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4 月 23 日，县委老干部局组织部分退休老干

部来到革命老区迴马岭村，面对党旗庄严宣誓，现场重温历

史、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活动现场，大家通过实地参观县委、县政府旧址和原政

协副主席刘永昌的讲解，灵魂得到洗涤，思想得到升华，信

念更加坚定。老干部们纷纷表示,要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的

光荣传统, 努力践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说好绛县话”、

“办好绛县事”，为建设“廉洁绛县、实力绛县、和谐绛县”发

挥余热。

迴马岭，南北长 17.5 公里，东西宽 7.5 公里，国土面积

131.25 平方公里。解放前共有 115 户、575 口人，现有 78 户、

320 口人。在绛县，“迴马岭”这三个字是一个老幼皆知的名

词，它不仅是一处地名，更是绛县人民心中的一块革命圣

地。1932 年 9 月，刚刚组建的绛县县委做出了“建立以迴马

岭为中心的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决定。1938 年 10 月，绛县县

委转移到迴马岭村，以迴马岭为中心开展党的活动与抗日

斗争。1938 年 11 月 20 迴日， 马岭村在时任县委书记杨蔚屏

及三区区委的帮助指导下，建立起了绛县第一个农村党支

部。“晋西事变”后，绛县的抗日救亡运动遭受了很大损失，

牺盟组织全部解体，党的组织受到严重摧残。但迴马岭村的

共产党员苗绍龙、苗思胜等还在秘密活动，1942 年春，中共

晋豫区党委先后派出时任县委书记王学海、县长芦旭东等

10 名共产党员到绛县开展党的工作，在迴马岭村人民的大

力支持下，中共绛县县委以迴马岭为根据地，成立了抗日游

击大队，建立了抗日政府。迴马岭从此成为了绛县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的指挥部，以及当时绛县的政治活动中心。在

迴党的领导下，勤劳勇敢的 马岭人民为革命做出了重大贡

献，他们拿起土枪，成立了抗日游击队；他们搬出窑洞，让给

人民子弟兵，自己搭建草棚居住；他们拿出粮食，让给子弟

兵吃，自己吃糠咽菜；村里妇女们分成四个组，纺线，织布，

做军衣，男人们上前线……无私地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与

党和革命战士同舟共济，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为绛县的

革命和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迴马岭村建国前有 38

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 53 人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有 30 人

参加了革命工作，奔赴抗日前线、解放战争的战场上。1947

年，该村一次就有 12 位青年参军，被破格编为一个排。在战

争年代，迴马岭村有 16 位同志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迴

马岭革命根据地在绛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历史地位

显著，被绛县广大人民群众誉为“绛县的延安”、“绛县的西

柏坡”。 康保平 赵作伟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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