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档案里的党史

冀鲁豫军区的诞生

内黄县档案馆供稿

内黄县在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党的组织，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民革命斗争蓬蓬勃勃。

1937 年“七七事变”后，内黄红色沙区即组建成立了抗日武装，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

武装抗击敌人斗争。1939 年，杨得志率部开辟建立了以沙区为中心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1940 年 4 月底，冀鲁豫军区在沙区的内黄县南张保村成立,是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最早的

军事领导机关；同时，在沙区对八路军第二纵队进行整编并宣布成立冀鲁豫边区军政委员会。

1941 年 1 月，冀鲁豫边区行政主任公署在内黄县张固村选举成立。冀鲁豫军区和八路军第

二纵队在中共党史和中国抗战史上，都占有重要的位置。

内黄红色沙区革命纪念馆——冀鲁豫军区成立浮雕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发挥档案存史留凭、

资政育人作用，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开展，特开设“档案里

的党史”专栏，通过馆藏档案资料展示，回顾党的奋斗历

程，讴歌党的光辉业绩。



1938 年 8、9 月间，129 师东进纵队司令员陈再道和 386 旅政委王新亭、115 师 344 旅

代旅长杨得志，统一指挥东进纵队、青年纵队、新一团、689 团，在卫河沿岸发起漳南战役，

基本肃清了平汉路以东、漳河以南和卫河两岸近百里地内的伪军与土顽部队，开辟了内黄、

汤阴、浚县、安阳、滑县等县，建立了内黄、安阳、汤阴三个县的抗日民主政府。漳南战役

结束后。杨得志率领 344 旅 688 团到内黄县的井店、千口（井店、千口当时属濮阳县，1949

年划给内黄县）、后河一带活动，帮助恢复建立了中共内黄县委，筹备成立了濮内滑三县边

抗日救国会，整顿扩大地方抗日武装。年底，杨得志奉命回山西修整。

杨得志发现，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有四个得天独厚的条件：1.有坚实

的群众基础。由王从吾、平杰三、刘汉生、陈少敏、赵纪彬等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各级党组织，

始终在坚持战斗。2.行政区划犬牙交错，远离中心城市，敌人的统治薄弱。3.地处黄河故道，

沙丘起伏，沟壑纵横，枣林密布，不利于敌人大部队纵深作战。4.人口稠密，兵员充足，有

利于扩充部队。1939 年 2 月，杨得志、崔田民再次率领 344 旅旅部 100 余人，开赴冀鲁豫

边区的井店镇，与先期到达的韩先楚会合，开辟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1940 年 4 月 18 日，冀鲁豫区党委在清丰县王什集成立，委员会由王从吾、杨得志、刘

晏春、崔田民、信西华组成，书记王从吾（当时，王从吾在延安未到职，4 月底，太南区党

委书记张玺随三四四旅到冀鲁豫边区，任党委书记），组织部长信西华，宣传部长刘晏春。

区党委成立后，机关驻在内黄县大堤口、后化村等地。

1940 年 4 月 30 日，冀鲁豫军区在内黄县南张保村成立，同时宣布八路军第二纵队整编

后的领导机构（南张保村距离清丰县王什集约 6 公里）。冀鲁豫军区：司令员黄克诚，政委

崔田民，参谋长卢绍武，政治部副主任唐亮。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委黄克诚，

参谋长卢绍武，政治部主任崔田民。并成立冀鲁豫军政委员会，黄克诚任书记，成员有：杨

得志、张玺、崔田民、信西华、晁哲甫、安法乾。军政委员会是边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对

冀鲁豫边区党政军群实行一元化领导。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司令部和军政委员会机关随主

力部队活动。



1940 年 4 月 30 日，冀鲁豫军区在内黄县南张保村成立。这是成立时冀鲁豫军区领导人合影

左起：昌炳桂、刘震、杨得志、吴新泉、卢绍武、崔田民、李雪三、覃健

当时，冀鲁豫边区共有 18 个县，即河南省的浚县、滑县、考城、内黄、封丘、安阳 6

个县；山东省的菏泽、郓城、曹县、濮县、观城、范县 6 个县；河北省的东明、长垣、濮阳、

清丰、南乐、大名 6 个县，大小市镇 200 余个，村庄约有万余，人口 300 多万（《1940 年

韩先楚《冀鲁豫根据地概况》）。冀鲁豫边区 1941 年 7 月发展到 49 个县，1944 年 6 月发

展到 101 个县。

1941 年 1 月 7 日至 15 日，冀鲁豫边区在内黄县张固村选举成立冀鲁豫区行政主任公署

（三三制政权），行署主任晁哲甫，副主任崔田民、贾心斋。行署机关先后驻内黄县大堤口、

桑村等地。至此，冀鲁豫边区完成了党政军机构建设，实现了全区的统一领导。



1940 年 4 月，八路军第二纵队新编第二旅在内黄县牡丹街、李官寨整编，这是整编后连级

以上干部在牡丹街清凉寺的合影

1940 年 6 月，冀鲁豫军民粉碎了敌寇“五·五大扫荡”后，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

部署，由黄克诚将军率领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 344 旅和新二旅的 5、6 团共计 12500 人南下

支援新四军，1941 年“皖南事变”后，改变为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和第十旅，开辟和坚持

了豫皖苏根据地。第二纵队主力南下后，杨得志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不久整编成立了新的

第二纵队，司令员仍然任司令员。

1941 年 4 月，日寇对以内黄沙区为中心的冀鲁豫根据地进行“绝望大扫荡”，根据地

遭受极大创伤，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转移到山东濮范观地区（今分属河南省、山东省）。7

月，鲁西与冀鲁豫两区合并为冀鲁豫边区，合并后的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为崔田民，政委苏振

华。1944 年 6 月，冀鲁豫与冀南两区合并为冀鲁豫边区，合并后的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宋任

穷，政治委员黄敬。

冀鲁豫军区的成立，标志着冀鲁豫边区抗日武装有了统一的坚强领导，从此开始了更

加波澜壮阔的抗日游击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