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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对参加职工非因
工伤残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做出结论如
下：

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10人：史永军 续俊斌
祁旭东 毛俊杰 刘树杰 梁并育 翟亚汧
侯平山 高拴柱 范 文

符合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2人：苗懿 赵治龙
根据《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劳务市场集

中管理人员管理实施细则》规定，以上人员按大病
职工管理。

特此公示
太钢劳务市场

我的老家在河北沧州，那里是远近闻名的武术之
乡。小说《水浒传》中梁山好汉五虎将东京八十万禁军
教头绰号豹子头林冲曾被发配到此地。原来荒凉的发
配地，造就了那里的人们热爱武术、习武成风。在抗战
时期，这里又应运而生成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冀中
大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地道战、地雷战，还有令日寇闻
风丧胆的敌后武工队。

几年前，我回过一次老家，听我大娘讲起她亲大爷
一家的故事。

1941年的一天，敌汉奸夜袭队冒充我武工队深夜
摸进村，骗开门，受到她大爷一家的热情款待。因她大
爷说了一句“同志们都吃好没有？”没想到这句话带来
了灭顶之灾。

汉奸将她大爷一家抓到日本人那里进行严刑拷
打。一家七口人，五人被杀，最小的还只在襁褓之中就
被刺刀活活挑死。丧尽天良的日本鬼子还将她大爷的
人头砍下，挂在旗杆上，恐吓为八路做事的老百姓。

说到这里，大家都明白了，当时抗日并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并不像现在某些神剧故事情节有手撕鬼子、
步枪打飞机这种荒诞的事。当时的抗战环境相当残
酷、血腥。否则怎么会用八年抗战，加以“九·一八”东
北失守，一共十四年，光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三百多
万。无名英烈更是不计其数，才取得了后来的胜利，换
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很
多都没法体会那个战争年代的残酷和惨烈，唯有好好
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才是对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英
烈们的些许告慰吧。

踊跃参军参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导下，在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北
方局直接领导下，经过朱德、彭德怀、徐向前等八
路军将领和中共山西省工委的共同努力，共产
党、八路军在山西、绥远与阎锡山的旧政权和军
队团结抗战的局面终于形成。为了发动群众、武
装抗日，中共山西省工委提出了“武装山西工人，
坚持山西抗战”的口号，并于1937年9月18日晚
在太原中山公园（现儿童公园）组织召开了以产
业工人为主、发动各界群众参加的“太原工人纪
念‘九·一八’6周年大会”。为了开好这次大会和
组织游行请愿活动，在中共西北炼钢厂地下党支
部的领导下，成立了由厂牺盟会干部和工会执行
委员组成的游行队伍，举着鲜艳的红旗，汇同全
市各厂的工人游行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唱着
《救亡进行曲》《五月的鲜花》等抗日救亡歌曲，向
会场走去。

纪念大会后，与会的万余名产业工人和各界
群众举行了太原历史上第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
游行。这时，会场周围和游行路线两旁，早已布
满了阎锡山的军队和警察，虎视眈眈如临大敌，
剑拔弩张。但在西北炼钢厂和各厂工人纠察队
的保护下，游行队伍秩序井然，昂然前进，出桥头
街，过钟楼街，进帽儿巷，直奔阎锡山所在的太原
绥靖公署。一路上，激昂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悲
壮的抗日救亡歌曲震耳欲聋。游行队伍在太原
绥靖公署门前停了下来，工人们振臂高呼口号

“发给工人武装，保卫山西”“打倒日本帝国主
义”。随即派出工人代表，同阎锡山的代表进行
交涉，要求给各厂工人发武器，承认工人有武装
抗战的权利。经交涉，阎锡山命人答复，发给工
人500支冲锋枪、2500支步枪，同意成立山西工
人武装自卫总队。

斗争的胜利对工人鼓舞很大，西北炼钢厂的
牺盟会负责人、工会干部和工人积极分子忘记了
饥饿和疲劳，深入到各部（如轧钢部、炼钢部等）
工人中积极宣传、组织、发动，号召大家拿起枪杆
子，保卫家乡。从9月中旬起，白俊卿、王其昌、刘
斌、王喜山、王义、王福旺、张毓行等20余名西北
炼钢工人，背着行李，唱着“工农兵学商，一起来
救亡，拿起我们的武器和刀枪。走出工厂、田庄、
课堂，到前线去吧，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的歌
曲，来到山西国民师范报名参加工人武装。在轰
轰烈烈的参军热潮中，工人们三五成群、八九结
队地报名参军，有的兄弟姐妹一起参军，有的夫
妻同来报名，使工人武装得到进一步发展。9月
27日，山西工人武装自卫总队（后发展为工卫旅）
在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正式宣告成立。

工卫旅宣告成立后的短短40多天中，就有
1000余名产业工人参加到这一革命军队行列中
来，其中有西北炼钢厂的60多
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策略在工人运动中

贯彻的胜利成果。

九里湾迎战日寇

1938年初，工卫旅遵照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
任邓小平、战地总会（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
地总动员委员会的简称）人民武装部长程子华关
于“在太原周围开展游击战”的指示，率部从中阳
向文水、交城、汾阳一带挺进，开展敌后游击战。

2月22日，日本侵略军一零九师团的一路，沿
汾（阳）离（石）公路向西进犯，一路如无人之境，
不料竟在离石县城东南90里的九里湾村，遇到工
卫旅的顽强抗击。这天下午，驻在该村的工卫旅
一营第一连正在开会，日军凭借公路边的高地，
以密集的炮火向工卫旅一连连部所在的院落射
击，面对多于自己数倍之敌，又是初次作战，全
连指战员士气高昂，边组织抵抗，边抢占村后高
地，大家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坚决消灭来犯之
敌。一连的战士大多是太原兵工厂的工人，他们
有的以墙壁、树木作掩体向日军射击，有的端起
机枪扫射敌人，击毙了数十名日寇，其中还有一
名骑马的指挥官。这一众寡悬殊的战斗，从下午
两时一直坚持到天黑，在杀伤大量日军后，一连
才奉命转移。这次战斗，工卫旅一连伤亡了十多
人，曾任西北炼钢厂工会执行委员的王福旺和张
毓行在战斗中壮烈捐躯。这一仗，表现了中国工
人阶级为国家、为民族不惜牺牲的献身精神，狠
狠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迟滞了其西进
的速度。

九里湾战斗后的第二天，工卫旅二营第四连
在战略转移中与日本侵略军一零九师团的另一
路在离石县城东北40里的严村附近发生了激战。

当工卫旅四连的战士在一个小庄上唱歌、开
会、喊口号的时候，被顺首中西川、小东川过来
的敌人发现，敌人的机枪马上扫射过来。在这危
急关头，二排长刘乐哉带领全排掩护全连迅速占
领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打退了日寇的多次进
攻。敌人遭到阻击后，调来3架飞机，轮番向我
四连阵地轰炸和炮击。四连指战员在敌我兵力
悬殊的情况下，一直坚持战斗到天黑，共毙伤日
军100多名。原西北炼钢厂工人、四连通信员王
银山为掩护部队转移，主动要求留下来断后路，
不幸在攀一个高山梁时，被日寇的炮弹击中，中
弹 18 处之多，英
勇就义，当时年仅
18岁。

这就是工卫旅
八年抗战的战斗
序幕，是用鲜血写
下的第一页战史。

公 示

故 乡 的 抗 战
■羚羊

为 了 祖 国 的 和 平
——原西北炼钢厂工人英勇抗战纪实

■石炳元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开始
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11月8日，太原沦陷，太钢的前身——西北炼钢厂被日军占领。
这期间，太原地区广大工人特别是西北炼钢厂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仇敌忾，不但积极
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建立工会组织，还踊跃参加工人武装，坚决抗击日寇，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
级抵抗侵略、保家卫国的坚强意志和英勇献身精神。本报从今天起，刊登石炳元的《西北炼钢厂工
人英勇抗战纪实》系列报道。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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