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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西抗日游击队独立二营始建于 1939 年春。当时，我平西部队已合编为挺进军，萧克同志任司令员。

4 月，八路军总部指示挺进军，主力不再挺进冀东，以巩固和发展平西为目前阶段的中心任务。根据总部

指示：以山区为依托，向平西东南方向的房山、涿县、涞水三县平原地区发展，扩大平西抗日根据地。于

是，在军事斗争的同时，部队抽调部分干部和骨干，配合地方工作人员，积极宣传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及

群众团体，组织地方武装，迅速开辟了房、涿、涞平原地区，从而使平西根据地扩大将近一倍
①
。 

    独立二营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是张克勤同志。张克勤(1904—?)，长沟乡沿村人。抗战前在岳各庄乡五侯

村初小教书。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克勤同志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和对祖国的热爱，毅然弃家舍

业，到平西根据地参加了八路军。根据上级指示，张克勤同志任游击队二营营长，人马由自己出山扩充。

张带着这个艰巨任务重返五侯。首先找到家境贫寒的王焕文同志，向他讲了许多抗日救国的道理，讲了建

立独立二营的重大意义，明确指出建营后的工作目标。时年二十六岁的王焕文同志血气方刚，思想进步，

再加上苦于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奴役，当即表示志愿加入八路军游击队，誓与日本鬼子血战到底。 

    张克勤同志十分高兴。任命王焕文同志为二营第一中队长。随后，王焕文同志又找来与自己年龄相仿

的一伙青年(其中金茂、陈树、王凤才、朱德凤等后来都成为我八路军优秀干部)，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

独立二营第一中队就这样组建起来了。 

    队伍建起来了，营部设在张坊。下一步怎么办?当时，整个队伍中只有张克勤佩带一把手枪。于是，张

克勤、王焕文带着队伍，以平西根据地为大本营，经常出没于张坊东北的长沟、坟庄、六间房、甘池、罗

家峪、孤山口、五侯、西营、小次洛、二站、白庄等地以及东南的涿州一带，这儿住几天，那儿住几天。

每日步行百余里，采取游击战术，动员群众，组织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这支队伍，通常是白天隐藏起

来，晚上采取行动，抄小路，过铁道脱了鞋，脚上绑好破棉花，一路小跑。这样，出奇制胜，收拾门岗，

收缴各路“老便”和联庄会以及各村财主家中的武器。 

    那时候，斗争生活十分艰苦。但是，战士们个个精神振奋，斗志旺盛，对胜利充满了信心。从秋季到

冬季队伍就扩大到八十余人，缴获枪支四十余条。当时，平西地区流传着这样两句话：南有独立营，北有

小八路
②
。独立二营的队伍逐渐扩大。不久，上级又给二营派来一个中队，独立二营扩大到一百余人

③
。队

伍扩大后，新成员大量增加，成分较为复杂。一些土匪、流氓、投机分子也混了进来，给二营带来一些不

良影响。违犯纪律现象时有发生。例如，二营成立约半年时，军需长赵凤喜(五侯人)与高某(长沟人)经常

偷偷外出绑票，屡教不改，影响极坏，后被上级组织惩处。再如营副刘希明(涿州刘庄人)和高某(长沟人)、

崔某(上坡人)等想策划篡权后投降王兰亭，结果阴谋破产后便带十二人十二条枪逃走，后来被王兰亭打死。 

    为了深入开展抗日斗争，增强队伍战斗力，上级指示独立二营调到张坊里的虎各庄进行军事整顿和训练。

1939年 11月，军区指示“对所属部队进行整编，并号召创造主力兵团”。平西挺进军决定，将三十二大队的

两个营和房、涿、涞游击支队编入三十三大队。番号为晋察冀军区第七团。从此，平西独立二营被编入七团。 

七团在整训中，首先进行了纪律教育，发动群众，批判不良倾向，清洗了奸细、投机分子。通过整训，

部队的政治思想觉悟和军事技术都得到明显提高，政治工作和管理教育得到加强，官兵关系和军政军民关

系进一步改善，从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为粉碎翌年敌人的大规模“扫荡”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④
。 

 

注： 

①、④根据《平西儿女》中李水清同志所著《晋察冀军区第七团抗日斗争史》整理。 

②“南有独立营”指平西抗日游击队独立二营，“北有小八路”指当时有位叫许亚斋的人自发组织起武装队

伍，后编入八路军。 

③独立二营只发展到两个中队，没有第三中队，后便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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