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1943

年
7

月
10

日， 日军约
2

万人企图以林县
为据点，继续向太行区进犯。八路军

129

师决定以太
行军区、冀南军区主力各一部，冀中警备旅和太行五
分区地方武装共约

15

个团的兵力，分为东、西两个
作战集团，发起林南战役。历时

9

天的林南战役共歼
日伪军

7000

余人，收复据点
80

余处，解放人口
40

余万。 《新华日报》太行版在《评八路军豫北大捷》一
文中指出： 林南战役是太行山上三年来继百团大战
之后最大的一役。

图为我太行八分区在林县召开反对投降，反对内战大会。

(

资料图）

林南战役：八路军抗战经典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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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南战役

� � � � 1943

年
8

月， 在抗日战争中，

中国八路军太行军区、 冀南军区部
队在河南省林县、 辉县地区对日伪
军的进攻战役。

伪第
24

集团军之暂编第
5

、第
7

军及太行保安队共
2

万余人，在
日军第

35

师团
3

个步兵大队配合
下， 于

7

月上旬侵占太行区之林县
城及其周围地区。 为了歼灭该伪军
主力，保卫太行抗日根据地，八路军
太行军区在总部统一作战部署下，

决心集中太行军区主力、 冀南军区
一部及冀中警备旅等部， 首先分割
包围和各个歼灭林县城伪军指挥中
枢及其周围据点， 尔后歼灭林县以
南各据点伪军。太行军区、冀南军区
部队以第

1

、第
10

、第
13

、第
34

、第
771

团和警备第
2

团组成的战役东
集团主力， 于

18

日零时
30

分直插
林县以东之蒋里、曲山等地区，包围
南北陵阳、东西夏城等伪军据点，牵
制林县城日伪军主力，以第

2

、第
3

、

第
20

、第
32

、第
769

团和警备第
32

团组成之战役西集团， 乘势集中主
力向林县城及其外围据点发起强
攻，一举攻入城内，全歼伪军，伪前
敌总指挥刘月亭负伤潜逃， 伪军参
谋长何光弟被击毙。

19

日，西集团
又连克马圈、 西坛等据点， 全歼守
军。与此同时，东集团先后攻占南北
陵阳、曲山、姚村等据点，伪军被全
歼。

20

日，八路军乘势南下，东集团
军收复东姚集，攻占李家厂，横扫鹤
壁集、西鹿楼以西地区；西集团军收
复河涧、原康，攻克东、西平罗等地
区。

24

日，由安阳驰援之日军第
35

师团
1000

余人，由辉县出援之日军
400

余人， 分别进抵林县、 临淇地
区，

26

日又进占原康、连家坡一带，

遭到太行军区部队迎头痛击。 时值
秋雨连绵，山洪暴发，日军惧怕被包
围聚歼，乘夜渡河向林县撤退，战役
结束。

此役历时
9

天， 八路军共歼灭
日伪军

7000

余人， 缴山炮
1

门、迫
击炮

20

门、 轻机枪
83

挺、 步枪
3118

支，击落日机
1

架，攻克与收
复据点

80

多处， 解放了林县以南、

辉县以北拥有
40

余万人口的地区。

林南战役使林县南部、 辉县北部的
敌人遭到毁灭性打击， 刚刚创建的
林（南）县、汤阴、淇县、汲县、辉县抗
日根据地得到巩固， 开辟了豫北抗
日根据地， 为八路军继续向南发展
打开了局面。 战役中， 八路军伤亡
790

余人，团长周凯东阵亡。

（综合）

〉〉〉相关链接（

1

）

林南战役与卫南战役

� � � � 1943

年
5

月， 驻防豫北的国民党军第
24

集团军正副总司令庞炳勋、孙殿英率集团军大
部投降日军， 与伪军杜淑部合编为伪第

24

集团
军，下辖暂编第

5

、第
6

、第
7

军和独立第
1

、第
2

旅
及太行保安队等部，盘踞于平汉铁路新乡至安阳段
各要点及两侧地区，积极配合日军进攻太行和冀鲁
豫抗日根据地。

7

月
10

日，位于平汉路以西的伪第
24

军团军暂编第
5

、第
7

军和太行保安队共
2

万余人， 在日军第
35

师团
3

个步兵大队的配
合下，侵占林县城及其周围地区；位于平汉路
以东的伪暂编第

6

军及独立第
1

、 第
2

旅共
8000

余人，侵占卫河以南的滑县、长垣间的焦
虎集与瓦岗集地区。

为粉碎日伪军在太行山南部扩张的企图，

扫除建立太南新区的障碍，巩固与扩大抗日根
据地，八路军第

129

师计划发起林（县）南战
役。 八路军总部同意该师实施林南战役，并指
示冀鲁豫军区配合。 于是，冀鲁军区决定同时
实施卫（河）南战役。

冀鲁豫军区以第
16

、 第
21

团及新编第
4

路、卫河支队和骑兵一部及地方武装，由军区副
政治委员苏振华、参谋长阎揆要指挥卫南战役。

8

月
19

日，冀鲁豫参战部队奉命复出，远程奔袭驻袁庄
的伪第

7

师残部及独立第
2

旅。伪暂
6

军以全力增
援袁庄，企图解围。军区随即以少数兵力封锁、监视
袁庄伪军，集中主力打击增援伪军，将其击退。

然后， 转兵围歼袁庄伪军， 迫其
2200

余人投
降。 当晚，又乘胜向伪暂

6

军军部驻地大范庄

发动进攻，歼其一部。 残余伪军向卫河以西逃
窜。 此役，共歼灭伪军

5600

余人，收复和开辟
了卫河以南地区。

八路军第
129

师于
8

月
2

日制定了《林南
战役纲要》，次日，召开作战会议。

8

月
16

日，

东西两集团从平顺、壶关地区出发，远程奔袭
林县城及其周围地区。

26

日，两路日军会攻原
康，遭到西集团的迎头痛击，被迫于当晚渡淇
河撤回林县。 历时

9

天的林南战役遂告结束。

卫南、林南战役，是
1943

年八路军对华北
敌后伪军发动的一次规模较大的进攻战役，取
得了共歼灭日伪军

1.2

万余人的重大胜利，开
辟了卫南、豫北广大地区，揭开了华北敌后战
场局部反攻的序幕。 （据搜狐网）

〉〉〉相关链接（

2

）

林南战役胜利后中共设立太行第八区

� � � �

中共太行第八地委旧址位于陵川县夺火
乡夺火村庙凹自然村。

庙凹村，东距凤凰村十余华里，南邻云台
山，西南与夺火乡鱼池村（太行第八专署旧址）为
邻。 中共太行八地委旧址位于村中一旧式小院，原
有的堂房

3

间已改修，

8

间东屋尚存
5

间，依然为村
民居住所用，但旧时的院门现已不存。

1943

年
7

月，太行区林南战役胜利后，为
适应保卫解放区、 扩大根据地斗争需要，

9

月
进行了区划调整，晋冀鲁豫边区在太南地区设
立太行第八区，辖太南豫北的陵川、高平东部、

晋城东部、修武、沁阳、博爱、温县、孟县、武陟、

焦作等县、市和地区。

10

月下旬，太行第八军
分区派主力部队开进陵川境内，迅速将陵川南
部之夺火、马圪当一带山区及豫北、太南交界地
区的国民党残余和敌伪消灭，收复失地

1

万余平方
公里。 中共太行第八地委机关随即进驻夺火庙凹，

由江明任书记，杨待甫任地委组织部长，刘刚任地
委宣传部长，武人文为地委委员。

八地委在陵川西南部，高平、晋城东部和
修武一带地区，以组织救灾度荒、争取群众为
中心，开辟新区，宣传党的政策，建立抗日民主
政权。

1943

年
11

月初，八地委将陵川县委、

县政府及管辖区划进行了调整：在陵川西部和
高平东部地区建立了陵高县；在晋城东部地区

建立了晋东县； 在修武地区建立了修武县，同
时成立了县委、县政府和地方武装。 为执行太
行区城市工作指示，派出

20

余名干部在各敌
占城镇据点， 建立了情报组织和敌工站。

12

月，太行第八经济线工商总局进驻夺火乡寺南
岭、琵琶河等村，成立了晋源涌商店总店，代理
冀南银行工作，并在陵川、陵高、晋东、修武开
设分店。

1944

年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防灾救
荒、整风审干、加强时事教育、对敌斗争第一系
列工作。

2

月，为加强陵高县的工作，控制陵川
与高平敌伪的联系，在陵高公路以北设立了陵
高县路北办事处。

3

月，在修武路南设立了办
事处机构，建立了中共修武路南工委，负责领

导开辟豫北诸县的工作。

10

月，所辖区各支部
进行了普遍深入的整风和减租减息运动。通过
整风，总结支部党员的斗争历史、工作经验，使
支部真正成为农村的堡垒。

11

月初，地委召开
会议成立了八专区农、工、青、妇抗日群团组织
和武委会。 各县区也相应健全了各项组织。

中共太行区第八地委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在
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领导了太南豫北根据地的开辟
和建设工作，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1945

年
12

月
2

日，为适应新形势，晋冀鲁豫
边区再次进行区划调整。太行第八专区更名为第四
专区，地委相应更名，机关迁至焦作，所属陵川县于
1949

年划归驻长治的第三专区。 （据人民网）

图为中共太行第八地委旧址。

(

资料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