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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君毅 1910 年 3 月 13 日出生于
山东省濮县（今河南省范县）。 早年在
山东聊城省立第二中学读书， 受进步
思想的影响，1931 年初中毕业后即赴
北平求学， 同年 9 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北平分

盟，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1932 年夏，他
考入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 参加
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和土地问题研究

会等进步组织， 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
主义和抗日救国思想， 先后参加了北
平学联组织的南下扩大宣传团和 “一
二·九”学生爱国运动。 1936 年 3 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 先后任中共中国大学
支部书记、北平市西区区委书记，开展
党的地下工作。 同年 10 月赴上海，任
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 （简称 “全国学
联”）执行主席，并负责编辑出版全国
学联机关刊物《学生之路》，领导学生
运动。 1936 年 11 月 22 日，国民党反
动政权以所谓“危害民国罪”逮捕沈钧
儒等 7 人的“七君子事件”发生后，他
带领全国学联同全国各界一起， 支援
宋庆龄等人发起的营救运动， 同国民
党的倒行逆施作坚决的斗争。

1937 年 12 月， 段君毅赴延安参
加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后被派往山东
抗日前线，任中共泰西特委书记、泰西
行政委员会主任， 组织发展抗日武装
力量，开辟泰西抗日根据地。他坚决贯
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订的各

项方针政策， 调整加强了地区自卫团
领导班子， 并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
第六支队；组织建立了泰安、肥城、长
清、平（阴）阿（城）、汶（上）宁（阳）等县
的县委， 以及部分区委和乡、 村党支
部； 建立了中共领导的 6 个抗日民主
县政府，在泰西地区建立了动委会、自
卫队、农民协会、工会、青救会、妇救会
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完成了整军、建
党、建政的任务，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
抗日热情。

1939 年 8 月后，段君毅先后任八
路军一一五师独立旅副旅长， 鲁西军
区副司令员，鲁西行署副主任、主任，
冀鲁豫行署副主任、党组书记，中共冀
鲁豫第二、 第八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
治委员，中共豫东（水东）工委书记，冀
鲁豫军区豫东指挥部政治委员。 在十
分恶劣的环境下， 他坚持和巩固抗日
根据地，主持制订了《整理田赋地亩暂
行办法草案》，努力保护农民利益和抗
战积极性；组织建立生产、消费、信用
合作社，开办小型民用工厂，积极发展
公私贸易，扶持农副业生产，自力更生
发展经济， 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经济

封锁； 在敌后建立
游击根据地， 和日
伪军进行有力的斗

争， 参与指挥了陆
房、 苏村和菏泽等
战斗，身负重伤，为
抗日战争的胜利作

出了重要贡献。
1945 年 10 月，

段君毅任晋冀鲁豫

野战军第六纵队政

治委员， 组织部队
投入回击国民党进

犯晋东南解放区的

战斗， 取得了河北
武安峭河、 山西白
（圭 ）晋 （城 ）、河南
安（阳）北作战的胜
利 。 1946 年 4 月
后，任冀鲁豫行署主任、晋冀鲁豫军区
后方战勤总指挥部司令员，组织民兵、
民工参战， 筹集供应粮秣， 组织运输
队、担架队运送弹药、给养，转送伤员
和清扫战场， 为野战军作战提供了战
勤保障。同时，认真总结陇海、定陶、巨
野、鄄南等重大战役战勤工作经验，主
持制订《冀鲁豫区参战支前条例》等条
例条令， 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长期
支援前线提供有力保证。 根据中央指
示， 他还参与了由周恩来同志领导的
国共两党的“黄河归故”谈判。 谈判中
他坚持原则， 迫使国民党接受我党的
部分意见， 达成 《菏泽协议》《上海协
议》。 在国民党违背协议的情况下，他
及时组织冀鲁豫边区 20 万民工进行
浚河复堤，抓紧抢修和整治故道堤坝，
避免了解放区数百万人民在黄河重归

故道时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
1947 年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

别山后， 段君毅任中共鄂豫区委书记
兼军区政治委员， 参与开创大别山解
放区的斗争。 1949 年 2 月任第二野战
军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他
采取因地制宜、上下配合、群策群力等
有效措施， 积极筹备渡江作战所需的
船只和军需，保证“要粮有粮、要人有
人、要船有船”，为完成“打过长江去，
解放全中国” 的历史使命作出了积极
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 段君毅先后任中
共重庆市委常委， 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委员，市财经接管委员会党委书记、主
任， 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副主
任兼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他坚持把
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工作的重点，按
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对西

南地区工商业进行

调整。 他还参与领
导了成渝铁路的建

设工作， 为西南地
区的经济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
1952 年 8 月 ，

段君毅任第一机械

工业部副部长 、党
组副书记， 分管基
本建设和干部工

作。 他重视人才和
科技工作在推动机

械工业发展中的重

要地位和作用 ，及
时从全国抽调一批

干部， 组建和充实
部机关及直属单位

的领导班子。 先后
组建了哈尔滨工业大学、 长春汽车拖
拉机学院、大连俄语专科学校、上海造
船学院、北京机械学院等 70 多所大中
专院校，还组建了电器科学研究院、机
械科学研究院等一批科研机构。 他领
导和指挥了第一重型机器厂、 第一汽
车制造厂、 洛阳拖拉机厂等一批对国
民经济有重大意义的骨干企业的建

设，亲自参与规划、选址、建厂、投产的
各个环节， 推动了各方面工作的顺利
开展。 1960 年 9 月任第一机械工业部
部长、党组书记。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
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遵
循完善体系和自行设计的指导思想，
主持制订了部党组关于机械工业调整

工作规划和工作意见。从大局出发，坚
决关、停、并、转了一批生产长线产品
的企业，保护了骨干企业的生产力，大
力加强企业技术管理和发展产品质量

检验工作， 发展精密、 大型、 特殊装
备 ， 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机械工业技
术 ， 使新中国机械工业有了较大发
展， 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和水平、 门
类比较齐全的机械制造工业体系， 为
我国机械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
“文化大革命”期间，段君毅受到

冲击和迫害， 他坚决抵制林彪、“四人
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共产主义
信念毫不动摇。 1970 年 8 月后，历任
四川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省革委会
副主任、四川“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副
组长、 省革委会生产建设办公室副主
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为四川省的经
济发展和国家的“三线”建设作出了积
极的贡献。

粉碎“四人帮”以后，段君毅任铁

道部部长、党组书记。 面对郑州、兰州
等铁路局和贵阳、 蚌埠等铁路分局运
输的瘫痪和半瘫痪状态， 他果断整顿
和改组领导班子， 提出了迅速扭转铁
路运输被动局面的目标和要求， 加强
铁道部对铁路运输的集中统一指挥，
整顿运输秩序， 实现了京广线全线畅
通，较好地解决了“晋煤外运”问题，为
全国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

积极的保证和推动作用。
1978 年 10 月， 段君毅任中共河

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
区第一政治委员。他坚持把拨乱反正、
平反冤假错案作为一项重点工作，解
决了河南省一批历史遗留问题。 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党的工作重心
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

来。他针对河南省的实际，深入基层调
查研究， 积极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 并将农村的承包经验运用
到工业企业， 积极在企业进行扩大自
主权试点工作， 调动了企业职工和农
民的积极性。他重视干部队伍建设，注
意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和有组织能力的

知识分子，认真解决“文化大革命”中
突击提拔干部、突击发展党员的问题，
为加强河南省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和

组织建设做了大量工作。
1981 年 1 月至 1984 年 5 月 ，段

君毅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北京
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 他认真贯彻党
中央关于首都建设的指示精神， 围绕
政治思想建设、环境美化建设、科学文
化建设、适合首都特点的经济建设，狠
抓落实。主持制订了《北京城市建设总
体规划方案》，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
批准， 加快了首都市政建设速度和经
济结构调整的步伐， 工农业总产值以
及城镇居民和农民收入都有了较大幅

度的增长。在全市广泛开展“为人民服
务，对人民负责”的大讨论和“五讲四
美三热爱”教育活动，强化首都服务观
念，大力规范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推
动首都精神文明建设。 坚持把首都的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作为大事来抓，依
法从重、从快、从严打击严重刑事犯罪
分子，教育、感化、挽救失足青少年，大
张旗鼓地发动群众同犯罪分子进行斗

争， 为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
利进行提供了坚强保证。

段君毅是中共第十、 十一届中央
委员，在党的第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

员；第一、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
全国委员会委员。

李

素

若

李素若是濮阳中共

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
原名道远，号自重，1905
年出生于濮阳县李道期

村。幼年就读本村私塾，
1920 年考取濮阳高小，
1922 年考入大名省立
十一中学， 次年因参加
学生运动被开除。随后，
他到北京求学， 考入私
立大同中学， 开始接触
《向导》《先驱》等进步刊
物， 逐步接受马克思主
义思想。 1925 年，他转
入北京法政大学预科班

读书，由同乡、北京俄文
法专学生王亦华介绍加

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发

展平杰三、 王守真等入党。 1927 年 3
月，中共党员、大名七师学生刘大风、赵
纪彬、李大山到北京寻找上级党组织，
李素若帮助他们和中共北方区委取得

联系。 不久，中共北方区委派李素若去
大名，任中共大名特支书记，以大名七
师教员的公开身份作掩护。 在中共大
名特支的领导下， 大名党组织发展迅
速，尤其是大名七师，包括校长谢台臣、
教务主任晁哲甫、训育主任王振华在内
的大批教员和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或

共青团。 大名七师成为直南革命的一
个重要策源地。

5 月，大名“红枪会”暴动，七师被
迫放假，李素若回到家乡濮阳。 不久，
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三军梁寿凯

部占领濮阳。 借助高涨的革命形势，李
素若和赵纪彬、李大山等在濮阳建立了
中共濮阳特别支部，李素若任书记。 为
了便于工作，李素若又以国民党员身份
在濮阳设立国民党县党部，并自任书记
长，帮助北伐军筹饷。 各部部长如李步
庭、赵纪彬、谢台臣、王亦华都是跨党党
员。 濮阳特支以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
公开活动，使濮阳没有出现大革命失败
后大量共产党员被捕杀的局面。 10 月，
中共濮阳县委成立。 在中共濮阳县委
领导下，濮阳县千口、化村、井店一带的
农民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 1929 年 2
月 15 日， 县委在温邢固召开庆祝算账
斗争胜利大会。 地主豪绅勾结濮（阳）、
内（黄）、滑（县）地主民团武装，对大会
进行突然袭击， 打死 3 名农会会员，拘
捕县委领导人赵纪彬、李大山、刘汉生、
王卓如。 温邢固事件发生后，李素若即
以国民党濮阳县党部的名义联合大名、
清丰县党部一起出面，想尽办法营救被
捕人员。 结果刘汉生、王卓如“取保外
押 ”，赵纪彬 、李大山被轻判两年半徒
刑。 后来，河北省政府再查此事，封了
国民党濮阳县党部，以有共产党嫌疑下
令通缉李素若。

为了保护李素若，中共顺直省委将
他派往烟台，通过关系安插到地方军阀
刘珍年的政训处。 不久，李素若升任处
长。 李素若帮助刘珍年办学校，训练军
队，借机进行革命宣传，发展党的组织。
他还专门做刘珍年的工作，宣传共产党
的主张，讲革命道理，对刘产生了很大
影响，甚至可以在一些问题上左右刘的
态度。 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指示烟台
地下党组织设立军事、地方、警察三个
特别支部。 因为李素若等的工作卓有
成效，军事特支率先建立起来，由刘珍
年部军官及学生中的秘密党员 20 余人
组成，李素若任书记。 李素若又积极联
络打入烟台公安局内部的秘密党员，协
助建立了警察特支。 不久，地方特支也
建立起来。 三个特支贯彻周恩来的指
示，抓住有利时机发展党组织，开展革
命活动。 军事特支的工作十分活跃，和
地方特支共同创办了《胶东日报》（后改
为《胶东新闻》），刊登国内外新闻、工农
红军作战胜利的消息及全国各地工运、
农运、学运的动态等，进行反帝反封建
反军阀混战的革命宣传。 虽然该报创
刊 3 个月即被当局强令停刊，但它发行
量达到 6000 份，并发行到天津、上海和
朝鲜等地，产生了积极影响。 军事特支
还和地方特支联合创办了平民夜校、农

民夜校，组织工人、农民学
习文化，接受革命教育。 年
底，烟台已有共产党员 100
余人，党支部、小组遍布于
工厂、 学校、 机关和医院。
1930 年 2 月， 烟台市工人
罢工，举行游行示威，当局
出动大批军警镇压，斗争失
败。 但这次斗争时间长、范
围广、影响深，为烟台工运
史上前所未有。蒋介石对烟
台的形势惊恐不安，密电刘
珍年， 指责他包庇共产党，
命令他必须即时严加禁绝，
否则必予严惩。鉴于形势逆
转， 争取刘珍年已失去价
值，按照中央指示，1930 年
3 月， 李素若等撤离烟台。

部分未暴露的党员组成中共烟台市临

时委员会，潜伏在烟台坚持斗争。
离开烟台后，李素若到北平，在中

共北平市委领导下工作， 参加了北平
“八一”示威。 此后形势严峻，在白色恐
怖之下，他颠沛流离，利用各种关系做
过陕西省参议、 西安高中教育主任、徐
州一家私立中学的教员、北平商学院教
员、北平《通俗读物》编刊社编辑，既是
为了谋生， 也尽其所能做些革命工作。
“七七事变”后，李素若再次回到家乡濮
阳，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 1937 年 7
月底，他同平杰三、晁哲甫、赵纪彬、王
照临、高镇五、王振华等在南乐、清丰、
濮阳、大名等县成立了冀南文化界救国
会。 刘大风受命回直南组建抗日武装，
李素若同王振华做通国民党河北民军

总指挥张荫梧的工作，张荫梧委任刘大
风为大名、 濮阳两专区民运指导员，为
刘大风开展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

件。 10 月，中共直南特委直接领导的第
一支人民抗日武装———四支队成立，李
素若任联络员，负责部队的对外联络工
作。他利用各种关系，从西安、武汉等地
搞来军需品、宣传品，还为四支队募捐
了部分经费。四支队用的第一台收音机
就是他募捐来的。他还将家里卖地的钱
交给四支队， 可以想象这对于刚刚建
立、 无经济来源的四支队来说何其宝
贵！ 对于部队的发展，李素若有自己的
观点， 他认为四支队可以与丁树本联
合，但不能跟丁搞在一起，而应独立活
动，到敌人后方去发展壮大，建立自己
的政权。 李素若的这些建议，现在看来
无疑十分正确， 而且实在是太重要了。
但在当时，直南特委的主要负责人却不
认同这一观点， 反而对李素若产生怀
疑，怀疑他想破坏统一战线。

一封从西安寄来的信坚定了这种

怀疑。这封信收信人是李素若、王冠儒、
李茂林，寄信人署名汪静涵，信上写的
是问候和鼓励。直南特委主要负责人认
定汪静涵就是托派张慕陶的化名，这封
信就是托派指示信，李素若等三人都是
托派。其实，汪静涵是中共早期党员，与
李素若等人是老相识，李素若不久前到
西安为四支队募捐，汪静涵给予很大帮
助， 现在来信问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情。但直南特委主要负责人不做深入调
查，即武断地作出了对三人进行镇压的
决定。 1938 年 4 月 1 日 （农历三月初
一）， 李素若带着一笔从老家募捐来的
钱，兴致勃勃地来到四支队驻地范县王
辛店，没想到立即遭到拘捕，募捐来的
钱也被说成是用来收买四支队的。就这
样，李素若被不明不白地拉到王辛店村
北头王家坟地里活活用刀砍死了，年仅
33 岁。 此前，王冠儒已被秘密枪决。 李
茂林得讯后逃离，才幸免一死。 更不幸
的是，李素若的三弟李道源（字清泉，又
名晓初，中共党员）在吕正操部任政治
部主任，也受李素若案株连而被枉杀。

李素若案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才得到纠正。 1983 年 9 月，中共濮阳
县委作出《关于李素若同志被错杀的平
反决定》：“李素若同志是位好同志，对
革命是有贡献的，定他为托派是无根据
的，轻率处死是错误的，确属一起冤案。
经县委决定， 为李素若同志平反昭雪，
恢复名誉，推翻不实之词，消除政治影
响，做好善后工作。 ”

人 物 32019年 12月 4日 星期三

本版编辑：刘文华 电话：8990778

杰 濮阳人出

编者按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为纪念在新中国成立
和建设中作出巨大贡献的杰出濮阳人，激发濮阳人民的自豪感
和自信心，为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濮阳提供更加强劲的内
生动力，市委宣传部、濮阳日报社、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史
志办公室决定联合编撰《杰出濮阳人》一书。 历经公开征集、推
荐遴选、专家评审、会议审定等多个环节，最终确定 77 人入选。
他们是 1919 年“五四运动”以来，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作出
突出贡献的濮阳籍或长期在濮阳工作生活的杰出人物，有革命
战争时期的革命先辈先烈和先贤，有和平年代和建设时期的全
国道德模范和时代楷模，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为国家
和地方经济发展、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作出重大贡献
的各行各业杰出代表。 在该书出版之前，我们征得编委会的同
意，即日起开辟专版先行刊登，敬请广大读者关注。

宋

乐

三

宋乐三， 原名玉家， 又名宝善，
1918 年 6 月 4 日出生于河南省南乐
县宋谷金楼村一个农民家庭。 他从小
懂事勤快 ，爱说爱笑 ，是个大人小孩
都喜欢的宝贝蛋儿。 1931 年“九一八
事变”后，他一边上学，一边到中共地
下组织举办的农民夜校参加抗日活

动。 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他毅然离开新婚仅 3 日的妻子，步行
百余公里到抗战前线，在中共直南特
委主办的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参加

学习，投身抗日救国斗争。 次年冬天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 年 10 月，中
共冀鲁豫区委任命宋乐三为濮东工

委书记。
位于黄河以北、濮阳县东南的八

公桥镇，是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南大
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日本侵略军
和伪军派重兵驻扎在八公桥，中共濮
东工委和区政府也秘密设在这里。 由
于日伪军反复 “扫荡 ”和汉奸特务的
捣乱，濮东区的中共组织和抗日力量
遭到严重破坏，形势异常严峻。

在这紧要关头，宋乐三来到了八
公桥。 面对险恶的抗日环境和区干部
情绪日渐低落的状况，他一到任就召
开了区干部会议，积极开展工作。 他
逐段逐句地向干部讲解毛泽东的《论
持久战》，结合濮东区的实际，分析坚
持抗日斗争的有利因素和困难条件，
提出有理有据的新观点。

会议结束后，宋乐三就带领干部
到各个村庄，联络失去联系的中共党
员，恢复重建抗日组织 ，使全区的抗
战斗争日益活跃起来。

过了春节，日伪军又在濮东一带
接二连三地实行“强化治安”，大肆捕
杀中共党员和抗日群众，使趋于好转
的革命形势又急转直下，八公桥一带
的抗日组织又遭受严重挫折。

宋乐三审时度势，及时转变斗争
策略 ， 采取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方
针，积极开展抗日斗争。 为了在八公
桥镇上建立地下联络站，他带头拿出
每月津贴 3 元钱，区干部也纷纷拿出
三毛五毛的积蓄，筹集了在镇上开一
家丸子汤小店的经费。

在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小
店顺利开张。 “哎！丸子汤，丸子汤，便
宜又快当，喝上一碗喷喷儿香！ ”扮作
店主的中共党员的叫卖声，引来了不
少客人。 方圆几十个村抗日组织的联
络员从四面八方来到店里喝丸子汤，

互通情报 ，传递信
件 ， 联络抗战力
量 ， 开展抗日活
动。 宋乐三制订了
联络暗语 ，把一座
日伪岗楼叫作高

粱一斗 ，把几个鬼
子叫作几个丸子 ，
把 100 名日伪军
叫作豆子百斤 ，把
50 支枪叫作 50 根
高粱秆 ， 并把烟
卷、花生壳作为传
递密件的用品 ，确
保联络工作万无

一失。 他还要求各
级抗日干部在工

作中用化名 ，并规
定了严密的接头

方法 ，使濮东工委
的各项工作在日

伪军眼皮底下顺利开展起来。
农历三月初八 ， 是八公桥镇集

日，大街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好生
热闹。 宋乐三从镇上查看回来，边走
边想：何不趁着这个时候混进日伪军
驻地侦察一番，以便寻找战机让区游
击队打个漂亮仗！ 于是，他找到中共
八公桥总支书记靳志海的儿子靳秋

贤，对他说：“秋贤 ，请你找几个小伙
伴儿，咱们一块儿到日本人的兵营里
玩一回。 听说那里有很多铜弹壳呢，
拾回来卖钱能买好多吃的，你看好不
好？ ”“好哇！ 好哇！ ”靳秋贤一听就高
兴地跳起来拍巴掌，过一会儿又眨巴
一下眼睛说，“不中，不中。 小孩儿能
去玩，你是大人，又是外地人，鬼子问
你是不是八路，你咋办？ ”宋乐三说：
“不要紧，我的个子低 ，和你一样高 ，
穿的一样破，鬼子不会盘问的。 万一
鬼子问你 ，你就说是你小表叔 ，来赶
集串亲戚，不就混过去了？中不中？要
不，我就去找别人啦。 ”靳秋贤听他说
得有理，就点头答应了。

不一会儿，靳秋贤找来 5 个小男
孩，领着宋乐三这个“大男孩”欢蹦乱
跳地到兵营玩去了。 孩子们在宋乐三
指挥下在日伪军兵营里东跑西窜捉

迷藏，一会儿拾弹壳 ，一会儿捡罐头
盒，一会儿钻进伙房里要吃的 ，一会
儿爬到窗户上看稀罕 ， 不到半晌工
夫， 就把日伪军情况搞了个明白，得
胜而归。靳志海事后批评他：“短宋(同

志们对宋乐三的

称呼)啊短宋，你当
书记的这么干太

危险啦！ 咱全区靠
你领导呀 ，万一被
鬼子抓住咋办 ？ ”
宋 乐 三 笑 着 说 ：
“不入虎穴 ， 焉得
虎子。 我短宋不是
那么好抓的 ，你放
心吧！ ”

几日后 ，濮东
区游击队按照宋

乐三制订的作战

方案 ，乘日伪军下
乡“扫荡”之机，收
拾了一个日伪军

据点 ，打死 6 个日
军 ，缴获 8 支三八
大盖步枪。

1942 年 初 冬
的一天，北风凛冽。 宋乐三穿着破旧
棉衣， 步行到濮阳县城西南 30 公里
的大碾村。

走进了大碾村，在中共濮阳县三
区区委安排下，宋乐三住进了农民张
同瑞家里。 吃过晚饭，他不顾一天奔
波的疲劳 ， 就忙着找来抗日干部谈
话 ， 征求群众对三区抗日工作的意
见 ， 与区委负责人研究新的工作方
案。 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他又伏在油
灯下奋笔疾书，构画以大碾村为中心
的三区抗日斗争的蓝图。

“汪汪汪！ 汪汪！ ……”一阵急促
的狗叫声打破了大碾村的静寂。 宋乐
三猛然一惊 ： 有情况 ！ 危急之中 ，
他把刚刚写好的文稿放在油灯上点

燃 ， 又把公文包里的机密文件 、 中
共干部名单付之一炬 。 正待他吹灭
油灯将要出门之时 ， 一帮日本宪兵
和伪警察像疯狗一样扑进了他住的

房间。
宋乐三被五花大绑地拴在大碾

村路北一棵大槐树上示众 ， 日本宪
兵把全村老百姓赶到树旁 ， 恐吓群
众 ， 妄图从群众口中弄清宋乐三的
真实身份 。 面对鬼子的刺刀和伪警
察的叫骂 ， 村里的群众没有一个人
说话。

次日凌晨，宋乐三被带到沙固堆
日本宪兵队驻地。 宪兵队长喝令 5 个
汉奸特务轮番拷打宋乐三， 皮鞭、荆
条往他的身上猛抽，他那只穿单衣的

身上鲜血直流，白色的衣服顿时染成
了红色。 “你叫什么名字？ 什么的干
活？ ”日军宪兵队长再次喝问。

宋乐三回答：“俺叫康富有，是个
伙夫！ ”

“胡说！ 不说实话就打死你！ ”一
个伪警察头子狂叫道 ，“你们的司法
科长已经向皇军报告了 ，不然 ，咋会
抓住你？！ 快说吧，谁是共产党？ 都是
哪个村的？ 统统说出来，给你留一条
活路！ ”

宋乐三一言不发 。 又是一阵严
刑拷打 ， 他昏了过去 。 几盆凉水浇
到他的身上 ， 他刚醒来 ， 伪警察头
目就拿着一支手枪吼道 ：“你认识这
支手枪吗？ 我们从你住的屋里搜出来
的，不是你的是谁的？ 不说实话死路
一条！ ”

日军宪兵队长在一无所获的情

况下把宋乐三押送到濮阳县城，关进
了监狱。 在铁窗里，宋乐三遭到无休
无止的刑讯。 当伪警察局长以搜出手
枪为据，逼问宋乐三当伙夫带手枪干
啥的时候，他响亮地回答：“我是中国
人， 当伙夫拿枪是打日本鬼子的，比
汉奸卖国贼的名声好得多！ ”

1943 年 1 月 19 日中午， 宋乐三
等 43 名中共党员和抗日战士被关在
木囚笼里，被押赴濮阳城南刑场。 刑
场是一片开阔地，100 多名日伪军端
着上了刺刀的枪支站成一排。 宋乐三
等戴着手铐脚镣从囚笼里走出来，被
驱赶到城墙根处。

“同志们！ 我们不能等死，赶快跑
啊！ ”宋乐三突如其来的呼喊声，犹如
平地一声炸雷，轰地震撼了刑场。 难
友们猛然惊觉，立刻向刑场外分散跑
去。 刑场顿时大乱，刽子手们不知所
措，慌忙围堵追赶。

宋乐三和难友们戴着沉重的镣

铐，拖着虚弱的身体 ，一面互相搀扶
着， 一面与围堵的刽子手展开搏斗，
刑场变成了战场。

日伪军将刑场外侧包围了起来，
逐渐缩小了包围圈，宋乐三和难友们
重新被押回城墙脚下。

牺牲前 ，宋乐三举起双手 ，奋力
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汉奸
卖国贼！ 中国共产党万岁！ ”

1948 年 4 月，濮阳县人民政府追
认宋乐三为革命烈士，在他被捕的大
碾村一带成立了乐三区，并召开了万
名群众参加的命名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