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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瑜霞

长运公司的前身太行运输栈
长运公司，全称山西省长治汽车运

输有限责任公司，前身是1944年3月，
在襄垣县西营镇老爷庙（关帝庙）内创
办的太行运输栈。它是在我军由战略
防御转为战略反攻，抗日战争进入最后
决战阶段，为了乘胜追击，彻底打败日
本侵略者的形势下成立的。成立之初
仅有员工5人，由赵舒甫任栈长，直接
受襄垣县抗日政府领导。

襄垣县西营镇，古称三漳口，后赵
皇帝石勒曾在附近筑城积粟，因此地为
护城西兵营而得名“西营”。清乾隆《襄
垣县志》记载：“晋大兴二年（319），石勒
进据襄国，称赵王，后攻上党，筑城于城
底村北，以积刍米，基址犹存。”现西营
镇城底村有石勒城遗址，残存城墙高6
米、长27米，千年时光的风吹雨淋，石
勒城至今城墙根基尚大部可辨。遗址
内散落有各种绳纹、陶片、瓦当，出土了
战国布币、箭镞等，这些散落在田间地
头和出土的历史文物，无声地述说着西
营镇悠久的历史文化。

在抗战时期，由于西营镇位于襄垣
县城东北部，北距武乡县王家峪、砖壁
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约5公里，东北和东
南隅有八路军总部办的柳沟铁厂和黄
崖洞兵工厂，襄垣抗日县政府设在离西
营两公里的贯烟村，晋冀鲁豫边区政府
设在涉县弹音村，特殊的地理位置，让
西营成为沟通八路军总部、边区政府、
襄垣抗日县政府和总部兵工厂的交通
枢纽，成为抗日根据地内一个比较繁华
的贸易中心，与武安阳邑、左权桐峪并
称为太行抗日根据地三大重镇。由于
所处位置比较重要，西营镇很快成为前
往八路军总部的前哨和关卡，曾有八路
军“运筹王家峪，饮马西营河”的说法。

抗战时期，西营镇每逢集日，武
乡、左权、榆社、黎城、涉县等地客商云
集于此，摊点密布，商品琳琅满目，大
街小巷，人流如织，市场上买卖公平，
秩序井然。

太行运输栈当时设在西营镇的老
爷庙，名为运输栈，实则没有运输工具，
主要业务为开店代售草料，留人起火，
住宿打尖，挣取住店费；组织民间驮骡
为八路军驮运食盐、军服、土布、棉花、
公粮等生活日用品，同时从黄崖洞、柳
沟等兵工厂为八路军驮运掷弹简，手榴
弹等武器，为根据地的战争和军民生产
生活服务；为晋冀盐店运输和保管食
盐，挣取运费和保管费。驮骡从河北索
堡、阳邑等地驮回食盐后，存放于义街、
洞沟两村的窑洞内，晋冀盐店负责出
售，运输栈为其保管。保管费归已，运
费则付给民间脚户。笔者在朋友处曾
见到一张于1948年开具的“脚户票”可
见一斑。这张脚户票呈方形，内容反映
的是襄垣县三区任家沟村脚户陈广来，
从长治市新华街建新客栈运送六件食
盐到西营镇联新货栈，票上同时载明了
货物数量、重量及运费等信息，同时规
定倘若沿途有损坏缺少，由脚户按市价
赔偿，并且要在限定的期限内交割。这
张“脚户票”虽然不大，却对研究西营的
商号、运输等极具史料价值。

随着战事发展的需要，边区政府交

通总局于1945年4月1日，在索堡镇成
立太行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西营“太行
运输栈”即收归太行运输公司管辖，易
名为“太行运输公司西营站”。索堡镇
位于涉县城西11公里，扼据清漳，晋
冀通衢，在清末民初已是涉县的第一
大集镇。很多富商巨贾都在索堡设有
分号，像涉县北关任聚武的“万盛魁”，
南岗冯寅卯的“广茂德”，晋商祁县乔
家、太谷曹家、灵石王家等等。全盛时
期，镇上有车马店30余户，作坊、零商
200余户。

抗战时期，这里是武安阳邑、武乡
洪水、左权麻田、邢台浆水、林县任村等
经济重镇的中心。因此，不仅太行运输
公司曾在此驻扎，同时晋冀鲁豫边区税
务总局、工商总局、交通总局、贸易总

局、冀南银行总行等边区政府的核心经
济部门都曾驻该镇。

比如，当年晋冀鲁豫边区税务总
局在索堡镇的地址便是著名晋商祁县
乔家所建钱庄票号“德兴恒”。其主体
建筑在当地被称为“三阁楼”，墙层厚
实，建筑高大，犹如碉堡，下有银库，另
外还有东西厢房各6间。晋冀鲁豫边
区政府成立后，其将房子腾出供边区
税务总局、工商总局、贸易总局等部门
使用。1945年 2月，晋冀鲁豫边区工
商总局购得该处，如今当年的购买合
同还在涉县 129 师纪念馆内展出。

1945年12月边区工商总局迁出后，被
冀南银行、工商总局烟厂占用，新中国
成立后归供销社使用。

1945年10月，长治解放，太行运输
公司西营站根据上级指示，迁至长治。
同年冬季，购买两头骡子和两辆铁轮
车。运输形式仍以组织民间运输为主，
主要为长治市各机关厂矿运输货物，抽
取3%的手续费。1946年 1月 20日，
《新华日报》刊登题为《本区和平建设展
新气象，交通恢复商运畅行，太行运输
公司长治站组结群众运输有方》的报
道：“邯长公路恢复后，商运茂盛，太行
运输公司长治站，组织上党地区出口运
输，促进山区平原物资交流，为使新解
放区群众了解‘组织起来’运输的好处，
该站首先进行耐心个别动员，发动农民
张五则以三个牲口的大车往涉县运送

硫磺，一次挣钱8000元。张五则的获利
事实，打通了群众的思想，随即有20辆
大车组织起来，运送货物到长子、邯郸等
地，仅九天即挣洋五万八千元。获利消
息传出后，大批肩挑、畜力等运输小组纷
纷到长治站登记，济求运输。该站多方
照顾群众，给以各种帮助，且手续甚为简
便，对于有组织的运输，特别给以优先照
顾，因脚户没有盘费，公司给予垫借，回
来后再扣除，各地承运脚户深感‘组织起
来’的好处”。这虽是一则消息，但也反
映了当时公司组织群运的历史情况。

1946年4月，太行运输公司改组为
裕通转运股份有限公司，5月派周纶来长
治建立晋丰公司。1946年7月30日《晋
察冀日报》记载：“长治周德馨(周纶化名)
先生等发起成立晋丰转运公司，该已有
汽车6辆，胶皮和铁轮车29辆，往来于长
治与晋城之间。”其实，晋丰公司并非私人
所办，而是共产党的运输机构。在当时
历史条件下，党组织不便公开，经理周纶
兼任公司党支部书记，与长治市委保持
着密切的联系。之所以说“私人发起组
织”，不过为防止时局变化，对外界特别是
对国民党采取的策略而已。

1946年 6月，晋丰公司进一步壮
大，一是接受了西街新华皮革厂，改为晋
丰皮革厂，主要为公司马车做车马挽具，
并在公司机关驻地设有门市部，剩余产
品对外销售；二是在晋城设立青元货栈，
以做生意为主，兼办汽车业务。

1948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撤销，
华北人民政府成立，长治晋丰公司隶属

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领导。1949年4
月5日，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改为华北
公路总局，长治晋丰公司改为华北太行
区运输公司，隶属华北人民政府公路总
局运输处领导。《长治大事记》记载：

“1949年 12月，长治运输业有了一定
发展，晋丰运输公司改为太行运输公
司，有汽车30部，将38辆铁轮车改为
胶轮车。”

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中诞生，在解放
战争的洗礼中壮大，这就决定了太行运
输栈的主要任务是支前运输。既有直
接参加前线的，也有在后方的，既搞支
前运输，又能生产军工产品。

1948年春季，晋丰公司派出三辆汽
车参加解放临汾战役支前运输，冒着枪
林弹雨，直抵前沿阵地，为解放军运送枪
支弹药等星用物资。历时三个月，跑车
45趟，行程近万公里。同时，不顾敌人
炮火袭击，从战场上开回敌人汽车数辆，
不仅支援了前线，而且用敌人汽车武装
了自己。解放运城时，公司派出数十辆
马车参加支前运输，抢运食盐。1949年
春季，解放太原时，公司下属涉县、武安
转运栈派出数十辆马车驻在阳泉、榆次
一带，为前线拉运武器、弹药和伤病员。

除派出车辆直接参加民役支前运输
外，公司还做好了后方的支前运输和平
时日常的支前运输工作。比如，在西营
马车店时期，从柳沟和黄岩洞兵工厂为
八路军总部及所属部队驮运武器弹药，
同时为我抗日军民驮运公粮、食盐、军
服、军鞋等生活必需品。搬迁长治后，支
前运输仍是日常业务中的主要任务之
一。马车经常从长治兵工厂给涉县、邯
郸一带拉运炮弹，运输新兵。再如，
1948年春季，公司一方面派出车辆参加
解放临汾战役，另一方面组织后方车辆
为前方运送公粮、弹药、军服等军用物
资，从高平、晋城一带给微子镇转运伤病
员。此外，还组织群众马车担负军运任
务，1949年晋城转运公司组织群众马车
给兵运站运输炮弹80万发，既增加了当
地灾区群众收入，又支援了前线。

大家可能会奇怪，一家运输公司如
何能生产军用产品，从物质上支援前
线。要知道当年运输业不比如今，汽
车、火车、飞机，甚至火箭都能运输，在
过去骡力运输是主力军。因此，晋丰公
司的制革部、造车部主要任务之一是生
产军用产品。据《长治汽车运输公司企
业史》记载：仅1948年，制革部除生产
自给外，还生产出售军用马鞍237个，
红皮品1500件，销皮品1750件，红革
皮3000斤，销革皮1900斤。造车部除
生产自用胶铁轮车77辆外，还生产出
售军用胶皮车 12 辆，铁轮车 25 辆。
1949年，军工部下达400个炮鞍的紧
急生产任务，制革部工人为支援前线，
加班加点，连续奋战，按质按量提前完
成生产任务，受到军工部的表彰奖励。

新中国成立后，长运公司取得了突
飞猛进的发展，不仅在全市各县设有汽
车站，甚至将汽车站延伸到很多乡镇，尤
其是二十世纪后期，在私家车还没有普
及前，很多长治人出行的第一选择就是
到长运去坐客车，因此长运的候车大厅
对很多人来说是记忆犹新，对当年车水
马龙的乘车盛况津津乐道。

太行运输栈旧址。（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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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至西营“脚户票”。（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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