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 年春，解放军已逐渐肃清太原敌军外围阵地，太原
全城的解放指日可待。随着战争形势发展，迅速恢复被战争
创伤破坏的城市工业生产，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城市工
作的中心任务。随着解放军攻克东、西山要塞，太原东山、西
山等处煤矿率先获得解放。4 月 20 日前后，杨成武将军带领
的第 20 兵团向太原城北推进，当时城北集中了炼钢厂、机车
厂、窑厂、化学厂、兵工厂等诸多工厂，解放军对敌人实行“分
割包围，就地歼灭”的战略，客观上使城北工厂区减少了战火
的破坏。4 月 24 日，太原全城获得解放，城内的工厂也大多
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并由太原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业接管组
进行接管。

改善交通情况 保证电力供应

在太原战役还在进行时，铁路工人已经开始抢修太原通
往榆次等处的铁路线。解放前逃亡的大量铁路工人被安置
在榆次，他们紧随着解放军的战线由榆次向太原方向进发，
检查和修复南线铁路设施。4 月 19 日前后，太原城北解放军
由柏杨树、尖草坪方向击溃敌军，进驻太原北站，一方面在留
守工人配合下继续进攻卧虎山要塞，另一方面也向广大工人
传达共产党的政策，号召大家保护铁路设施，尽快恢复生产
并实现通车。

4 月 24 日清晨，在太原解放的同时，太原铁路工人已经
在解放军的配合下修通南同蒲铁路部分路段，确保粮食和原
料等物资可以由榆次、太谷方向源源不断地运进太原。而北
站附近铁路仍未通。据档案显示，截至 4月 26日前后，“皇后
园以北两公里处坏 2.7 公里；通西线距新城三公里处坏四轨；
距离新城四公里有一列机车出轨。”于是，铁路工人们立即行
动起来。在军代表的领导下，铁路工人们掀起了热火朝天的

“死车复活”运动，北站维修工还和机务段工人们展开生产竞
赛，大家积极抢修铁路线路、设施和机车、车厢等设备，缺乏
材料时大家从车场、战壕里寻找，很快抢通太原附近的铁路，
并修好大量机车、车厢等。

为尽快恢复生产，太原城内外其他厂矿工人也在积极行
动，首先是恢复各厂的水电供应。为此，太原电业处工会发
动组织职工返厂复工，整修市内供电设备和线路。太原城外
发电厂工厂委员会筹委会也召开会议，号召工人抢修电厂设
备和电路设施。在郝尔孝等工人的努力下，修复了日、德工
程师都修不好的 1200 千瓦发电机，恢复了对省政府和市内

部分街道、工厂的供电。然后，郝尔孝和众工友经过 13 天的
苦战，又将一台美国制造的 3000 千瓦发电机组修复，缓和了
全市用电紧张的局面，更为各工厂复工提供了动力条件。西
北炼钢厂、育才炼钢机器厂和兵工厂等厂则积极组织电工抢
修电路设施，甚至早在太原城垣还未解放的时候就开始出厂
检查电线，为复产复工作出了许多贡献。

落实“三原”政策 调动职工热情

1949 年 1 月，中共中央总结东北、华北等地区城市的早
期接管经验后，指示其他地区在接管企业时要注意保持原企
业生产管理结构，军代表不能直接参与指挥生产，做到“不打
乱企业原有组织机构”，因此提出了“三原”政策，即原职、原
薪、原制度。与此同时，各厂接管组将接管人员派驻至主要
部门和车间，负责处理人事管理等重大问题。例如，西北炼
钢厂接管组向主要部门都派出了接管干部，而日常生产工作
则由原机构和人员负责管理，如厂一级的生产仍由原厂长、
爱国工程师梁海峤负责，原厂方人员特别是技术人员大多被
原职留任，1945年后被阎锡山留用的部分日籍技术人员同样
在接管之初获得留任。西北电化厂和太原氧气厂合为“太原
工业化学公司”，军代表和接管组人员担任经理和厂务科长
等职务，原厂长和管理、技术人员大多获得留任，负责生产、
技术和财务等工作。“三原”政策的实施可以充分调动原企业
人员特别是技术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确保企业可以迅速恢复

生产。
在接管的同时，太原军管会、各厂接管组以及工会组织

高度重视职工工作，召开工人大会、职员座谈会和职工代表
会，安抚职工情绪，了解他们的要求，并积极宣传党的政策。
与此同时，接管组为职工发放粮食和生活用品，为贫困工人
发放补贴。据某厂接管干部会议，为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他
们一方面及时保障粮食供应，另一方面也积极深入各部门、
车间和工段，对职工进行动员。与此同时，号召进步工人积
极串联太原围城期间回乡避难的职工返厂复工。随着职工
们陆续返回工作岗位，并一再激发工作热情，太原各厂逐渐
具备了恢复生产的人力基础。

检修机器设备 迅速恢复生产

在交通、动力获得保障并调动职工积极性的同时，各厂
也在积极检修机器设备，为恢复生产做准备。为此，太原军
管会工业接管组坚决贯彻落实“一面接管，一面清点，一面复
工生产”的方针，组织各厂稳步实现复工复产。

接管之初，各厂都面临设备严重老化的问题，加之日伪
统治和内战期间破坏性生产，大量设备破烂陈旧、年久失
修。例如，西北炼钢厂动力课两台透平发电机和几台高压锅
炉皆为老旧设备，但每天仍超负荷工作，经常发生故障，导致
炼钢厂供电长期不稳定。恢复生产期间，炼钢厂一台轧钢机
本已开动，然而由于电力供应不够稳定而无法持续作业。与
此同时，各厂一方面组织工人骨干和技术人员检修设备，另
一方面还要与残余敌特进行斗争，防止他们对工厂进行破
坏。4月 24日清晨，太原面粉厂工人李新瑞曾冒着爆炸危险，
登楼扑灭了 5 楼上的大火；太原烟草厂工人李双喜，不顾敌
特分子的武力威胁，勇敢地保护了车间内的锅炉。

为了尽快恢复生产，西山白家庄等煤矿的矿工们坚持工
作，第一时间完成了检修设备的任务，保障了煤炭供应。4月
23 日，西北炼钢厂完成厂内铁轨和地下输水管道的抢修任
务；4 月 25 日，该厂动力课 3000 千瓦发电机发电，轧钢课小
型轧钢机开车，炼焦课的焦炉启封，炼钢课的炼钢炉开始准
备炼钢，机车厂职工也在接管组的带领下日夜抢修设备，在
解放后第 4 天也开始生产。4 月 27 日，化学厂接管组和职工
完成检修工作，待电力供应恢复，该厂迅速复产。至 1949 年
5月中旬，除少数工厂因为遭炮火严重破坏而无法投产外，太
原城内外的大多数工厂都恢复了生产。

太 原 化 学 厂 工 人 在 恢 复 生 产 中 修 复 精 制 搅
拌装置（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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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年 之 际 ，我 们 深 切 缅
怀太原战役中牺牲的人
民 英 雄 ，更 不 会 忘 记 那
些在隐蔽战线上为共和
国献出宝贵生命的无名
战士。

1949 年 3 月 10 日 ，
距 离 太 原 解 放 仅 有 45

天，年仅 35 岁的中共地
下党员 李 祥 瑞 和 刘 鑫 、
梁 维 书 、李 心 平 、尚 勉
旃 、李 建 唐 、韩 建 民 、卫
吉祥等 8 名革命青年被
反 动 派 残 杀 ，他 们 用 青
春 的 鲜 血 染 红 了 曙 光
中 太 原 城 墙 上 的 猎 猎
红旗。

翻开李祥瑞同志已
故 爱 人 、太 原 巨 轮 街 道
办事处离休干部杨慎的
回 忆 文 稿 ，一 行 行 血 与
火 凝 结 成 的 文 字 间 ，一
位信仰坚定的青年党员
向我们徐徐走来。

李 祥 瑞 ，1915 年 生
于静乐县（今娄烦县）娄
家 庄 村 一 个 耕 读 世 家 。
1932 年 考 入 太 原 成 成
中 学 ，在 校 期 间 参 加 了
革命。

1943 年，受党指示，
李 祥 瑞 与 地 下 党 员 、青
干校校长赵宗复取得联
系 ，赵 宗 复 委 派 李 祥 瑞
为青干校分会副主任特
派员。青干校原是阎锡
山培养国民党特务的学
校，学生轮流外出搜集反阎言论，侦察共产党活
动行踪。阎锡山在同志会执行部专设服务管理
科，让学生们绕过学校直接到这里汇报，并派侍
从秘书徐建三亲自抓管理服务科和青干校工作，
让忠于阎锡山的职业特务和爪牙担任青干校班
队指导员、政训员等合法身份。我党知情后，团
结争取了一部分进步学生，只向服务科汇报一些
无关紧要之事，粉碎了阎锡山的阴谋。

1946年 5月 1日，在党的指示下，青干校改为
国民师范学校，李祥瑞任国民师范学校同志会校
分会主任特派员，后任政训室主任。虽然李祥瑞
和赵宗复身份没有暴露，但阎锡山疑心很大，不信
任赵宗复，在国民师范仍然安插着特务眼线。敌
人在国民师范门口西侧开了一个黄河书店作为特
务机关，秘密监视赵宗复和李祥瑞的活动。当时
赵宗复是进山中学校长，进山中学后门对着国民
师范校门。为躲避特务监视，李祥瑞妻子杨慎抱
着儿子来到这里，佯装在校门口玩耍，李祥瑞便借
机串到赵宗复家里，和赵宗复交换文件情报和意
见。他们夫妇就这样在太原上马街 2号国民师范
度过了一段危险的难忘岁月，随时冒着被捕杀头
的危险。李祥瑞这样告诉妻子：“一个革命者，应
该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人活着要有价值，我
们要多为党工作，多为人民作贡献。”

1948年秋，李祥瑞以“反动基干”身份参加了
基干委员会组织的检查太原城防工事活动。此
时，阎锡山反动统治已大厦将倾。李祥瑞胆大心
细，将检查情况毫无遗漏地绘制成图，将国民党
碉堡位置及数目图、地道、兵力分布和军火配备
情况，一一作了详尽说明，形成一份报告，交给赵
宗复，赵宗复转交进山中学政训教导员、我党地
下交通员曹瑞庭，由曹瑞庭送至我解放区——太
谷县九〇九办事处。曹瑞庭在途中被特务抓获，
图纸落在了特务手中。因曹瑞庭是进山中学学
生，敌人便将进山中学可疑人员赵宗复、韩建民、
刘鑫、梁维书、卫吉祥等批捕。考虑到李祥瑞同
志处境十分危险，党组织决定让他撤离太原，并
派几个月前转移到解放区的国民师范地下党员
张瑛秘密回并，计划带领李祥瑞在暮色掩护下离
开太原。李祥瑞嘱咐杨慎，他还不能走，一是走
后无人打探赵宗复的情况，得设法营救他；二是
他一走，杨慎和孩子必然暴露。

不久解放军包围了太原城。阎锡山为减轻太
原的生活压力，命令城中职工家属、老弱病残迅速
疏散。大部分市民到了北京，杨慎带着孩子随学
生们也到了北京。夫妻含泪作别，谁知竟成永诀！

太原战役已经打了 5 个月，1949 年 3 月 5 日
至 7 日，党组织和曾在晋中战役中被我军俘虏后
释放的国民党军长李治发取得联系，李治发同意
发动起义。经过几次商谈，制定了具体起义安排
计划，谁料这个反动透顶的家伙耍两面派伎俩，
竟然把起义计划和我军带队名单向阎锡山告密，
致使起义失败。3 月 10 日，李祥瑞与其他 7 名党
员青年被捕，梁化之对李祥瑞进行威胁利诱，李
祥瑞大义凛然，毫不畏惧，为太原解放献出了自
己的生命。

1949 年 4 月 24 日，崭新的红旗插上了太原
城头，可惜李祥瑞等在隐蔽战线上英勇战斗的青
年战士已经长眠于并州大地，他们的名字将永远
被铭记。

午后暖融融的阳光穿过四四
方方的玻璃窗，照在坐在炕沿上
瘦小精干的狗世子老人身上。95

岁的老人眼不花耳不聋，讲起解
放太原的支前故事，底气充沛，条
理清晰。

1948 年 11 月的一天，凌晨 3

点多，一阵急风骤雨似的“哒哒”
声 惊 醒 了 娄 烦 县 盐 市 崖 村 的 睡
意。黑漆漆的夜色里，依稀可以
看 清 一 队 移 动 的 人 影 和 毛 驴 队
伍，那是支援解放太原去送粮食
的老百姓。为了早一些将粮食送
到 前 线 ，他 们 走 的 是 最 近 的 小
道 。 临 行 前 ，村 干 部 反 复 叮 咛 ：

“咱们是解放太原的大后方，前线
战士们正拼着性命冲锋陷阵，咱
老百姓也不能闲着，要尽咱们最
大的力量支持他们。狗世子，你
路熟，领着大家伙儿快去快回。”

“保证把粮食按时送到！”狗
世子信心十足地向村长保证。

这支运粮队一共 4人，都是村
里的精壮汉子，张文兴、张安海、
张有全，还有狗世子。狗世子，大
名叫张有来，村里动员支前送粮
时，他第一个就报上名。村里有
人劝狗世子：“你是你娘好不容易
养大的心肝宝贝，不守着娘，胡掺
和甚，把好粮交上就行了。”可狗
世子用娘的一句话堵住了众人的

嘴：“咱过上好日子，不能忘了共产党！”
狗世子念过书，又写得一手好字，因此常参加村里的

一些重要会议。由此，他知道，为支援解放太原，娄烦掀起
了轰轰烈烈的支前运动。青年们踊跃奔赴前线参战，更多
的群众在娄烦后方根据地开展着支前运动，留守在家的妇
女们则担负起纺纱织布、耕田种地、赶做军鞋的活儿。驻
扎的部队被服厂，为解放军赶制的军装、被褥和军用物资
源源不断送往前线。“母亲送儿打顽军，妻子送郎上战场”
踊跃参军支前的生动场面在娄烦屡见不鲜。这些激动人
心的消息在狗世子心里泛起了波澜，生了根、发了芽。

从盐市崖到阳曲县，徒步得三天三夜。为了赶时间，他
们翻山越岭，穿沟过河，走的都是小路。饿了吃口干粮，水
喝完了，碰上冻冰便欢喜不尽。为了早日把粮食送到，他们
尽量少休息。狗世子的脚板不知啥时候打了泡，每走一步
都钻心地疼。当他们终于走到阳曲北小店，看见络绎不绝
的送粮支前队伍时，狗世子和队友心中涌起阵阵自豪。

其实，狗世子的送粮队，只是娄烦支前运动中的沧海
一粟。

娄烦县革命斗争史资料《红色记忆》中有这么一段记
录 ：“ 据 参 加 过 解 放 太 原 支 前 的 郝 白 玉 老 人 生 前 回 忆 ，
1948 年 10 月去的 2000 多人只是第一批，后来又派过第
二批和第三批……直接参加解放太原支前的人数差不多
有一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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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榆树的守望
林小静

复工复产 重建家园
张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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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榆树，73 年间，挺拔在华北大地
的深山里，默默守护着一位烈士。只为某
一天，能作为一个标志，被烈士后人找到。

这棵树，生长在太原市杏花岭区野
鸡庄村。烈士的名字，叫马振忠。

1948 年 7 月，晋中战役取得胜利，解
放大军准备乘胜夺取太原，并于 10 月 5

日发起战役，经过 11天作战，占领了武宿
机场，突破了城南、城北的首道防线。同
时，对东山守军发起总攻。

东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在与敌人
经过多番较量后，11 月 12 日，解放军控
制了东山，4 天后，中央军委命令部队缓
攻太原，就地休整。

在 参 加 太 原 总 攻 战 役 的 浩 荡 队 伍
中，有一位持河北口音的年轻战士，他入
伍 4 年 ，此 时 已 是 20 兵 团 67 军 200 师
599 团的一名炮兵班长。这名战士，就是
马振忠。

马振忠所在的部队抵达太原城外东
山一带的作战地点后，接到围困卧虎山、
保障攻城部队侧翼安全的任务。4 月 20

日，太原总攻战役打响，敌我双方交战异
常激烈。次日，马振忠的炮兵班，担负起
在野鸡庄村南侧的山梁上为总攻部队提
供炮火支援的重任。

在马振忠的指挥下，一枚枚炮弹准
确地射向敌人阵地。敌人恼羞成怒，向
这道山梁发来多枚炮弹，小小的山梁顷
刻炮火包围。为了掩护总攻部队，马振
忠没有离开自己的炮位，沉着冷静地指
挥身旁的战士发射炮弹，并用手中已经
磨得只剩一小截的红色铅笔头，在纸上
快速地计算着坐标。

此时，敌人的一枚炮弹，自西向东，
又朝马振忠和他的炮位射来。炮弹在山
梁上爆炸，激起漫天的火光。在爆炸声
中 ，24 岁 的 马 振 忠 倒 在 了 心 爱 的 大 炮
旁，也倒在了太原解放前的黎明中。

马振忠牺牲后，考虑到太原总攻战
役正打得吃紧，部队决定将烈士就地安
葬。可野鸡庄村到处都是沟沟坎坎，漫
山遍野的榆树也都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烈士的遗体到底安葬在哪里，才更便于
将来寻找呢？

这时，野鸡庄村地下工作者郝树旺
找到部队，说：“把烈士埋到我家的祖坟
旁吧。”就这样，在村民们的帮助下，马振
忠的遗体被安葬在郝家的祖坟旁。 3 天
后，太原解放了。

马振忠牺牲的时候，正是榆树结籽
的季节。盛夏，一棵幼小的榆树苗，悄然
在坟旁长了出来。一年又一年，这棵榆
树迎着风、沐着雨，从幼苗变成了小树。
忽然有一天，一阵狂风暴雨袭来，将这棵
小 树 吹 倒 在 地 。 村 民 们 都 以 为 它 会 夭
折，可谁知没多久，从小树的根部，又长
出了一根细细的枝干。

小榆树生命顽强，历经雷雨，越长越
高，也越长越粗，而烈士的坟头却因风雨
侵蚀，越来越小，也越来越矮，最后成为
一片平地。如果没有人提醒，谁也不知
道那里曾埋葬着一位年轻的烈士。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渐渐地，小榆
树成了老榆树。村中的长者在给晚辈讲
述那段硝烟滚滚的往事时，也总会把“郝
家祖坟旁埋着一位解放军战士”说成“老
榆树下埋着一位解放军战士”。

这棵榆树也仿佛知道自己长在了一
个特殊的位置，它的根须仿佛触摸到了
烈士年轻的遗骸，触摸到了烈士胸腔中 7

颗冰凉的炮弹弹珠，触摸到了烈士生前
紧握在手中的那截红色的铅笔头……

所以，它努力伸展枝干，向着苍穹，
挺拔、成长，只为成为一个标志，让烈士
的后人找到这里。

2022 年初春，在烈士倒下后的第 73

年，他的后人在太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
帮助下，翻山越岭找到了野鸡庄村，在那
棵守望了 73 年的老榆树下，找到了烈士
的遗骸。

如今，距离马振忠牺牲已经整整过
去了 75 年，烈士的遗骸也迁往了烈士陵
园，而那棵老榆树，依旧挺拔在那里。它
像一位沧桑的老人，继续守望着烈士长
眠过的那片土地，因为英雄虽去，但故事
犹在。

75 年，弹指一挥间。太原这座城市永远不会忘记，那段硝烟弥漫、艰苦卓绝后的浴血重生；太原人民更不会忘

记，那段军民团结一心、共同夺取胜利的光辉历史。战火烽烟虽已远去，红色岁月永远定格。太多的往事值得我们
回忆，数以万计的英雄需要我们铭记。缅怀，是为了更好地弘扬；回望，让我们更好地出发。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