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支部成立的历史背景

1937年底，日军向河南的新乡、

焦作大举进犯，1938 年 2 月中旬新

乡失守，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八路

军驻第一战区联络处主任朱瑞和唐

天际副主任随带联络处工作人员和

冀鲁豫省工委的聂真、薛迅、王毅之

等由焦作先转移至山西的晋城，同

先期到达的方升普、高锦民等相会，

便在晋城华北干部训练班（简称华

干）挑选了二十多名学员一起开赴

阳城。

面临日军的疯狂进攻，为了保

存共产党的有生力量，尽快开辟晋

豫边抗日根据地，朱瑞、唐天际和聂

真等抵达阳城后，来不及休整，就听

取阳城抗日县长李敏之等人对当地

抗日斗争严峻形势的汇报，并对日

军进攻态势和阳城的地理状况作了

详细了解与分析，并于本月下旬将

联络处、冀鲁豫省工委机关以及阳

城县抗日政府、县人民武装自卫队

一同撤离阳城县城，转移到了阳城

县南部云蒙山下的横河镇下寺坪

村。

为了加强党对晋豫边区抗日工

作的领导，1938年3月初，朱瑞同志

致电毛主席等中央领导，随后依据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复电，代表中

共北方局在下寺坪村召开各方联席

会议，宣布撤销冀鲁豫省工委和河

东特委、豫北特委、曲沃特委，成立

了中共晋豫特委，任命聂真同志为

晋豫特委书记，薛迅同志为组织部

长，李哲人同志为宣传部长，并决定

以阳城县为中心，开辟创建晋豫边

抗日根据地，指挥晋豫边17个县的

抗日斗争。

晋豫特委成立后，按照党中央

指示精神，首先开展了以下工作：建

立发展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首

先在下寺坪村中寺的千峰寺成立了

晋豫边抗日游击支队，由唐天际任

司令员，李敏之任副司令员，方升普

任参谋长，高锦民任军事部部长；整

理与接收河东、曲沃、晋城等地党组

织关系；恢复和改造政权机关，大力

开展群众工作，同时不断创建根据

地，发展壮大革命队伍。不久，晋豫

特委又为驻地阳城筹建成立了党的

工作委员会，即阳城县工委（阳城县

委的前身），由薛迅兼任阳城县工委

书记，刘刚、魏健、赵明任县工委委

员。

阳 城 县 工 委 成 立

后，基于当时形势发展

严峻，对敌斗争紧迫，便

派杨惠文（女）和齐云

（女）多次深入横河镇的

北部山村索泉岭，进行

抗日斗争宣传，并秘密

发展中共地下党员，为

建立阳城县第一个农村

党支部作了充分准备。

小煤窑里成立党支部

索泉岭村东进析城

山，直达太行山脚下，西

出沁水历山，穿入中条

山腹地，是控制阳城西

南部地区的军事要塞，

也是东连阳城县城坪头八路军兵

站、西接云蒙山下次滩村兵站的唯

一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历来为

兵家必争之地，而且这里的群众觉

悟高、基础好。为了有效控制住这

一战略要地，探索在阳城县农村开

展党的地下工作的成功经验，积极

在群众中开展革命工作，扩大党的

影响，推进抗日救国工作，阳城县工

委决定在索泉岭村成立党的基层组

织。1938 年 3 月中下旬，阳城四区

工委书记杨惠文（也叫杨敬民）和工

作队员齐云，在短时间内几次深入

索泉岭村，以认本村西庄李姣俊为

干娘作掩护，秘密发展中共地下党

员13人。

这年 3 月下旬的一天晚上，由

索泉岭小煤窑行窑者赵克祥牵头，

进行单线联络，13名中共地下党员

齐聚于不惹人注意的东岭庙背后的

小煤窑里开会。在昏暗的油灯下，

大家相互认识。赵克祥、李春元向

大家介绍了杨惠文和齐云的身份以

及开会的主要事项，杨惠文同志讲

了当前抗日形势及对敌斗争策略，

齐云同志教唱了国际歌。然后，杨

惠文让大家站起来，握紧右手拳头，

向党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

产党，坚决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

难，永远为党工作，作群众的模范，

保守党的机密，百折不挠，永不叛

党，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随后杨惠文同志代表阳城县四区工

委，宣布中共索泉岭村地下党支部

正式成立，任命李春元为党支部书

记，赵克祥为党支部组织委员，裴鸿

泰为党支部宣传委员，其他10名党

支部成员是：赵诗元（赵思源）、赵书

元、赵纪元、赵益珍、李姣俊、郭福

兴、燕康喜、燕成栋、张世兴、杨生

华。从此阳城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在索泉岭村成立了，并在艰苦的革

命斗争中发挥了坚强的堡垒战斗作

用。

党支部的历史贡献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抗战初

期，在中共阳城县工委创建索泉岭

村党支部的基础上，全县各区积极

发展中共党员，建立党的地下基层

组织，短短两三个月内，先后建立起

石臼、大宁、东冶、梁城、岩山、下寺

坪、白桑、涝泉、西交等一批农村党

支部，壮大了农村的抗日革命力量。

中共阳城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索泉岭党支部成立后，以组织

群众、开展抗日救国斗争为主要任

务。依据当时对敌斗争形势，首先

在索泉岭的东岭庄上，建立了党的

地下联络站：煎饼铺和茶水站。特

别是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后，

随着中条山战役的打响，党支部在

阳城五区工委的指导下，革命力量

进一步壮大，建立了索泉岭红色交

通站，由党支部领导人赵克祥具体

负责，并以该村庙背后小煤窑为据

点，组织赵思源、上官小保、张日顺、

郭福兴、赵书元、马小来、翟书田、上

官郭照等数十名红色交通员，以担

煤卖煤作掩护，南到济源的邵源镇，

西到垣曲的同善镇，北到沁水的东

川和下川，通过那里的地下党组织

和交通站秘密接头，同时还组织小

毛驴驮队远赴泽州府及河南沁阳，

短短几年，行程数千里，传送党的地

下情报数千余份。

1942年至1944年，在抗日战争

处于极度困难、枪支弹药十分紧张

的情况下，党支部带领群众为八路

军索泉岭西庄兵工厂寻找、提供了

大量制造武器的原料，使兵工厂生

产出许多石雷、地雷、滚雷、拉雷、手

榴弹、土炮等，大力支援了抗日战

争。

在抗战年代，索泉岭党支部不

断加强对群众抗日工作的领导，积

极配合唐支队、太岳军区八路军十

七团打击日寇，组织当地民兵自卫

队站岗放哨，曾护送彭德怀、邓小

平、黄克诚、聂真、王新亭等中共高

级首长安全过境；抢救护送阳城四

分区委书记李敏唐、垣曲县委宣传

部长杨惠文等安全脱险。给前线抗

日将士送军粮、做军鞋、做军被，并

护理伤员。保护北坡庄临时军用粮

库，确保了军粮未被日伪军抢走一

粒。同时发动全村妇女到索泉岭军

用被服厂为八路军赶做军鞋，缝补

军衣，受到了阳城县六区区党委的

表彰。按照阳南县委、六区区委的

指示精神，积极开展减租减息工作，

开展大生产运动，帮助群众度过灾

荒。积极动员热血有志青年参军参

战，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本

村赵月会、赵志妥、王国金、赵喜珍、

赵礼元等20多名有志报国青年，奔

赴杀敌战场，有的甚至献身沙场。

总之，索泉岭党支部在战争年

代，带领广大群众进行了艰苦卓绝

的斗争，充分发挥了党支部的战斗

堡垒作用，在阳城县

党组织发展的历程

中，谱写了光辉的一

页。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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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阳城

书签、书评、书说——

用艺术激扬“书香阳城”之美

“书签是放置于书中的小物件，是穿梭于书

中的精灵。展卷之余，我们欣赏一份精美的艺

术书签，不仅多了几分情致，而且还能提醒我们

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

2020年 5月，我县面向社会发出“书香阳

城，书签传神”主题书签创作征集活动的启事。

“找寻书签中的阳城”历时月余，借助互联网、新

媒体，传至四面八方，共征集到450余件作品。

参赛者中不乏美术界、书画界、平面设计界的专

业人士，更多的是来自其他行业的普通人。他

们用一枚枚小小的书签，寄托自己对故土深沉

的眷恋，又将这份热爱凝注笔端，运用艺术的表

现手法，灵活多变地把心目当中最美的阳城，展

现在了方寸书签之上。

长条形、扇形、剪纸型、镂空型，纸质、金属、

琉璃、梨花木……各式各样、制作精良、创意多

元的书签作品，经过专业评审团的严格审查，最

终决出二等奖2名、三等奖5名、优秀奖35名。

在这些获奖作品当中，我们可以遍赏悠然阳城

的绝美风光，可以回望风高五属的盛世华章。

书签是“书香阳城”的小小代言，是自带IP

的“新文创”，细微之间带你领略阳城之美。

方寸之中，我们依稀可见：巍峨矗立的皇城

相府，腊梅飘香的天官王府，三面环水的砥洎

城，庭院深深的中庄李府，猕猴跳跃、茱萸漫山

的山水蟒河，碧波荡漾的九女仙湖，十凤齐鸣、

十凤重鸣的动人故事，接续省市状元的时代辉

煌……方寸书签，记录下最美的“阳城印象”。

或许有人会问，什么是“阳城印象”？她其

实包涵很多，她是名胜古迹，是绝味佳肴，是琉

璃珐华的匠心传承，是普通人家的烟火缭绕，是

耕读传家的风土人情。她在这小小书签里体现

得淋漓尽致！

携书如历三千世，无书唯度一平生。作为

“书香阳城”全民阅读活动的延展，“书香阳城·

文心飞扬”征文活动，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许多文

人、作家和书友，他们从自己的生活实际和阅读

经历出发，写就了许多温馨浪漫、唯美通透、立

意深远的原创文章，陆续在“书香润阳城”的平

台上展出，流淌出一颗颗文学爱好者盈润而飞

扬的文心。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1月，以“书说新生活”为主题的活动再次打响。此次活动旨在深化“书

香阳城”建设，歌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脱贫攻坚的丰硕成果，进一步丰富群

众文化生活，许多文化、文艺工作者和基层干部群众积极响应，聚焦“助力脱

贫攻坚 共奔全面小康”的时代主题，运用书法、绘画、摄影、歌曲、古书、小

品、小剧、广场舞等形式，以自己的切身感受创作质朴而生动的“草根”艺术作

品，真实记录了濩泽儿女在风雨中奋力前行的深沉足迹和时代风采。

艺术点亮书香，在颇具艺术魅力的文创活动中，“书香阳城”之美在传递、

在氤氲、在激扬。 (三）

县城东关村有个行后巷，行后巷有

个旧耶稣堂院，而耶稣堂院前面不远就

是震撼世界的六福客栈原址。

1958年，好莱坞拍摄的由著名影星

英格丽·褒曼主演的电影《六福客栈》风

靡欧美，荣获第十六届美国电影金球

奖，女主角英国传教士格拉蒂丝·艾伟

德成为西方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可以

说艾伟德的故事影响了美国三代人。

但在当时，我们中国大陆，甚至故

事的发生地山西阳城，却几乎没有一个

人知道艾伟德这位名满天下的女性，几

乎没有一个人知道六福客栈，几乎没有

一个人知道她的伟大义举。

直到 2004 年 10 月，郑州大学美国

教师参访团一行15人组团来阳城参观

六福客栈的原址，阳城人才开始知道了

英国传教士艾伟德和六福客栈的故事。

艾伟德生于1902年，出身英国平民

家庭。1930年，她自费辗转万里来到山

西阳城传教，在阳城传教布道整整十

年。当时的阳城是一个山区小县，南边

靠近黄河，其当年的贫穷程度可想而

知。艾伟德协助70岁的劳森夫人在这

里开始了艰苦的传教工作。

她们在耶稣堂前头租下了一处破

败院子，打整修缮，起名“六福客栈”。

招待经商路过此地来来往往的骡队，一

来可以解决资金短缺问题，二来可以宣

传上帝的福音。

1931年，艾伟德的领路人劳森夫人

走了，葬在她深爱的阳城。她选定了艾

伟德做她传教事业的继承人。

艾伟德成了耶稣堂和六福客栈的

东家。

1936年，艾伟德加入了中国国籍。

此时，她已来到阳城六年了，在这期间，

她收养孤儿、救助难民，几年间几乎走

遍了阳城每一个村庄，解放了无数女人

的小脚。

她的善举获得了当时民国阳城县

政府，特别是老百姓的赞赏，她的名字

早已被当地人熟知。老百姓称呼她艾

教士、艾先生。政府职员称她艾督察、

艾专员。被她救助的那些孩子，则称呼

她艾伟德妈妈。

1938年，日本侵略者打到阳城，第

一次轰炸阳城时，共投放巨型炸弹 12

枚，县城内外，被炸弹损毁房屋上百间，

炸弹与机枪扫射，共有270多名无辜百

姓死于非命。

艾伟德慨然领受了救护伤残的工

作，首先选择当时一个叫北柴庄的村庄

作为救护安置点，随着难民的涌入，渐

渐有伤残者，还有与部队失去了联络的

伤病员，被艾伟德毫不迟疑收容。

还有六福客栈的孤儿们，那是艾伟

德每天牵肠挂肚的孩子们，就在北柴

庄，村民们腾出一座最宽敞的院落，做

了孤儿院。

面对日本人的烧杀抢掠，艾伟德利

用自己外国人的身份，不分昼夜救治伤

员，领着群众逃难深山。在战火纷飞

中，她的后背中了一颗终生未能取出的

子弹。

艾伟德利用特殊身份向当时的抗

日军队递送情报，使日军在和我方的好

几次战斗中遭受惨败，并接受美国著名

的《时代》杂志的采访，向全世界揭露日

本人的侵略罪行。这样的义举激怒了

日本人，发出捉拿她的通缉令。

为了六福客栈的孩子们，艾伟德做

出决定：率领百名孩子们到陕西大后方

去。这些孩子，最大的16岁，最小的只

有3岁！

一段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千里大

迁徙，从1940年春天开始。

艾伟德的这次迁徙得到了当时浙

江籍的县长李英焦的支持，他给艾伟德

绘制了一张既能避开日军占领区，又能

以一条直线到达西安最近的路途，又派

了几名挑夫挑几百斤米面一路互送艾

伟德和孩子们。

当时县长给艾伟德选的路线是：经

过本县河北镇、驾岭乡、横河镇等地的

许多山村。翻过云蒙山之后，进入山西

垣曲县。越过舜王坪，沿山麓一路南

下，经过历山镇、同善镇、古城镇等地，

到达黄河古渡口东滩码头。再从这个

古渡口渡过黄河，那面就是河南省的渑

池县。由此一直西去，便是本次大迁徙

的终点西安。

春寒料峭，山高沟深路远，野狼昼

出夜伏。出了阳城，带的米面就吃完

了，没有后勤补给，沿途乞讨是她和孩

子们的主要生活来源。

饥肠辘辘、筋疲力尽时，艾伟德领

上孩子们一起歌唱；黑暗无边、夜凉浸

骨时，艾伟德让大家挤在一起抱团取

暖；危途险路、步步惊心，每一天都是一

场无法想像的战斗，每一段路都是一场

超乎寻常的考验。

经过 23 天的迁徙，她和孩子们来

到地处陕西省扶风县的宋美龄儿童基

金会。孩子们一个不少，艾伟德却发高

烧，营养不良，伤寒，加上肺炎，过度疲

劳，还有之前背上的一颗子弹的伤口，

她昏迷了三个月后才出院。

1950年，艾伟德口述的个人传记问

世，数年之内一版再版，而至17版。英

国著名作家艾伦·伯斯奇看到后，根据

格拉蒂丝·艾伟德的故事写下传记小说

《小妇人》，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并被改

编成广播剧。

再后来，就是1958年美国好莱坞拍

摄的电影《六福客栈》，影响了欧美几代

人。

1963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邀

请艾伟德来白金汉宫，两人亲切交谈，

世人为之瞩目。

1970年1月2日，终身未婚的艾伟

德在台湾去世，享年68岁。

艾伟德的墓地在台北市淡水镇关

渡基督书院内，按照她的遗嘱，她的墓

地朝向第二故乡——中国大陆，她的头

朝向山西阳城。

在艾伟德的悼词里有一句话：“我

们今后最大的罪恶，是对她的遗忘。”

这个问题，《震撼世界的六福客栈》

的序言里也有无奈的表白：“由于诸多

原因，阳城六福客栈和艾伟德的故事五

十年来竟被尘封、雪藏，阳城人不知道，

山西人不知道，甚至整个中国（大陆）都

知之甚少。”

好在听六福客栈经理杨全旺介绍，

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八十多批中外游客

到阳城寻找六福客栈和艾伟德的故事，

县政府已经准备把旧耶稣堂院重新整

修成为艾伟德纪念馆，另规划了十亩

地，重新还原六福客栈原貌，并当成重

点项目来做。

相信六福客栈的重建，将会吸引无

数敬仰她的欧美人和中国人来此朝

拜。因为中国人是不会忘记艾伟德的，

阳城人更不会忘记，艾伟德加入了中国

国籍，她也融入了中国，融入了阳城人

民的心中，她的精神，已成为全人类优

秀文明的共同结晶，赢得永生。

（部分资料参考《小妇人艾伟德

传奇》一书）

艾伟德和六福客栈的故事
●张耀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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