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延安受到毛泽东表扬的——纪得贵 
 

纪得贵(1903 - 1966)，又名宋纪和、纪麦子。男，祖籍

横水镇东赵村。12 岁随父、兄到峰峰六河沟煤矿挖煤，每天

劳动 12 个小时，工资只有 0.15 元民纸币，还常受工头打骂。 

民国十四年(1925)春，纪得贵听了负责工运工作的共产

党员杨介人有关反军阀、反剥削的宣传后，对矿工们说：“咱

们穷工人有希望了！”串联了许多工友，支持杨介人的主张。

同年秋，杨介人来六河沟煤矿组建工会。纪得贵被推选为工

会代表，和会员一起要求资本家改善劳动条件，保护工人利

益，取消不合理克扣。资本家慑于工人团结力量，答应了要

求。斗争取得初步胜利，纪得贵加入共产党。 

    民国十六年(1927)春，民国武汉政府发动第二次北伐，

奉系军阀企图南下阻止。为截断奉军军火物资南运，纪得贵

和李春泉、胡金山奉中共安阳县委指示，组织十几名爆破工 

人，联络漳河两岸的进步青年，于 6 月中旬炸毁京汉铁路漳

河大桥，并组织群众将漳河渡口船只沉入河底，在渡口附近

架起台枪、埋设石雷，阻击奉军南下，有力支援了北伐战争。 

    同年 11 月，中共河南省委驻安阳工作组，根据中共中

央关于地下党组织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迅速发展工农运动和

建立武装上的指示，以要求增资为名，举行工人集会，引矿 

警队出巢，夺取其枪支。纪得贵发动三四千名工人在观台镇



举行集会，控诉资本家的罪恶。会后，矿警队加紧逮捕工人

积极分子，纪得贵处于困境，于民国十七年(1928)按照党的

指示离开煤矿，到国民党石友三部做兵运工作。 

    民国十八年(1929)，兵变失败，纪得贵被迫离开该部在

郑州卖瓜籽，等待上级指示。不久，中共地下组织指示他寻

机营救被捕党员，纪得贵圆满完成任务后，又返回六河沟煤

矿从事工运工作。 

    民国十九年(1930)，纪得贵认为举行公开的罢工斗争损

失太大，提出成立“朋友社”的建议，得到领导批准。“朋

友社”成立后，在石场村举行仪式，纪得贵率第一批 36 名

社员向苍天宣誓。从此，在纪得贵领导下，朋友社成为一支

同资本家斗争的中坚力量。 

    民国二十年(1931)，资本家一连 3 个月不发工资，纪得

贵率朋友社骨干在矿井口“扬幡招魂”，工人见此不祥之兆，

加之也拿不到工钱，纷纷罢工。资本家无奈，应许发 10 天

欠资，其余部分陆续还清。纪得贵等人达到目的后，暗示工

人暂时复工。 

    民国二十一年(1932)5 月 2 日，中共矿支部领导全矿工人

大罢工，要求增加工资，资本家电请磁县民团团长王会哲率

团丁镇压。王会哲到矿后劝工人复工，纪得贵当即给予反驳。

王会哲又让派代表谈判，工人们以“王会哲滚回去”的口号

予以回击。这时王会哲露出凶相说：“再吵闹，我就要开枪



啦！”纪得贵听到开枪二字，便高喊：“打这个兔崽子！”工 

友们听到纪得贵的命令，一拥而上，用砖头、瓦片朝王会哲

砸去，吓得王会哲钻进煤矿大院不敢露面，带来的团丁也被

驱出矿区，迫使资本家答应了工人的要求。 

    9 月 27 日，全矿再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资本家派出

矿警队和便衣特务搜查罢工领导人，同时向驻防安阳的高桂

滋部请兵镇压。纪得贵通知“朋友社”骨干，趁夜组织会武 

术的工人、农民带刀、枪、棍棒，于天亮前到漳河北岸集合，

准备迎战。但高桂滋部队开到煤矿后，听说是向资本家讨要

工资，便撤走部队。资本家只好答应提高工资。由于纪得贵

多次率工人罢工，煤矿董事会下达逮捕纪得贵的通缉令，党

组织通知他到峰峰煤矿隐蔽。 

    民国二十三年(1934)，纪得贵被调到中共冀鲁豫边区特

委，先后任特委委员、书记等职。当时安阳白色恐怖十分严

重，驻安阳特委机关的活动受到严重限制。纪得贵针对这种

情况，立即采取分散活动办法，保证了中共人员的安全和工

作的顺利开展。 

    民国二十五年(1936)冬，纪得贵代表中共冀鲁豫边区特

委参加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

表扬了纪得贵。 

    民国二十六年(1937 )11 月，纪得贵在峰峰煤矿组织以煤

矿工人为主的八路军太行第四游击支队并任支队司令。于民



国二十七年(1938)初率领支队到六河沟煤矿扩军，队伍发展

到 600 人。 

    同年 2 月，纪得贵奉八路军一二九师命令，率支队来林

县北部开辟抗日根据地。在林期间，走到哪里宣传到哪里，

组建了许多村自卫队、儿童团、妇救会，并发展党员，建立

组织，为开辟林县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民国二十九年( 1940)初，纪得贵率部队积极配合八路军

一二九师作战，夺取了磁（县）武（安）涉（县）林（县）

反顽战役的胜利。同年 3 月中旬，建立林县抗日动员委员会，

纪得贵任主席，成为林县最早的抗日民主政权。 

    民国三十一年(1942)7 月，纪得贵任林县善后委员会主

席，亲自带领干部慰问、救济被日军残杀的群众和伤亡士兵

家属。 

    民国三十二年(1943)，纪得贵任林县县大队大队长，配

合主力部队，夺取了林南战役的胜利。为了粉碎日伪经济封

锁，纪得贵还在林县开办了洪记商店、太行商店。 

    民国三十四年(1945)，纪得贵调离林县，转做工会工作。 

    民国三十五年(1946)6 月，纪得贵当选为晋冀鲁豫边区职

工总会常委，后任主席。多年的煤矿和战争生活，使他的肺

病日趋加重，经党组织同意，后来回石场村休养治疗。 

    1951 年，他的病略有好转，任职峰峰煤矿三矿工会主席、

一矿和矿务局医院名誉院长。和医务人员打成一片，与病人



情同手足，常常拿出自己的工资周济病人。1966 年 11 月 27

日，纪得贵因病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