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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矿工英勇不屈的抗日斗争

张起林 *
    

房山地区的采煤业历史悠久。20 世纪 20 年代，随着生产

力的发展，房山地区出现了协中、兴宝等近代煤矿，特别是采

用了以蒸汽为动力的运煤高线，集聚了大量煤业工人。煤业工

人不堪忍受资本家及各种反动势力的压迫，进行了坚决的反抗

斗争。1937 年 7 月 7 日，日军蓄意制造卢沟桥事件，中国抗日

战争全面爆发。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房山矿工依靠平

西抗日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畏强暴，英勇不屈，

利用各种形式，同日寇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一、建立工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

1937 年 8 月，在党的洛川会议上，党中央、毛泽东做出

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决定，并提出

创建冀热察抗日根据地的战略部署。1938 年 3 月，八路军晋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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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军区第一支队政委邓华率部队挺进平西，开辟平西抗日根据

地，很快建立起宛平县、房涞涿联合县、宣涿怀县三个抗日民

主政府。党在根据地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广泛发动群众，

建立抗日救国会等抗日组织，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房山南窖地区有着丰富的煤炭资源，自运煤高线通到这里

后，促进了采煤业迅速发展。到抗战前，这里的小煤窑已发展

到 100 多座，工人有数千名。这里交通不便，政治闭塞，资本

家和窑主往往采用简单粗暴的方法欺压工人。如工人背了 150

斤煤，可到他们的秤上一称却只有 130 斤。工人们从早到晚地

往高线站背煤，腰被压弯了，腿被压瘸了，而劳动报酬却很少。

工人与资本家和窑主们的矛盾时起时伏，不断激化。盘煤脚（运

煤）的工人在刘兴、赵存等人的带领下，经常同资本家进行斗

争。但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和领导，这些斗争都半途而废，

以失败而告终。1937 年初的一天，资本家的狗腿子在称煤时，

故意少算重量。刘兴等几名血气方刚的工人忍无可忍，带领工

友们痛打了狗腿子，并带头举行了罢工。资本家和房山地区的

巡警勾结起来，把刘兴等人关进了监狱，罢工再次失败了。

1938 年春，八路军来到房山县的西部，创建根据地。六

支队党总支书记包森到南窖矿区开展工作。包森和地下党员庄

敬山一起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讲

工人受压迫剥削的根源，启发工人团结斗争的思想觉悟。工人

们听后深受教育。

不久，资本家及狗腿子又施展“缺斤短两”的伎俩，压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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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煤工人的血汗，工人们举行了罢工。资本家恶狠狠地说：“你

们不上工，我有的是人。”还叫来巡警威胁工人们。但工人们

这次齐心合力，全都不上班，并且把工具都藏起来，对资本家

新招来的人进行劝说，让他们也不干活。资本家没有办法了，

只得向工人们赔礼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缺斤短两”的事。

事实教育了工人们。他们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团结起来，

工人才会有出路。刘兴、赵存等一批工人先进分子很快加入了

党组织。

1938 年下半年，党在长操建立了房良联合县抗日民主政府。

为更好领导工人运动，还专门设立了工会组织。县工会主席是

郭方，南窖区工会主任是刘兴，副主任是郑文泽，负责组织和

宣传工作的是赵存、史良存。在党的领导下，工会在工人中广

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做好发动群众工作，号召工人们在共产

党的领导下，积极加入工会组织，同日本侵略者进行坚决的斗

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有 2000 多名矿工和运煤工人领取会

员证，加入了工会组织。

1939 年初，盘煤脚的工人为增加工资，又举行了罢工。

刘兴作为工会的负责人，直接找到南窖高线站站长刘秀峰，要

求给高线工人增加工资。刘秀峰表面答应，但总是推脱。于是

工会决定罢工，开绞车的工人和盘煤脚的工人都不出工，南窖

地区所有的高线都停止了运转。眼看着煤堆越来越高，大量煤

炭运不出去，资本家被迫答应了工人的增资要求。

为持续开展工人运动，把工人组织起来，工会在高线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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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立了“黑盟军”队伍。“黑盟军”白天上班，晚上进行军

事训练。他们经常排着队，唱着“黑盟军”战歌：“工农商学

兵，一起来救亡，拿起我们的刀和枪，走出矿山、田庄、课堂，

到前线去吧！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 “黑盟军”积极开展抗

日活动，利用各种形式进行抗日，他们把高线的零件拆下来，

送到八路军后方兵工厂。在他们的配合下，八路军在南窖除掉

了罪大恶极的汉奸呈子良。

1939 年夏，日本侵略者对平西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

抗日民主政府被迫转移，南窖地区被日军占领。党组织活动及

工人运动进入低潮。共产党员、南窖区工会主任刘兴，在帮助

群众转移过程中，被敌人追捕到悬崖边。日军劝他把枪交出来，

这样绝不杀他。刘兴高喊：“我宁死不投降！”他射出最后一

颗子弹，打死一个敌人，拿起石头，把枪砸坏，跳悬崖壮烈牺牲。

在抗战最困难的时候，党组织没有忘记矿区人民。1942

年 8 月，在日本侵略者严密统治下，中共房良联合县委书记霍

良派谢甫志等人到南窖地区的车子矿和附近的小煤窑重新恢复

党的工作。党组织为鼓舞起矿区人民的抗日信心，一方面在工

人中深入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另一方面配合游击队锄奸除特，

狠狠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矿工的抗日热情又重新点燃起来。

1943 年冬的一个夜晚，八路军挺进军将南窖山上的一座

锅炉炸毁，日寇的运煤高线被突然切断，十几个斗车掉了下来。

日军气急败坏，命令王德兴等工人必须立即修好，恢复运煤。

王德兴与其他工人暗地里商定，如果不增加粮食，吃不饱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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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给他拖。日军强迫工人抓紧修理，但工人们一直以吃不饱饭

为由拖延。最后，日军终于答应给他们增加粮食的要求。

二、协中煤矿工人罢工

抗战期间，房山地区的协中矿是较大的煤矿之一。这里的

矿工有着光荣的斗争传统，即使在日本统治时期，资本家的残

酷压迫下，也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协中矿高线护路队大队长

李景胜是日本收买的爪牙。他和矿上的资本家相互勾结在井下

吃黑工，弄了 10 多个把（一把为一个工）。这样井下工人们

每天必须要多干出 10 多个人的活来，才能保住自己的工资。

工人们对此非常气愤。1942 年秋的一天，李广建等几名工人聚

集在一起，准备采取行动，揭露他们吃黑工的行为。不料，被

护路队的人发现了，李广建被活活打死，另外几名工人也被打

成重伤。

敌人的淫威没有吓倒工人们。1943 年初，工人们已经三

个月没有收入了，他们及家属以树皮为生，许多人被饿死了，

但矿上经理胡及臣还用工人的工资去做买卖。工人们的怒火像

火山一样爆发了。他们冲进账房，看见账房先生正在吃面，上

去夺下他的饭碗吼道：“我们都快饿死了，你还在吃面，不发

工钱，我们不干活了！”井上井下的工人举行集体罢工。资本

家在工人的强大压力面前，终于低头，补发了工人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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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办煤矿，支援抗战，矿工参加八路军

1939 年 1 月，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在平西斋堂镇清水村

宣布成立。挺进军是北京地区唯一的一支八路军主力部队，先

后建立了兵工厂、被服厂、医院。为保证这些单位特别是兵工

厂的燃料供应，1939 年 3 月，挺进军司令员萧克决定开办煤矿，

解决燃料供应问题。中共宛平县委县、政府决定在煤炭资源丰

富并容易开采的大安山附近的莲花庵开办一座煤矿。宛平县长

魏国元亲自到莲花地区选址，并把煤矿定名为“平西专署莲花

庵华兴煤矿”。该矿建立时，严重缺乏资金和设备，但 30 多

名工人每天自己带吃的上山砍取煤柱、割荆条编成网状用于煤

窑内上边的棚护；没有钢钎，就把铁棍在铁匠炉加工后去打眼，

窑内的照明也是用当地的核桃或杏核油灯。在极其艰苦和危险

的条件下，他们用最原始的方法采煤。工人们每天作业十几个

小时，每日出煤十多吨。煤生产出来后，县政府又组织马栏、

黄塔的“自卫军”，将煤及时运到挺进军兵工厂等单位，保证

他们的打铁、做饭、取暖等需求，有力支援了平西抗战。

抗战初期的房涞涿抗日民主政府组建了房涞涿抗日游击大

队，这是平西第一支由民主政府领导的抗日武装，但人数不多。

平西矿区地下党在矿工中积极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号召矿工

们走向抗日的最前线。当时，在矿区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此

处不留人，还有留人处，处处不留人，我去当八路。”很多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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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踊跃参加八路军、游击队。房涞涿游击大队很快发展为以煤

窑工人为骨干的 400 多人的抗日武装。这支队伍英勇作战，扫

清反动的地主土匪武装，为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作出了

重要贡献，后该大队改编为八路军的正规部队。

八年抗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房山地区的广大矿工

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向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英勇斗争，为民族

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