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马营乡党史爱国教育基地

1、 李林（1915.11——1940.4），福建省龙溪县（今龙

海市）人，1936 年 12 月 18 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牺牲

救国同盟会会员。先后任西盟会总干事，大同中心区宣传委

员，晋绥边区宣传委员兼第八游击支队队长，国民革命军第

八路军 120 师雁北独立六支队骑兵营教导员，晋西北行署委

员 兼 第 11 专 署 秘 书 主 任 等 职 。

2、雁门关遇赵仲池、刘华香、梁雷。

赵仲池一行赴雁北组建牺盟会雁北游击司令部暨牺盟

会雁北战时委员会途中，遇到李林，李林要求跟随北上。



“在她的坚决要求下，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她了。”（赵仲

池《奔驰在长城内外的女英雄——李林同志牺牲二十周年纪

念》

赵仲池——1936 年以后，他历任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

中共山西省工委、山西省委宣传部长、中共晋绥边区地委书

记。

刘华香——1929年 6月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 年任团政治委员，1933 年任团长。经历五次反“围剿”

斗争。长征途中，担任过红九军团作战科长、团长、师参谋

长。1937 年 9 月延安抗大毕业奔赴雁北抗日前线，任 120 师

独立六支队支队长，1955 被授予少将军衔。

梁雷——梁雷烈士原名德谦字雨田，1911 年 1 月 31 日

生于河南邓县（现邓州市）梁营。（后迁城郊梁庄）1928 年

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就读

于邓县第一小学，开封第一师范初级部，1930 年升入高级部。

1932 年 8 月开封党团组织遭破坏，梁雷转移到河南泌阳，先

后执教于泌阳县师范，民权县师范，杞县大同小学、中学、

邓县女师等校。1935 年 8 月到 1937 年 7 月任杞县大同中学

教务主任，（其间 1936 年春至夏在邓县女师任教）。1937 年

8 月初，梁雷受中共河南省委派遣，赴太原投笔从戎，参加

薄一波等共产党人领导的，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总会办的军

政训练班教导队。8 月下旬，山西省牺盟总会任命梁雷担任



牺盟会雁北战时委员会军事部部长，雁北 13 县游击司令。

接着，阎锡山又委任他为第二战区战地执法司令，同年 10

月 25 日又兼偏关县县长。1938 年 2 月，日军在大同集结万

余兵力，开始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2 月 26 日敌日

伪军五千余人占领偏关县城，梁雷带领 30 余人，在敌军占

领前撤出县城，到南山区光明村、柏家嘴村一带打游击，并

组织群众支前。3 月 18 日，数百名日伪军偷袭包围了柏家嘴

村，梁雷在掩护战友转移中，不幸壮烈牺牲，时年 28 岁。

3、李林同志遗体暂厝纪念馆简介

历史事件：

1940 年 4 月 25 日，日伪军开始对晋绥边区进行第九

次“扫荡”。当时，雁北地区党政机关团体分住在洪涛山西

侧村里休整。25 日得知敌人“扫荡”情报后，晋绥边地委赵

仲池、姜胜与专署李林等立即开会，分析敌情，决定各机关

团体迅速向 120 师雁北独立六支队步兵 3 营靠拢。地委机关

团体及 3 个训练班共计 700 余人在吴辛集合，经夜行军于夜



12 点到达驻地乱道沟村。赵仲池、姜胜、李林和步兵 3 营营

长李登瀛，武养民（副专员）、康庄等领导紧急商定，向敌

薄弱地带平鲁县老县城方向突围，而后与支队主力会合，以

优势兵力打击敌人一路，粉碎敌军的“扫荡”。具体部署是

步兵 3 营 2 个步兵连为前卫开路，姜胜、李林率警卫排政卫

连和步兵 3 营骑兵连作后卫，带领机关、训练班和群众团体，

随 3 营之后突围。

步 3 营立即行动，迅速经过东平太村，冲向陶小峰山头，

发现左前方山头有敌人，将敌人打退，占据有利地形，派出

人员与后续部队联系，但没有结果。敌人组织兵力，又向 3

营反扑，终于抢占山头。

姜胜、李林带的队伍非战斗人员多，没有跟上 3 营。当人

们到达陶小峰山坡时，敌人已经占据山头，并向他们射击。

李林、姜胜只好带领部队和机关人员退到山下的东平太村。

这时候，发现南北山上均有敌军向我方运动，枪声四起，人

们开始慌乱，形势万分危急。这时，姜胜说：“只有让骑兵

连向东方冲去，吸引住敌人，大队人员可向西或北突围。谁

来带领骑兵连向东冲锋呢？”李林立即提起驳壳枪，骑上战

马说“我带过骑兵，我去指挥！”她骑马赶到步兵 3 营骑兵

连面前，大声说“同志们，跟我来！”一路喊杀声四起，向

东平太村东口冲去。敌人误以为我军向东突围，西边山头日

军也向东尾随而来。我大队人马乘机分两路向西和西北突



围 ，转移至安全地带。

李林率骑兵连边打边冲，战斗十分激烈，伤亡惨重。最后，

李林带着为数不多的骑兵战士冲到吴马营乡西短川村边，已

快突出敌人包围圈时她突然听到西南方向枪声紧，知道大队

人马还未突围出去，当机立断，指挥骑兵战士掉头再次杀入

敌人包围圈中，与敌人展开血战。终因寡不敌众，大部分同

志壮烈牺牲，战到最后，仅剩她自己和两名骑兵战士。当冲

到吴马营乡郭家窑村荫凉山拜雨庙前时，李林因坐骑中弹，

摔落马下，腿部和胸部均有负伤。跟随她的最后两名骑兵战

士也壮烈牺牲了。她强忍疼痛，爬到一个地坎边，待敌人冲

上来时，她连连射击，击毙敌人 6 个。这时，李林驳壳枪里

子弹已经打光，小手枪里也只剩一发子弹。当敌人冲到面前

时，她毅然举枪用最后一颗子弹射向自己的下颌，饮弹自尽，

壮烈牺牲，时年 25 岁。

吴马营乡郭家窑村村民石三女与郭爱娃为李林清洗遗体，

发现她的腹部被日军刺刀划开，已见人形的婴儿一同就义。

村民自发将李林遗体收殓于村民胡占义的窑洞中，暂放五日。

今李林同志遗体暂厝纪念馆即原郭家窑村民胡占义的窑

洞原址。

山阴县吴马营乡长期以来作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

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的贡献，而诞生在这片红

色土壤下的李林同志遗体暂厝纪念馆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



命传统精神和党的理想信念等都是对广大党员开展党性教

育的独特资源，对于教育党员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

发扬优良传统、永葆政治本色以及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道德

素养等有着重要的作用，是开展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重要内

容。

发挥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作用，就是要让广大党员学习革

命先烈功高不自居、位高不自显，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

组织、正确对待群众的优秀品格；学习他们先人后己、舍身

忘我、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学习他们践行党的宗旨、发扬

优良作风，始终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伟大精神；学习

他们在处理矛盾时的昂扬斗志和革命激情，在应对复杂环境

和风险挑战时的机智与坚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