关曾在此
办公。先后有王锐、刘湛、白锋、王维
庄任县委书记，景秋岳、李文、王一华
任县长，县委、县民主政府在这里开
展剿匪反霸、制止暴乱、镇压反革命，
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恢复生产发展
等，调动大批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全
国解放战场，先后组织独立营和百余
担架队随陈谢大军挺进豫西；组织民
工、担架队参加运城攻坚战；组织担
架队、驮骡队支援西北解放战场；调
集船工及渡船协助第一野战军十八、
十九兵团渡河进军大西南和大西北，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出了重要
贡献。

2015 年 6 月，这里被授予运城市
首批党史教育基地。2023年，运城市
老促会确定这里为“运城革命老区红
色基因传承教育基地”。

10.万荣县阎又文故居纪念馆

阎又文故居纪念馆，位于万荣县
荣河镇郑村。

阎又文，1936年就读于山西大学
法学院。1938年，阎又文在傅作义身
边担任文书、秘书，从事地下工作。为
争取傅作义起义、北京和平解放作出
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阎又文在农田水利局任副局长。1961
年，担任农业部粮油局局长。1962年
9 月 25 日，阎又文因病去世，年仅 48
岁，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2019 年，郑村党支部、村委会对
阎又文故居进行了修缮，新建了大门、
影壁，改造了后院，在阎又文子女的大
力支持下，进行了文化布展，成为新的
党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23年，运城市老促会确定这里
为“运城革命老区红色基因传承教育

基地”。

11.临猗县解放东堡烈士纪念碑

解放东堡烈士纪念碑，地处临猗
县嵋阳镇东堡村南，建于 2013 年，占
地面积1200平方米，为纪念解放战争
时期、人民解放军解放东堡村牺牲的
烈士而兴建。

东西堡战斗发生在 1947 年 4 月
22 日，由太岳军区独立二十四旅 3 个
团攻西堡，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
第十一旅3个团攻东堡，经过48 个小
时的浴血奋战，全歼胡宗南号称“御
林军”的第十旅二十八团，俘获敌副
团长李英以下官兵 1200 余人，毙伤
敌团长以下官兵 300 余人。战斗中，
解放军百余名官兵壮烈牺牲，长眠在
此。

2023年，运城市老促会确定这里
为“运城革命老区红色基因传承教育
基地”。

12.绛县迴马岭革命遗址

迴马岭革命遗址位于绛县磨里峪
内的中条山腹地，距绛县县城约30公
里。1932年9月，绛县县委做出“建立
以迴马岭为中心的红色革命根据地”的
决定。1938年11月20日，中共迴马岭
村支部建立。1942年2月，重建后的绛
县县委转移到迴马岭村，并以此为根据
地组建了抗日游击大队。从此，迴马岭
村就成为绛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指
挥部和当时绛县的政治活动中心。

目前，绛县组建了迴马岭革命教
育中心，建成了 200 米的绛县党史教
育长廊，有中共绛县县委、抗日民主政
府驻地等 5 孔窑洞旧址、县大队兵器
展览室、97米的藏兵洞及配套的餐厅
和教室等，总占地约8000平方米。

2023年，运城市老促会确定这里
为“运城革命老区红色基因传承教育
基地”。

13.永济市中共虞临永支部旧址

中共虞（乡）临（晋）永（济）支部
旧址，位于永济市开张镇西开张村
西。1929 年 6 月，河东党组织负责人
嘉康杰来到永济、虞乡、临晋（今属临
猗县）三县交界地区，从事建党工
作。这时，在太原、运城、夏县求学的
永济籍学生李荣、于保安等，以小学
教师等身份，从事进步思想的宣传活
动。嘉康杰先后发展李荣、张子英、
于保安入党后，根据上级指示，在永
济县西开张学校建立了中共虞临永
三县联合支部。

1998 年 7 月，永济第一个支部纪
念馆建立，建筑面积160平方米，并设
有纪念碑一座。2023年，运城市老促
会确定这里为“运城革命老区红色基
因传承教育基地”。

14.马家沟村稷山县政府旧址

稷山县政府旧址位于稷山县西社
镇马家沟村。1938年3月4日，日军由
新绛县入侵稷山，稷山抗日游击支队
在县长陈捷第（中共党员）的指挥下，
成功滞迟了日军进攻，掩护县城军民
撤向北山一带，驻扎在地势险要、易守
难攻的马家沟村西北隅玉皇庙，直到5
月31日收复稷山县城后撤离。

其间，陈捷第作为稷山县县长兼
稷山县抗日游击支队队长，带领广大
群众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活动，有力地
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特别是配合
友军全歼了守城日军，并光复县城 3
个多月，成为轰动全国的特大新闻。

2006年，马家沟村稷山县政府旧
址被稷山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2023 年，运城市老促
会确定这里为“运城革命老区红色基
因传承教育基地”。

15.革命老区村——盐湖区牛庄村

盐湖区上王乡牛庄村，是运城市
革命老区村。牛庄紧靠稷王山南麓，地
形复杂，凭借这一有利地形，我党地下
组织很早就在这里点燃了抗日烽火。

1935年，地下党员雷震龙在牛庄
村成立了党小组。1938年，抗日游击队
进驻牛庄村。1941年秋，建立了抗日武

装区干队。1943 年 7 月，稷麓县抗日政府
在牛庄成立。

牛庄村的抗日活动，引起了日军的疯
狂报复，他们先后袭扰抢劫村庄27次，掳
走牲口200多头，烧毁房屋1000多间，掠
走财物粮食无数。特别是 1942 年 5 月 23
日（农历四月初九），一次就杀害63人，制
造了骇人听闻的“四九惨案”。

如今，牛庄村已对 10 多处红色革命
遗址实施了修复保护，建立了革命史展览
馆。同时，牛庄革命史展览馆被盐湖区老
区建设促进会、盐湖区纪委监委、上王乡
党委确定为党风廉政教育基地。

16.革命老区村——平陆县龙源村

平陆县杜马乡龙源村，在县抗日政府
成立之时，就属抗日政府管辖。运城战役
中，龙源村全民出动，为部队送粮面、运弹
药、送军衣、抬担架，无论男女老少，都冒着
枪林弹雨，翻沟过岭把军需物资源源不断
地运往前线，龙源村的女民兵和妇救会自
动组成护理队，在临时战地医院为伤病员
打水、做饭、喂吃喂喝、洗血衣等，不分昼夜
辛勤操劳，受到了部队的表扬和奖励。

2013年，龙源村进行了平沟造地，建
设了老年活动中心、礼堂、党员活动室和
文化广场，彻底改变了农村面貌，为群众
打造了一个舒心的生活环境。2023年，运
城市老促会确定这里为“运城革命老区红
色基因传承教育基地”。

（运城市老区建设促进会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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