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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青山抗日斗争史》

前言

　　大青山抗日斗争史是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党中央、毛主席根据
全国抗日战争的战略要求决策并领导创建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它是晋绥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
在华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中，乃至在全国的抗日战争中，均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大青山抗日游击战
争是在没有巩固的后方和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进行的，在抗击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的同时，有时还要
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作斗争。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经历了极为艰苦曲折的历程，终于坚持到抗
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大青山抗日斗争中有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创造了极其丰富的斗争经验，
特别是创造了具有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的特殊经验，自然也有值得借鉴的教训。因此，全面系统地研
究大青山抗日斗争史，不仅对全国的抗日战争史是个必须的补充，而且总结历史的经验对进行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对于进行热爱党、热爱祖国和热爱社会主义的教育，也是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的。　　一九八二年七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太原主持召开了华北地区党史资料
征集工作会议。在会上商定由山西省和内蒙古协作编写《晋绥抗日根据地史》，内蒙负责编写《大青
山抗日斗争史》，作为《晋绥抗日根据地史》的一部分。八月，内蒙古党委正式决定编写《大青山抗
日斗争史》，并成立了郝秀山为组长，黄厚为副组长，王威、云一立、刘启焕、许承琦为成员的编写
领导小组。接着以内蒙古大学中共内蒙古地区党史研究所为主，并从内蒙古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
室等单位抽调部分专业研究人员组成编写组，从一九八三年三月开始进行编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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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青山抗日斗争史》

内容概要

《大青山抗日斗争史(新版)》内容简介：大青山抗日斗争史是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史的一个重
要的组成部分。党中央、毛主席根据全国抗日战争的战略要求决策并领导创建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
地，它是晋绥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在华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中，乃至在全国的抗日战争中，均占有
重要的战略地位。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是在没有巩固的后方和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进行的，在抗击日
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的同时，有时还要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作斗争。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经历了
极为艰苦曲折的历程，终于坚持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大青山抗日斗争中有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
事迹，创造了极其丰富的斗争经验，特别是创造了具有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的特殊经验，自然也有值
得借鉴的教训。因此，全面系统地研究大青山抗日斗争史，不仅对全国的抗日战争史是个必须的补充
，而且总结历史的经验对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对于进行热爱党、热爱祖国和热爱
社会主义的教育，也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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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青山抗日斗争史》

书籍目录

《大青山抗日斗争史》插图新版前言前言第一章　“七七”事变前后的绥察形势(1936～1938年)  第一
节  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政策”及绥察沦陷    一、日本帝国主义觊觎“满蒙”由来已久    二、日寇进
军绥察，煽动“独立”“自治”    三、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再度侵绥  第二节各族各界抗日救亡运动
的兴起    一、绥察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二、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武装抗日    三、毛泽东同志
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和百灵庙军事暴动    四、绥远抗战和援绥抗战运动    五、“七七”事变后抗日救亡
运动的发展    六、蒙汉抗日游击队及其抗日斗争  第三节  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一、伪蒙疆政府
的建立及其统治    二、日伪法西斯军事统治    三、特务统治遍布“蒙疆”    四、“蒙疆”经济的殖民
地化    五、鼓吹奴化思想，实行奴化教育第二章　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1938年4～12月)　第一
节　大青山地区的战略地位及党中央的战略决策    一、大青山地区的概况    二、大青山地区的战略地
位    三、党中央的战略决策　第二节　八路军挺进大青山    一、大青山支队的组建    二、战动总会晋
察绥边区工作委员会    三、成成中学师生支队    四、挥师北上    五、第二次北上　第三节　转战阴山
七百里    一、开辟绥中    二、挺进绥西    三、回师绥南    四、粉碎日寇冬季“扫荡”和我军主力东调　
第四节　清剿土匪为民除害    一、绥远土匪的由来及惨绝人寰的匪患    二、党对土匪的政策及剿匪斗
争    三、绥中剿匪    四、绥西剿匪    五、绥南剿匪第三章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发展(1939年1月
～1941年12月)  第一节  党中央对绥远敌占区工作的方针    一、《中共中央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    二
、《中共中央关于绥远敌占区工作的决定》  第二节　绥远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一、党的领导机构的
沿革　⋯⋯第四章　战胜极端困难，坚持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1942～1943年）第五章　大青山抗日
游击战争的胜利(1944年1月～l945年9月)附录一　大事年表附录二　党政军组织序列表附录三　烈士传
略附录四　大青山抗日烈士英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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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青山抗日斗争史》

章节摘录

　　一九四三年六月，塞北区工委根据绥远敌占区形势，决定组织若干支短小精悍的武工队，钻人敌
占区，发动与组织群众，采取多种方式孤立打击敌人，挤掉敌人一部分据点，逐步恢复抗日游击根据
地。一开始向绥南地区派出的几支小武工队都没站住脚。七月，塞北军分区司令部从一团抽出九名干
部战士组成一支精干的武工队，由组织股长安正福任队长，下有直属队指导员李光、排长崔占标、王
虎清、李培旺及一个班长和三名战士，带步枪五支、短枪四支，向绥南和林县进发。安正福武工队由
司令部骑兵部队护送。从偏关老营出发，昼伏夜行，跋山涉水，到达和林山区灯笼素一带：护送部队
返回后，武工队化装成当地老百姓，在山里隐蔽了三天。尔后，他们夜进刘家窑子与群众联系，了解
到敌人的许多情况和群众的顾虑。九个同志每日白天上山，晚上到周围村庄进行宣传，靠吃草籽面窝
头充饥。·天夜里，武工队俘虏了正在作恶的九名土匪，把土匪抢来的财物全部归还群众；得到群众
的拥护。在此基础上，他们逐步争取伪甲长以至保闾长，巧用计谋，发动群众进行合法斗争，利用伪
乡政权为我服务，打击了欺压百姓、忠心事敌的汉奸，把武工队活动地区大部分村政权掌握在可靠的
群众手里，月和乡、兴和乡、日和乡、福和乡等地的工作得以顺利展开。不久，武工队在郭保窑子接
收了第一个志愿兵——郭三娃，依靠群众站稳了脚跟。群众要求加入武工队的越来越多，武工队从中
选择一批政治上纯洁的青年，壮大了队伍。安正福等还深入进行伪军工作，首先争取了黑拉窑、哈达
合少等据点的伪军，并通过他们的亲友劝说，或向伪军中下级军官写信劝告等方式，使周围各据点都
有一些被争取过来的伪军。武工队俘虏伪军后，不下他们的枪马，只对他们进行教育后释放。一些伪
军官兵也主动来与武工队拉关系，如黑拉窑一个姓范的伪署长能经常为武工队送情报，使我军对敌人
的行动计划了如指掌，并通过伪军搞到了成箱的武器弹药。一九四三年冬天，和林武工队发展到近百
人。山里的敌据点有的被武工队拔掉，有的被武工队挤跑，和林县的局面迅速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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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青山抗日斗争史》

编辑推荐

　　纪念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创建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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