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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 8月底，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
展，特别经过春季攻势作战，冀鲁豫根据
地军民积极进行反扫荡斗争，取得了全歼
守敌 2000余人的重大胜利， 攻克一批据
点，发起讨伐刘本功部的战役，解放了濮
阳和南乐及豫北大部分地区，使鲁西南与
濮、范、观中心区连成一片。冀鲁豫边区的
抗战局部反攻取得了明显胜利。 因此，冀
鲁豫分局党委决定把指挥部前移，把冀鲁
豫分局和冀鲁豫军区的首长机关从濮 、
范、观中心区的观城县红庙村外迁。 这就
面临着首脑机关驻地的重新选址问题。在
清丰单拐村老家因病休养的陈平得知这

一消息后，心情非常激动，感到这是一个
好的机遇。 于是，他认真分析了单拐的革
命基础、区位优势、周边环境等因素，认为
这里非常适合作为冀鲁豫边区首长机关

的驻地。
当时， 单拐村位于清丰县城东南 30

余华里的潴龙河东侧，不靠公路，比较偏
僻隐蔽。单拐村及其周边一带是冀鲁豫边
区建党较早的地区之一。 全面抗战爆发
后，这里又成为区域性抗日救亡运动的中
心之一。 1938年 3月，陈平的父亲陈笃之
和晁哲甫、高镇五等就在单拐村组织开办
了文化教育工作团训练班， 招收学员 150
余名，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力量。 1940年
初，在卫东战役中，单拐村村民冒着生命
危险掩护了 72名八路军伤病员。 所以，单
拐村及周边一带扎实的群众基础、良好的
政治局面，为冀鲁豫分局和军区司令部进
驻创造了有利条件。

怀着对组织负责的心情，更抱着一位
共产党员的责任和担当，陈平向冀鲁豫分
局党委写了一封建议信。 信上，请求冀鲁
豫分局首长机关搬到单拐村， 理由是：一
是单拐革命基础好，群众抗日热情高。 二
是远离县城，环境安全隐蔽。 三是居住环
境较好，办公条件宽阔。 经冀鲁豫分局认
真考察后，1944年 9月， 冀鲁豫分局和冀
鲁豫军区机关落户单拐。陈平和父亲陈笃
之动员单拐村群众为部队腾房、筹款，说服族人把陈氏
家族祠堂作为兵工厂驻地， 之后又将自家的酿酒作坊
分文不取捐献给军区。

从此，单拐这个偏僻小村成为根据地指挥中心。冀
鲁豫分局、 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及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单
拐村活动期间，开展了整风运动、民主民生斗争、大生
产运动，积极组织了对日寇的大反攻。单拐村成为抗战
后期冀鲁豫边区革命的大本营和活动中心。可以说，陈
平是冀鲁豫分局和冀鲁豫军区机关进驻单拐的引路

者、奠基人。
陈平一生参加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又积极投身到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来。 上世纪 50年代，陈平被派
往苏联留学时， 还曾受到毛泽东同志接见。 1966年 6
月“文化大革命”爆发，1967年 10月 18日，陈平受迫
害去世，年仅 45岁。“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陈平同志受
到的不公正待遇得到了组织的平反。 1979年，中共常
州市委给陈平予以平反昭雪， 并在戚墅堰机车车辆厂
召开了陈平同志追悼会。 组织上对陈平同志的一生给
予高度评价：“陈平同志是我们党久经考验的老党员、
老干部。他对党对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一片忠心。
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是鞠躬
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

□ 刘合捧

陈平:冀鲁豫机关进驻单拐的奠基人
“红色濮阳”系列之二

清丰单拐是国家住建部

第一批列入中央财政支持范

围的中国传统村落， 也是国
务院公布的第二批 100 处国
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这
里诞生了我军兵工史上第一

门大炮， 曾是抗战时期冀鲁
豫边区的政治、 军事指挥中
心，被称为中原红都。说起单
拐的红色历史， 我们不能不
提一个人物———陈平， 他堪
称冀鲁豫边区机关进驻单拐

的奠基人。

陈平的家乡是河南省清丰县双庙乡单拐村。
他的父亲陈笃之，又名陈纯修，思想进步，为人正
直，受过高等教育，曾任北洋政府国会议员，是一
位受人尊敬的开明绅士。 1922年 3月 18日，陈
平在广州出生。 陈笃之为其起名陈希均，寓意受
辛亥革命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影响，希望推翻清
政府后的中华民国能够实现“均贫富”的理想。陈
平四岁时全家搬到北京， 他读小学时家道中落，
陈笃之只好把他送到了福利性质的香山慈幼院

上小学。 香山慈幼院的党组织成立较早，1925年
就开始活动，并且发展迅速。 1933年 3月，长城
抗战爆发，陈平在香山慈幼院参加了共产党领导
的高年级学生组织的宣传抗日活动，开始有了初
步的启蒙爱国思想。

高小毕业后， 陈平进入北京市立四中学习。
在家庭环境的影响下， 陈平开始阅读 《新生活》
《星期周刊》 等进步刊物， 学习了许多新知识。
1935年底，“一二·九”运动发生，陈平上街参加
了游行示威，参与了查禁、取缔日货等活动，与同
学们一起投身到火热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去。1936

年 2月，陈平加入民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
青年抗日救国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
织，并成为骨干，经常参加慰问二十九军部队、募
集钱物等活动。陈平的思想认识得到了进一步提
高。
1937年初， 陈平转入河北省保定育德中学

学习。 这所学校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06年由
同盟会河北支部主盟陈幼云创建，并成为河北同
盟会的总机关。 1917年至 1920年，育德中学建
立了留法勤工俭学高级预备班，刘少奇、李维汉、
李富春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此就读后出国留学。
在这里，陈平参加了社会科学研究小组等党领导
的进步组织，结识了来自老家清丰县的保定二师
地下党员安法乾，初步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思想启
蒙。 陈平的思想觉悟进一步提升。

“七七事变” 后，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
华战争。 育德中学被迫停课， 师生们纷纷南下。
1937年 9月， 陈平与家人回到了家乡清丰县单
拐村。 这是陈平第一次回到家乡， 也是第一次
真正走进农村。

陈平的家乡清丰县抗日救国运动开展得如

火如荼。 清丰县成立了抗日救国十人团、清丰县
抗日民众自治委员会、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等抗
日组织。 陈平参与组织筹办了抗日军政培训班，
负责编印资料、组织学员学习。 1938年 5月底，
由中共直南特委民运部长兼冀鲁豫抗日救国总

会党团书记安法乾做入党介绍人， 陈平光荣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 并担任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
清丰县六塔区主任。 为表明参加革命的决心 ，
陈平由陈希均改名陈平，寓意希望赶走日本侵略
者， 中国人民共享和平。 9月， 陈平调任中共
直南特委工作， 任组织干事。 回到家乡一年多
的锻炼和随后的入党经历， 让陈平的思想发生
了很大变化， 由原来单纯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狂
热， 逐渐认识到这个社会必须改造， 必须由中
国共产党领导进行斗争， 必须打败日本侵略者，
使自己从沉默到行动起来。 陈平认识到， 只有
坚定不移跟共产党走， 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
价值。
1939年 1月， 中共直南特委决定建立中共

长垣县委，调任陈平负责筹备工作。 2月，中共长
垣县工作委员会成立，陈平任书记，县工委对外
称抗日工作队。 长垣县工委成立后，联合社会各
阶层群众，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做通了国民党
长垣县县长毛迪亚的工作， 由县政府拨出粮款，
举办长垣县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陈平负责训练
工作，在举办的两期学员班 400余人中发展共产
党员 130余人，为共产党在这一地区的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3月，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
中共长垣县委成立，陈平改任县委副书记兼组织
部部长， 配合县委书记李广录加强国共合作，成
立了长垣县抗日救国会等群众组织。 6月，由于
汉奸告密， 县委所在地———竹林村被日军破坏。
从此， 日伪势力疯狂猖獗， 长垣县形势恶化。 7
月， 县委书记李广录调任冀南区党委组织部科
长，陈平接任县委书记。此后，陈平主持创办了长
垣县委机关刊物《曙光报》，宣传抗战政策；广泛

动员，筹建了抗日武装，逐渐发展成为党领导的
一支重要力量；推进地方政权建设，在建立长垣
县河东区抗日民主政府的基础上， 于 1940年 4
月成立长垣县抗日民主政府。这标志着党领导的
抗日工作又取得了新的进步。
1940年 4月 18日， 为加强对冀鲁豫交界

处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政权的统一领导， 中共北
方局决定在清丰县西王什村指导成立中共冀鲁

豫区党委。 5月， 中共北方局为加强冀鲁豫区
党委的力量配备， 将陈平调任冀鲁豫区委宣传
部教育科副科长。 后来， 陈平任区委党校总支
书记， 积极参与党员的学习教育工作。 他对根
据地党的建设倾注了辛勤努力， 也使思想得到
锤炼， 工作能力得到提高。 陈平在工作中， 坚
持实事求是的作风， 学习党的理论 ， 注重调
查研究 。 他在自己的干部档案自传中写道 ：
“已初步摆脱了教条主义束缚 ， 而以党的决
定与思想检查等内容充实了单纯理论和党

的革命知识教育 ， 又着重总结交流各地斗
争经验 ， 使自己思想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升
华。 党校的工作是比较活跃的， 理论学习与具
体斗争知识的结合是密切的， 思想改造加强党
性与理论水平提高是相互保证、 齐头并进的。”
1942年 9月， 冀鲁豫区党委决定开展民主

民生运动，并将中心区的濮县、范县作为试点。区
党委从党校、行政干校、陆军中学及边区抗联总
会举办的干部训练班中抽调 500名学员，组成政
民工作队（亦称濮、范减租减息工作团）到两县开
展试点工作。 陈平任濮县工作队宣传部部长，协
助当地抗联发动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团结和
调动各阶层人士参加抗战和生产的积极性，密切
了军民、政民关系。 陈平在参加这一年半的民主
民生运动中，丰富了斗争经验， 进一步明确了依
靠群众、 相信群众的工作思路。 减租减息工作
是相当艰苦而又复杂的， 但对于熟练掌握了群
众工作方法的陈平来说， 这一切已经难不住他
了。

陈平后人参观冀鲁豫军区纪念馆。

陈平父亲陈笃之为冀鲁豫边区机关提供的房屋。。

根据 《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
和生态环保部令 〔第 4
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
现将我公司清丰县产业

集聚区废旧资源回收利

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有

关信息公开如下：
一、 建设项目基本

情况

我公司拟在现有厂

区预留发展用地内建设

清丰县产业集聚区废旧

资源回收利用项目 ，主
要建设内容为年处置利

用 10000 吨含矿物油废
白土 、3000 吨废漆渣 、
7200 吨废油漆包装桶 、
800 吨废活性炭项目 ，
3000 吨废有机溶液再生
项目。 该项目已在清丰
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

案 ， 项 目 代 码 为

2018-410922-77-03-0
50941， 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规定。

二、 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

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

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到我公司

查阅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纸质版， 也可以在网
上查阅电子版 。 网址 ：
http://www.pyinfo.net/s
how.asp?id=23303

网 上 查 阅 期 限 为

2019 年 6 月 17 日至 21
日。

三、 征求公众意见
的范围

受建设项目影响和

关注本项目建设的公

众。
四、 公众意见表的

链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意见表下载网

址为 http://www.pyinfo.
net/show.asp?id=23304

五、 公众提议意见
的方式和途径

欢迎社会各界人士

对该项目提出与环境影

响评价相关的意见和建

议。 您可以通过发送信
函、传真、电子邮件或直
接送至我公司等方式 ，
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

公众意见表等提交我公

司。 我公司具体联系方
式如下：

建设单位 ： 河南瑞
油石化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婷
联系电话：
13839251719
电子邮箱：
wt229@163.com
评价单位 ： 河南省

化工研究所有限责任公

司

联系人：付工
联系电话：
0371-67712661
电子邮箱：
309332478@qq.com
六、 公众提出意见

和建议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和建

议的起止时间 2019 年 6
月 17 日至 21 日。

河南瑞油石化科技

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20 日

河 南 瑞 油 石 化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清丰县产业集聚区
废旧资源回收利用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第 二 次 公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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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抗战 熔炉锻造

陈平长子陈建国一家在单拐参观。。

陈平后人在冀鲁豫军区纪念馆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