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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很

快席卷全国。在北京读书的17岁平山县青年栗再温，参加了李大

钊领导的三次罢课示威游行，积极与军警、衙役进行斗争。经过

这次运动的洗礼，青年栗再温感受到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

的伟大力量，开始心向革命。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波澜

壮阔的革命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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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革命



第01部分      投身革命

栗再温，原名栗志周，1908年出生
在平山县南沟村。小学毕业后考入县
立洪子店高小。1924年高小毕业，考
入北平市私立大同中学。在大同中学，
栗再温阅读《新青年》等革命书刊，
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7年“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整个中国被白
色恐怖所笼罩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
命群众被杀害，一些不坚定分子离开
了党的队伍，有些人甚至叛变投敌。
在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栗再温却毅
然决然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第01部分      投身革命

1927年4月李大钊牺牲后，栗

再温对军阀杀害革命领袖的暴行

非常气愤，急切地想投入轰轰烈

烈的革命斗争。5月26日，他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栗再

温刚满19岁。他是平山县第一个

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第01部分      投身革命

1930年8月底，栗再温担任了中共北

平市委秘书。不久，担任了河北省委秘书

长。1932年2月，北方局派栗再温任山西

特委书记。1934年1月20日，不幸被捕入

狱，他和敌人展开了机智的斗争，严守了

党的机密，后被保释出狱。1934年底，

几经周折回到了老家平山县杜家庄南沟。

投身于平山县党的建设发展和革命斗争。



第01部分      投身革命

 当时，平山县建党才3年，正处在幼年。有着较高理论水平和丰

富斗争经验的栗再温，为初创时期的平山中共党组织注入了新鲜血

液与活力。他深入学校、农村，在广大贫苦大众中发展党员，使知

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结合起来，壮大了党的队伍；他把分散在全县各

地的党组织统一起来，建立了中共平山中心县委，增强了党的凝聚

力和战斗力。栗再温在当时非常艰苦的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很快

就打开了工作局面。



第01部分      投身革命

当年“腊八”前夕，他组织
了几十名革命青年，从平山
县城到洪子店、下口镇，在
沿途100多里张贴号召全民
抗日、挽救民族危亡的标语。
这个举动，轰动了平山全县，
在偏僻的山村里播下了抗战
的革命火种。



第01部分      投身革命

 1935年8月奉中共河北省委指示，成立了直西特委，张惠森任书记，
贾良田任组织部长，栗再温任宣传部长。之后，在栗再温主持下，成立
了共青团平山县委。同年，栗再温等在滹沱河南组织了平山第一支共产
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栗再温任政委。游击队建立以后，立即配合党领
导的“穷人会”开展了分粮吃大户的斗争。阴历九月十三晚上，直西特
委、平山县委发动了400多名穷人会员。一夜间分掉了木盘村地主家80
多担粮食，鼓舞了群众的革命热情。紧接着，栗再温与平山县委的同志
组织开展了“抢秋”、“分粮”、“吃大户”、“打土豪”一系列打击
地主恶霸、土豪劣绅盘剥贫苦百姓的斗争，极大地团结、发动了群众。
游击队在山区神出鬼没，常常出奇制胜，使敌人闻风丧胆。



第01部分      投身革命

 在栗再温的影响下，1935年，短短的一
年时间内，平山县党员人数就从300多人
发展到700多人。据《平山县党的发展简
史》记载平山：“1935年，有党员700余，
共产主义青年团员200余人，穷人会千余
人”。而此时整个华北的党员人数也不过
五千人，平山党员人数占华北党员总数的
七分之一。



第01部分      投身革命

1936年3月，河北省委下达指示要平山县

游击队积极行动，牵制阎锡山兵力，配合

中央红军东渡黄河北上抗日。为配合工农

红军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战场，栗再温

领导了砸掉下口镇官办盐店的武装暴动，

牵制了阎锡山一个师的兵力，配合了红军

东渡的战略行动。



创建平山团



第02部分    创建平山团

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身为冀西特委组织部长的栗再温，直接领导了平
山县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秋，雁北失守，太
原告急，八路军东渡黄河，王震带领120师359旅
战地工作团到平山扩军时，栗再温领导冀西特委
和平山县委全力以赴，仅用一个月零三天即动员
1500余名青壮年参军，组建了著名的“平山团”
（即718团）。当时全县700名党员，就有200多
名党员带头参军。在这次扩军中，栗再温的三哥
栗建周将自己的药铺卖掉，参加了八路军工作团。
栗再温还把两个侄子栗政民、栗政通送去参加了
“平山团”。



第02部分    创建平山团

“平山团”编为359旅718团。
这个团作战勇敢，在太行山中、滹
沱河两岸、晋北丘陵地带，到处与
日寇作战，打了许多胜仗，战绩突
出，聂荣臻称其为“太行山上铁的
子弟兵”。后来，“平山团”又因
担任延安卫戍任务和南泥湾垦荒而
举世闻名，参加南征北战和中原突
围而威震华夏，被毛泽东誉为王者
之师。



第02部分    创建平山团

人们不禁要问在一个规模不大的县，为什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能够

迅速地组织和动员起这么多名优秀青年参加八路军呢？究其原因，就是因

为以栗再温为代表的平山第一代共产党人，创建和发展的党组织发挥了重

要作用。党在人民群众中有深厚的基础，享有极高的威望。当时的平山老

百姓认准了一个理，那就是，跟着共产党走，抗战就会胜利！



第02部分    创建平山团

从奠基“抗日模范县”，再到战功赫赫的“平山团”，出身农

家的栗再温，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热血和生命，实现了一个共产

党员的人生理想。他和战友领导冀西人民，逐步把冀西建设成为铜

墙铁壁的抗日根据地，为后来解放战争时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奠

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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