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栏语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抗日战争

时期，英雄的忻州儿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投身抗日救国的洪流，他们
出人出力出钱出粮，参军参战，浴血奋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付出了重大牺
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他们中间，涌现出郭继成、刘子干等一大批抗
日英烈和张初元、路玉小、邢四娃、樊金堂、赵正午等众多英模人物和传奇英
雄。他们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和可歌可泣的光辉业
绩永载史册，光耀千秋。

晚报今起开设《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忻州抗战英模谱》专栏，讲述抗
战英模的故事，重温那些峥嵘岁月，重现那些感人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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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武结合的张初元，他家住在宁武
县，生产和打仗结合起，晋绥边区美名
扬，他对革命认识真，毛主席思想贯得
通，帮助穷人翻了身，他把群众团结紧
……”这是抗战时期流传在晋绥边区一
首叫《唱张初元》的民歌。为什么要歌唱
他？因为他首创了“劳武结合”抗日斗争
的宝贵经验，被评为晋绥边区特等民兵
英雄。

一

张初元，1913 年 6 月 10 日出身于宁
武县旧堡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的童
年可以说是在苦水里泡大的。9 岁起给
财主放牛，10 岁当口袋匠徒工，11 岁当
雇工、下煤窑，受尽了地主、把头们的
欺凌和压榨，吃不饱、穿不暖，过着牛
马不如的生活。这样的苦日子一直熬
到 27 岁，即 1940 年，张初元毅然脱离苦
难的生活，投入抗日行列，开始走向新
的人生道路。就在这一年他参加了旧
堡村“农救会”，率先成立宁武县旧堡
村抗日自卫队，并任队长，次年光荣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 年起，历任本
村民兵自卫队长、武委会主任、党支部
书记等职。在抗战期间，他首创著名的

“劳武结合”对敌斗争经验，曾参加晋
绥边区第三、第四两届群英会，被评为
边区特等民兵英雄（第一名）和特等农民
劳动英雄（第一名）。新中国成立后，张
初元于1950年出席全国群英会，并参加
了国庆观礼。1960年出席全国民兵第一
次代表大会。在他的一生中，曾荣幸地
被毛主席接见过 7 次。1984 年离休后，
老英雄被宁武县关工委聘为老干部报告
团团长、校外辅导员，多次通过电视向全
县人民作报告，每逢“七一”、国庆等重
大节日和县乡培训党员、集训民兵之
时，都被邀请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报告。
1985年，他应邀进京参加纪念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40 周年大
会。他平常勤俭朴素，廉洁自律，教育
子女保持艰苦奋斗本色，全家三代人中
有12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3人被评为劳
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被评为“艰苦奋
斗世家”，他的事迹多次登载在《华北民
兵》《山西日报》《支部建设》《忻州日报》
等10多种报刊杂志上。

抗日战争时期，从 1940 年“百团大
战”之后到抗战大反攻前的1944年春，是
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最艰难困苦的阶
段，晋绥根据地宁武地区的对敌斗争更
是艰苦卓绝。1942 年 5 月，日军侵占宁
武二区石家庄，设立据点。6月，又进占
细腰村，疯狂推行“治安强化”和“蚕食”
政策，致使抗日根据地日渐缩小，对敌斗
争异常复杂艰巨。年内，旧堡村被日军

“洗劫”了 3 次，抢走牲畜、粮食，烧毁房
屋，群众蒙受了很大损失。一些地主老
财为了自身利益，开始活动，意欲成立

“维持会”。民兵队长张初元带领群众反
“维持”，并发动群众参加民兵组织，实行
武装自卫。

1942年12月，中共晋绥分局学习贯
彻刘少奇介绍苏北盐阜区经验的报告，
将报告全文下发各地、县，根据不同情况
参照执行。中共晋绥六地委认真研究了
报告，决定在宁武进行发动群众、组织民
兵的试点工作。中共宁武县委书记邓照
明立即召集县委全体委员学习讨论报
告，并研究制定了试点工作计划，配合专
程来宁武实施试点工作的六地委副书记
兼行署专员秦仲芳，在宁二区的新屯堡
村（今新堡）和旧堡两村，开展了试点工
作。旧堡村因工作基础较差，群众发动
不够充分，决定由秦仲芳、邓照明和县抗
联主任张承武进驻开展工作。工作中，
邓照明发现雇农出身、放过羊、下过煤窑
的张初元头脑清醒，看问题尖锐，虽不识
字，但说话很有条理，在群众中有一定的
影响力，便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决定让
他在斗争中提高工作能力，由他带领群
众同地主面对面地进行说理，使地主退
还了多收的租粮。张初元担任村武委会
主任兼民兵队长，立即组建了一支由精
干小伙子组成只有两颗手榴弹的民兵小
队。1943年正月初二破晓时，张初元带
领民兵在蚂蚁岩伏击了进山抢粮的日伪
军，用仅有的两颗手榴弹击伤日军2名。
旧堡村民兵小队首战告捷，受到上级表
扬，区里奖励了1支冲锋枪，又从分区司
令部领回小口径步枪，外加子弹20发、手
榴弹9枚。

二

春耕时节，张初元组织民兵日夜轮
流站岗放哨，保卫春耕。但民兵站岗放
哨为了大家，自己的地种不上怎么办？
在县委书记邓照明等领导指导下，张初
元决定召开群众大会，商议解决的办
法。大家一致认为：民兵放哨打仗保卫
老百姓，误下的工大家补。意见统一后，
通过自由组合的方式把全村民兵和群众
组成12个混合变工组。民兵掩护群众生
产，民兵误下的工由变工组负责承担，民
兵完成战斗任务后仍然回到变工组劳
动。民兵们提出“不让敌人抢去一头
牛”，变工组则保证“不荒民兵一亩地”。
这样就使战斗的民兵组织与生产的变工
组织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劳武结合的基础上，他们又创造
了民兵联防作战形式，有力地打击了敌
人。旧堡和周边新堡、刘家山等村地处
宁二区抗日根据地前沿，是敌人侵扰抢
掠的重点。民兵以村各自为战，缺乏统
一协调配合。因此，在旧堡民兵队长张
初元倡导下，新、旧堡和刘家山民兵组成
了互相支援、互为掎角，联合防御、联合
作战的联防作战体系。由参加联防的3
个村的民兵队长组成联防指挥部，选出1

名主任，联合作战时统一指挥各村民
兵。若战斗在某村进行，则由熟悉地形
的该村民兵队长指挥。同时，各村还具
体划分了防卫区域，明确了联络方式。
负责监视敌人动向的值勤民兵若发现敌
扰，即派民兵送信或用旗帜、小树联络。
经过两次联防作战，他们及时总结了经
验和教训，制定了联防纪律。首战是旧
堡、新堡民兵埋伏在两座山头上，当七八
十个进山抢粮的敌人进入伏击圈后，两
座山头同时开火，当场击毙伪军2名，不
摸虚实的敌人顿时乱作一团，把抢来的
耕牛和驮着麦子的毛驴、骡子扔下，仓皇
逃窜。

之后，他们又打了几次联防战，保卫
了夏锄、秋收。其间，旧堡民兵还配合35
支队7连在细腰据点附近，打了场“引蛇
出洞”、军民联合作战的成功战斗，俘获
日军5名、伪军18名，缴获步枪23支，旧
堡民兵也缴获三八式步枪2支。

1943 年，旧堡民兵共参加大小战斗
17 次，打死打伤日军 2 名、伪军 7 名，俘
获日军 1 名，缴获步枪 8 支和部分手榴
弹、子弹等，保卫了抗日民主政府的大
门。粮食也获得大丰收，只有42户、100
多人的旧堡村，仅公粮就缴纳 30 多石，
超额完成了任务，这都得益于“劳武结
合”的推行。

三

1943年10月，在县委召开的全县干
部会议上，县委书记邓照明充分肯定了
劳武结合的经验，号召根据地各区村学
习推广劳武结合。同月，中共晋绥六地
委、晋绥第六军分区在铺上村召开宁武
工作汇报会，就发展和推广劳武结合作
了重要指示。中共晋绥分局及时总结
张初元劳武结合的经验。1944 年 1 月 7
日，晋绥边区召开第三届群英大会，被
选为宁武县劳动英雄和民兵英雄的张
初元出席大会，并被边区评为特等劳动
英雄。中共晋绥分局书记林枫亲自授
予张初元锦旗，上面绣着“奖给劳武力
结合的特等模范”字样，还奖励步枪 1
支，大犍牛 1 头。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发
出学习“敌后劳动英雄张初元同志”的
号召。随着抗战转入反攻阶段，张初元
不断完善旧堡村“劳武结合”的经验。
晋绥分局决定，在全边区推广张初元

“劳武结合”的经验。张初元还被延安
《解放日报》誉为“劳力与武力结合的范
例”。第三届群英大会后，旧堡的劳武
结合又有了新发展，他们积极响应“全

民皆兵，把敌人挤出去”的号召，及时纠
正了农会干部只管生产、民兵干部只管
打仗的单一倾向。已经担任党支部书
记兼民兵队长的张初元，把民兵单一的
爆破练武扩展成全民的爆破练武活动。
以变工组为单位成立了爆破组，把专事
生产的变工组同战斗的爆破组结合起
来，连妇女、儿童也积极参与其中。

开始时动员群众筹款买地雷，但由
于“挤敌人、反扫荡”所需地雷甚多，筹款
买雷行不通，他们便土法制雷，用铁壶、
瓷瓶、瓦罐等装上土制炸药，照样可以爆
炸杀敌。斗争中，他们利用取之不竭、用
之不尽的石头制造石雷，大摆石雷阵，炸
得敌人闻风丧胆。全村百余人中，就有
28 人学会了造爆发管，53 人学会了埋
雷。特别是妇女们更细致，她们用牛蹄
子、鸡爪做出的伪装，更易使敌人上当。
他们在河滩边、大路上、山腰里，到处挖
雷坑、埋地雷。

1944 年，抗日战争转入局部反攻阶
段，旧堡民兵活动范围越来越大，经常配
合主力部队打击敌人。从2月至4月，旧
堡民兵多次进行毁桥、破路、割电线等行
动，切断了石家庄、细腰据点敌人的运输
补给线，致使无法生存下去的日伪军从
石家庄、细腰据点撤退。

旧堡民兵和群众在张初元带领下始
终保持高度的战备状态。为防备敌人的
偷袭，他们在紧张的备战中突击秋收。
张初元把全村分为8个抢收、抢打小组，
全村男女老少全部参加。每个组都有明
确分工：谁割、谁背、谁打、谁藏、谁翻地，
做到割完一块地，就把地翻耕过。每天
天一亮，集合钟声一敲响，全村男女老少
组成队伍奔向地里，每个人把行李带上，
随时准备转移，民兵带上武器，随时准备
战斗。晚上，民兵放哨查户，埋好地雷，
把村内外严密封锁起来，不仅防止敌人
偷袭，也使敌人不敢随意行动。旧堡村
成为劳力与武力高度结合的典范。

1944年3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题
为《敌后农民的道路——战斗与生产结
合起来》的社论，称张初元在民兵组织上
进行了一次革命。贺龙司令员高度评
价：“有了劳武结合这个好典型，抗日根
据地的棋子就活了，棋子一活注定抗日
战争必定胜利。”晋绥分局认真总结和推
广这一经验，掀起学习张初元“劳武结
合”的运动。“劳武结合”经验不仅在晋绥
边区推广，还在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广泛
推广。从此，张初元的模范事迹在晋绥
边区乃至全国各地广为传颂。

1944年12月，张初元光荣地出席了
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会，被选为边区特
等民兵英雄（第一名），这是张初元在连
续两届群英会上获此殊荣。

解放战争中，张初元率领民兵搞土
改，分田地，大力发展生产，积极支前参
战，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全国解放后，张初元在工作岗位上，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为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1997 年 2 月 5 日，老英雄离开了人
世。他的模范事迹和感人故事在忻州、
山西乃至全国广为传颂。 （谢音呼）

首创“劳武结合”经验的特等民兵英雄张初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