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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六十年代的沁县人，一说到王世奇或他
的外号“二扑愣”，无人不晓。“大跃进”年代，沁县有
个全国闻名的“万宝全”工厂，王世奇在那时就发明
了用水银镜制作的“太阳灶”、用太阳能做饭、机械
割麦机、锅驼机发电、柴油三轮车等。就是他在政府
牌楼门南修建的住家，也与众不同，是沁县第一栋三
间二层楼外楼的小洋楼。他虽然没有文化，但却特别
爱动脑筋，勤于思考与研究，所以成就了不少机械革
新，成为沁县的革新能手。然而，王世奇在抗日战争
年代的战斗经历现在就鲜为人知了。

一、王老的贫困身世
王世奇家住沁县西乡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北

余交村。全家五口人靠种几亩薄地为生，王世奇从少
年时期就以勤劳能干为村人所爱，除种地外，还抽空
磨豆腐、卖豆腐、打短工挣口饭吃。刚二十来岁就长成
一个身高体健的楞后生，生就两条老长腿，农闲时就
抽空挑货郎担，不辞劳苦，翻山越岭，爬坡淌河，四方
游卖，从而跑遍了沁县的山山水水、村村庄庄，熟悉了
各地的山河道路，也练就了一双行走如飞的铁脚板，
为他以后的革命生涯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独身掩护首长突围
一九三八年春，王世奇经北余交村李唐 （八路

军一二九师宣传科科长） 介绍，参加了八路军。在
总司令部警卫排当警卫，部队秘密驻扎在故县镇东
南的梁楼角村。在此期间，王世奇除了按时站岗放
哨外，闲时就到修械所帮忙劳动。由于他善于动脑，
又心灵手巧，很快就掌握了用芒硝配制炸药与装置
手榴弹、地雷等技术。一天夜里，天气阴沉沉的，
伸手不见五指，他正与战友站岗，突然听见北面河
水大响，再仔细观察，发现日军正在包围梁楼角村。
他大步流星返回司令部报告首长，说：“敌人从北
面包围过来了，你们从南面沿山梁突围，我熟悉地

形，向北把敌人引开，多给我几颗手榴弹。”敌人不
熟悉地形，走的是大车路，而王世奇沿田间小路跑
出村外，返身向敌人扔了三颗手榴弹，王世奇扔手
榴弹又远又准，能扔 40 多米。敌人听到手榴弹袭击
的爆炸声，又听到王世奇专门制造的庄稼叶子的响
声，就向他跑的方向追了过去。而王世奇身高体健，
迈开两条老长腿早向北跑过了白玉河。上岸后，他
又向敌人扔了两颗手榴弹，敌人大喊“快快地，抓
八路！”步枪、机关枪声响成一片，王世奇早已爬上
了故县镇北面的紫荆 （金） 山上。他掩护部队突围，
却与部队失去了联系。他没放弃，其后步行百余里
到松交村、庶纪村一带，一路打听寻找，却毫无音
信。直到他参加了县公安局小分队，才知道八路军
总部转移至武乡、辽县一带。

三、漫水炮楼捉汉奸
日本侵略军占领沁县后，在沁县的白晋路沿线、

二沁路旁边修建了炮楼哨棚。而在漫水村南北两山
头修了两座炮楼，各住有一个排的日伪军。其中有个
助纣为虐，死心踏地为日本人办事的汉奸，经常给日
本人送情报，带领日伪军到各村抓民夫、抢粮食，不给
就杀人放火，残害百姓。周围村的老百姓恨透了这个
坏蛋。此时，王世奇经漳源县公安局张德云（上官村
人，曾任福州商业厅厅长）介绍加入了区小队，当上了
班长。在发动民众、打击日伪时，郭村的民众反映：漫
水炮楼上有个汉奸，非常坏，请公安局游击队整治一
下。王世奇听到后，主动向上级请示，经批准后，在一
个下雨天，王世奇带着两名队员来到了东山村，村里
群众反映说这个汉奸到了温庄村，他们三人就埋伏在
温庄到尧山半路上的庄稼地里。下午天快黑时，这个
汉奸背着“二八盒子”，大摇大摆地从温庄出来回漫水
炮楼。他以为这里离炮楼仅二、三里路，八路军白天不
敢到这里来活动。没想到他快进尧山村时，王世奇等

三人从庄家地里扑出来，狗汉奸一看不好，撒腿就跑，
并大喊“有八路，有八路！”王世奇不慌不忙抬手一枪
就打死了这个狗汉奸，三步并作两步抢上前去下了他
的手枪，带着两名队员回到了漳源县公安局，受到了
县领导的表扬。

四、遭遇战吓跑日伪军
粉碎日军九路围攻及百团大战后，日本侵略军疯

狂反扑，妄图围剿八路军总部及地方政府，到处杀人
放火，烧毁房屋，对根据地进行灭绝人性的大扫荡，沁
县的大好河山，成了一片火海，废墟，残垣断壁，真是

“无村不带孝，户户有哭声”，人无住处，畜无吃食，是
沁县抗战史上最残酷的大扫荡。

一天凌晨，王世奇带着五、六个战士返回住地。正
巧遇上一队日伪军趁黑出发扫荡，王世奇悄声告诉队
员们说：“你们三人赶快上东面的山坡，另两个上
西坡，听我指挥。”战士们快步扑向两面山坡，王世
奇大喊“一连往东，二连往西，消灭敌人！”说时迟
那时快，随手就扔出了两颗手榴弹，日伪军因天
黑，不熟习地形，又是突然遭遇，紧接着两边的山
坡上也同时往下扔手榴弹，日伪军以为遭遇到了
正规八路军的伏击，一队日伪军拖着死伤人员赶
快逃跑了。后经打扫战场捡到了两支步枪，十几颗
手榴弹，还有百余发子弹。他们天明时迎着胜利的
曙光回到了驻地。县领导听罢他们
的汇报，给他们召开了隆重的庆功
大会。

王世奇同志的抗日传奇故事还有
很多，由于他作战勇敢，又机智灵活，
取得了很多次胜利，到沁县解放时，他
已升任为沁县抗日民兵大队长，骑着
大洋马，戴着大红花，背着三八枪，民
众都颂扬。

“二扑愣”的抗日传奇
讲述：王月平、王玲芳 整理：史俊峰

1944 年 10 月的一天下午，武
东三区游击队政委韩高升安排李
文海、肖广昌等四人执行一项紧
急护送任务。

1939 年 7 月，日军第二次占
领沁县后，以白晋线将晋东南根
据地分割为东西两半，我党在路
东成立了太行区，路西成立了太
岳区，穿越两大区要突破敌人的
封锁线。李文海等四人是游击队
一班战士，技术过硬，作战英勇，
多次成功护送我方人员从太行区
到太岳区。接受任务后，他们稍
作准备便出发了。

武东三区游击队驻在次村杏
树脑，距离次村不过 10 华里，加
之任务紧急，四人走得飞快，一
会儿工夫便到了次村。接应人员
将他们带进一个大院，只见院外
大树下拴着匹白马，门两侧有战
士站岗，均荷枪实弹。一看这架
势，肖广昌悄悄地捅了捅李文海，

“怕是一位首长吧。”进了院子，
只见个个腰挎二八盒，密排手榴
弹，屋檐下还摆着机枪、掷弹筒。
四人心想这次护送任务不轻啊！

晚饭吃的是面条，好久没见
过白面了，他们都高兴坏了。炊
事员讲，面条是“首长”特意关
照做给他们做的。吃饭间，一位中等个儿、四方
脸的同志从房里走出来，关切地招呼他们吃好，
并询问了他们的生活、学习和游击队里的情况。
得知他们弹药缺少时，每个人发给 5 发子弹。这
位“首长”是哪个？谁也不敢问。

吃完饭，天完全黑下来了。队伍悄然出发，
四人走在最前面。虽是初冬，夜风吹来寒气袭人，
也许高度警惕的缘故，他们却走得满头大汗。不
到一个时辰，队伍到了霍沟。

段柳据点是这次过路任务的主要突破点，霍
沟距敌人在段柳修筑的炮楼只有 5 里地。按照平
时掌握的情况，炮楼里常驻有一个日伪军中队，
接受白家沟日军指挥所指挥。这些人无恶不作，
抢劫成性，不管大小物件，见什么抢什么，甚至
连便壶也不放过，我游击队接连几次成功破袭，
才将敌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特别是晚上，这些
日伪军一般不敢轻易露头。但护送工作必须格外
谨慎，必须做到万无一失。李海文等建议队伍略
作停顿，他们分两路接近炮楼进行侦察，确信无
意外情况后再返回霍沟，带领队伍顺利通过了封
锁线。到了漳河对岸的交漳口，远望敌人炮楼依
然静悄悄，他们才松了一口气。

和太岳区接应的同志交接后，李文海他们和
“首长”挥手告别，那位方脸同志叮嘱他们返回驻
地时注意安全。完成了任务，四人无比轻松，当
夜在路东陈家湾村休息。次日早晨，天还没亮一
小股敌人突然向村子袭来。李文海等四人分散隐
蔽，肖广昌不慎被敌发现，他机智地把敌人引到
郝家庄，进入郝家庄游击队的防区，一敌指挥官
被我游击队打死，其余见状仓惶逃散。

事后，李文海等才知道，他们护送的那位首
长是太岳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赓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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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9 月 3 日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
日，为了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让广大人民群众从悲壮
的历史中吸取革命先烈伟大的精神力量，传承和激发以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永葆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进取
的强大力量。由政协沁县委员会、中共沁县县委统战部、民
革沁县支部委员会、沁县聚鑫家电城、沁县四毛乐团联合组
织了“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聚鑫家电杯’红歌有奖大赛”
活动。现将大赛有关事项公布如下，敬请社会各界积极关注
和参与。

一、 比赛时间：2015 年 8 月 15 日—16 日，每晚 7：00—
10:00。（颁奖时间：8 月 17 日晚）。

二、 比赛地点：东街电影院广场。
三、 报名时间及地点：报名时间从 2015 年 8 月 1 日—

2015 年 8 月 14 日；报名地点，在聚鑫家电城一楼报名处。
四、 参赛形式和曲目：个人独唱，必须是抗战歌曲或

弘扬民族精神的红歌（其他类别歌曲谢绝参赛，请歌手自带
伴奏 U 盘或光盘）。

五、 演唱要求：衣着大方、精神饱满、仪态稳重、曲目
健康向上、表演声情并茂、音色音质优美宏亮、能准确的表
达歌曲的主题思想，具有感染力。

六、 评奖方法及奖项内容：大赛设立一、二、三等奖及
鼓励奖共计 48 名，评奖规则另行公布，活动最终解释权归
组委会所有。

一等奖：3 名 各奖美的微波炉一台
二等奖：5 名各奖澳柯玛电磁炉一台
三等奖：10 名 各奖名牌电水壶一个
鼓励奖：若干名 各奖精品茶具一套
本次活动主办单位：政协沁县委员会、中共沁县县委

统战部、民革沁县支部委员会
承办单位：沁县聚鑫家电城、沁县四毛乐团

抗日红歌大赛组委会
2015 年 8 月 1 日

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聚鑫家电杯”红歌有奖大赛

人们在总结沁县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贡献时，经常提
到“四出”，“四出”的具体内容包括：出粮、出兵、出干部和
出经验，这个评价最初是沁县第二任县委书记、太岳一地
委书记高扬文同志提出的。1985 年时任中顾委委员、国家
财经领导小组顾问、原煤炭部长高扬文同志专程回沁调
研，在县政府二楼会议室召开座谈会，期间，高老谈到沁县
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贡献，说沁县在抗战时期贡献很大，
出粮、出兵、出干部、出经验，并高喊“沁县人民万岁！”

沁县是山西有名的产粮县，几乎家家都有存粮，大户
人家更是“大囤圪堆小囤满”，而且不论穷富都十分节俭，
冬闲时节少吃粮食多吃南瓜、山药旦、酸菜，因此节存下较
多粮食。 1937 年 10 月底，决死队、三专署、八路军总部相
继来到沁县，再加上国军 169 师、第 3 军、47 师，都要靠沁
县吃粮。1938 年春，刚上任的县长史怀壁遵照安子文、薄一
波的指示，推行“合理负担”政策，动员全县有钱出钱，有粮
出粮，保证对八路军、决死队粮食供应。对驻在南仁村的后
方医院还特殊照顾了白面、沁州黄小米，并送了 10 多头羊，
40 多只鸡、500 多双军鞋。给总部送去了 750 斤檀山产的

“沁州黄”小米。总部在沁县半年多时间的军需供应解决得
很好，后来离开沁县转到武乡、辽县，沁县还保证经常给送
好小米。

解决军队吃粮是一项艰巨而又繁重的工作，县政府开
了会，提出存粮的地主名单，分批开座谈会，自报公议，以
党政团体保证，开展了大屯粮运动。据不完全统计，1938 年
后半年，全县大屯粮一次就 4 万石（每石 150 斤）以上，一连
两三年约在 10 万石以上，合 1500 万斤，全县每人平均 150
斤。二区温泉村周海恒家一次征粮 500 石，韩庄阎旦家拿
出 400 石，榜口村张九公、南仁村吴士祯家和南里一如寺，
每家都在 200 石以上，一户出百石以上的还有郭庄李二
宏、梅沟温丙生、西林郝耀等 30 多户。一区东寨村阎二旦、
南崖上郭旦等，每户也在 200 石，四区漳源镇商号“漳源
泰”三次征粮 350 石，山坡村四金全三次也征了 400 石粮
食。其它中小财主出的粮每户平均都在百石左右。总之，抗
战初期沁县为抗日部队出的粮食最多，直到 1942 年还在往
外送。老八路们回忆起当年，无不感慨地说：“是沁州小米
养育了我们，沁县人民的贡献太大了！”

沁县不仅出的粮多、钱多，而且出的兵也多。太原失守

后，沁县是抗战民运工作的中心，特别是牺盟会、决死队的
到来，以沁县为中心广泛宣传动员群众参军参战，各界群
众纷纷组织起来，成立了几十个救亡团体，抗日政府组建
了地方武装，1938 年春日军“九路围攻”前，在自卫队副大
队长训练班分配留下的成员基础上，正式成立起沁县人民
抗日武装自卫队，下编两个中队，总队长先为吴兴泰，后为
马寅武，副总队长张玉峨，指导员宋涛，工作员王辅弼，宣
教干事边立功。各中队下边有分队，都配有轻机枪、步枪、
手榴弹、大砍刀等，一中队的三分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
队，名叫“战斗剧团”，剧团负责人是王辅弼、张剑平。沁县
人民武装自卫队的主要任务：一是铲除汉奸，维护社会治
安；二是保卫抗日政权和各救亡团体；三是配合友军歼灭
敢于来犯之敌；四是护送伤兵病员。1939 年初，沁县人民抗
日武装自卫队奉命改编为公安游击队，并扩编为 7 个中
队，以后又改编到决死队各团建制内。和自卫队、县总队同
时成立的还有牺盟游击队，人数不算太多，队长是郭卓凡，
指导员卫文秀，工作员阎永明，后来这支队伍也编入公安
游击队。这种改编办法是抗战初期一种扩兵方式，由自卫
队、游击队到决死队，再由决死队到八路军，因此，八路军
由上太行时的一万多人迅速扩充至几十万人。特别是人们
逐步认识到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许多
优秀青年纷纷报名参军，不少村骑马戴花欢送自己的亲人
光荣参军。据不完全统计，1939 年一年多时间，沁县就有
2000 多人陆续参军，其中加入八路军的 130 多人，加入决
死队的 200 多人，由县自卫总队改编的 580 多人，从随营
干校、民中、民大儿童团参军的 1000 多人。此外，三专署所
属军工厂、修械所、被服厂等部门，都有大批的沁县优秀青
年和工人随军抗日。

沁县出的抗日干部也多，人称“五千干部万五兵”。现
在全国各地的沁县藉干部大都是抗战初期从沁县参加工
作的。1937 年冬，薄一波、安子文等来到沁县之后，就十分
注意培养选拔干部工作。在铜川中学创办的决死队随营干
部学校，首批培养出七八百名军政干部，沁县人占相当部
分，1938 年在冀家凹办的民族革命中学，两期 1000 多人，沁
县人又占了多数，同年 5 月，北方局代表朱瑞在大端村成
立了“晋南军政干部学校”，沁县又有一批地方干部参加了
学习。太岳特委在乌苏村大明寺开办了党员训练班，也为

各地输送了一批干部。此外，薄一波还注意团结回乡的知
识分子和技术人才，举办了旧职人员训练班，这些都为沁
县人大批参加革命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象西林村的
郝宗武、郝全堂、郝印吾，牛寺村的王辅弼，抗战开始把家
中两顷土地 200 石粮食都捐出来参加了革命。著名知识分
子吴淞，被薄一波请来参加了抗日工作，担任三专署法院
审判官，以后又被选为晋冀鲁豫边区参议员，同时吴淞还
把几个儿子也送去参加了抗日队伍。沁县早年党员张文
鉴，不但本人参加八路军，还将几个兄弟也带入了部队。沁
县出去的一批批干部，都对革命作过卓越的贡献，不少同
志为国捐躯。

沁县不仅出粮、出兵、出干部，也出经验。包括发动群
众组织群众的经验，屯粮参军的经验，和国民党顽固派斗
争的经验。更主要的是薄一波在沁县创造的“沁州路线”经
验，战略相持阶段创造的“两面政权”经验等等。抗战初期，
沁县不但是我们活动的中心地区，而且是跟国民党斗争的
一个地区。太原失守后，国民党军队溃退到沁县驻扎，国军
169 师对县政府给八路军、决死队供应积极十分不满，把机
关枪架到决死队一总队队部门口扬言要动武。薄一波立即
汇报了朱德总指挥，朱老总从坚持统一战线出发，让县长
史怀璧准备了一桌好饭菜宴请几个军官，化解矛盾，减少
摩擦。沁县的大屯粮，国民党军风纪考察团指责八路军就
地开白条是“不轨行动”，薄一波命令专署秘书主任刘济荪
把各县给八路军送粮的收据统统收回一把火烧了，没有证
据此事也就不了了之。这些斗争经验总的归结起来，就是
实行统一战线，既要斗争，又要合作，用斗争求合作。“戴山
西帽子，办我们的事”就是我党与阎锡山开展特殊形式的
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内涵，以薄一波为“新派”的代表与阎
锡山“合作”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帮助了
八路军在太行山的发展与壮大，根据地的建立。这个关系
到 1939 年还保持着，但是党内也有人反对这样做，称作“沁
州路线”。1942 年延安整风时作了结论，“沁州办法还是对
的”。毛主席说，这个办法好哇，就是要戴着阎锡山的帽子，
这样我们的工作才好做，
这是我党在领导抗日战
争中创造的一个十分重
要的经验。

抗战名词：“四出”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70 多年前，沁县曾经为这一民族战争做出过重大贡献和牺
牲，为了牢记历史，启迪未来，我们应当十分重视抗战纪念活动，
特别是当年的抗战遗迹、旧址要加以保护，发挥他们教育后代的
作用。

南关漳河滩就是这众多革命遗址之一，1939 年 1 月，晋东南四
万人拥蒋抗日大会在这里举行，为了反对投降，反对分裂，把国民
党拉在坚持抗战的阵营里，我党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拥蒋抗战
大会，这在全国是唯一的，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朱德总司令
等亲自出席会议，进一步宣传动员群众，检阅了我地方抗日武装，
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目前，这里大面积已经开发成楼房、居民区，
但仍保留一块绿地，建议将这个绿地公园命名为“朱德广场”，在公
园里建立朱德塑像。广场建成后，不仅是我县一处文化景点，也是
群众休闲娱乐的场所，可谓一举两得。

建议将南关公园改建为朱德广场
王效堂

年 月 日，朱德、傅钟、薄一波在拥蒋抗日大会上检阅沁县自卫大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