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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山区霞云岭乡的上石堡村，地处京西百花山的一个山口中，是霞云岭乡的门户，也是平西抗日根据

地的前哨。上石堡村党支部是房山区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她是由房(山)良(乡)联合县抗日救国会组织部

长赵然和上石堡村共产党员于进琛于 1938年 6 月建立的。 

    于进琛是上石堡村的进步青年。1938 年 5 月，在建立房(山)良(乡)联合县政府期间，他经常到县政府

所在地长操村开会，此间，结识了赵然。这两个青年志同道合，说话做事非常投机默契。当赵然经傅伯英

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赵又介绍于进琛入了党。于进琛常回村发动和组织群众抗日。赵然为开辟抗日根

据地也常到上石堡村来。他们在村子里做发动群众抗日的工作，还先后介绍王兴云、李甫贵、谢景申、郑

修贤、王水、谢景河六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县委批准，1938 年 6 月，上石堡村正式成立了党支部，于

进琛为支部书记，谢景河、王水为支部委员。党支部成员分工为：谢景河任组织委员兼农会副主任，王水

任宣传委员，王兴云任民兵指导员兼村武委会主任，李甫贵任农会主任兼民兵中队长，谢景申任青年主任。 

    党支部成立后，积极带领群众开展反资敌、夺权、减租减息、成立粮食借贷所救济穷人、向上级党组

织报告敌情等活动。 

    抗战时期，上石堡村有 90户，426 口人，有 530 亩耕地，其中地主的地就占了 380 亩。村民每年交地

租 231 石，是个佃户村。伪政权村长赵琪、会计王洵利用手中权力，向村民摊粮派款，以资助南窖据点的

日伪军，他们还从中贪污、盗窃，群众对此非常气愤。党支部成员在群众中秘密做工作，检举揭发伪政权

的罪行，发动群众与伪政权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村民选举时，群众选举了于进琛为村长，而伪政权成

员全部落选。从此，村党支部掌握了村政权。 

    1939 年是上石堡村天灾人祸严重的一年，夏季发洪水，秋季闹虫灾，加上日本侵略军大肆实行烧光、

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村民生活极为困难。秋后，党支部研究决定，以农会出面跟地主作斗争，要

求减租。当年减租 40 多石。与此同时，还成立了粮食借贷所，向地主及富裕农民要粮食 4000 多斤，借给

村民，解决了穷苦村民吃粮问题。党支部还多次将日伪军及特务、汉奸活动情况，写报告送给区、县党组

织。 

    1940 年农历十一月，房良联合县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一区事变”，上石堡党支部遭到破坏。由于特务、

汉奸告密，于进琛、李甫贵、王兴云、谢景申四名共产党员，于 1940 年农历十一月十二日夜间被敌人抓捕，

送到南窖敌人据点。他们受尽严刑拷打，最后，被敌人杀害在南窖村西。从此，上石堡村党支部暂时停止工

作。 

1941 年 3 月，房良联合县九区组织委员王荣善，到该村恢复建立了党支部，支部书记谢景河，支部委

员王水。以后又发展了王兴元、隗和宽、隗和常、于进水、郑全巨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上石堡村党支部

恢复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是先进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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