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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同方又名刘昕，曾
化名杨化南，南乐县五花
营村人 ，1911 年出生在
一个农民家庭。 1929 年 8
月，他考入直隶省立大名
第七师范学校，并在七师
党组织的影响下，加入中
国共产党。 1933 年 2 月，
刘同方离开学校到直南

特委担任青年团书记，并
参加中共大名中心县委

工作，与县委负责人袁声
等同志一起领导清丰、南
乐、大名 、成安一带党的
工作。

1933 年 8 月 ， 黄河
自长垣县石头庄决口，长
垣、滑县、濮阳、濮县沿黄
村庄一片汪洋。广大灾民
无吃无住，生活贫困到了
极点， 到了 11 月 12 月，
天寒地冻 ， 加上缺少粮
食，灾民陷入饥寒交迫的
凄惨境地。中共河北省委

派王富元、直南特委派刘同方到濮阳县救灾，配合中共濮阳中
心县委在姚家、两门、曾小丘、卞村一带，发动灾民有组织地开
展了向地主借粮、分粮、吃大户的斗争。

1936 年 2 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在北
平成立。 刘同方受上级党的指派回南乐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并
联络以孙汉章为首的南乐简师读书会成员加入民先。 他们走出
学校，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发展民先组织，唤起民众不当亡国
奴，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

1937 年“七七事变”后，刘同方在南乐协同郭献瑞通过抗日
救国十人团组织建立学习小组， 印发了党章和入团志愿书，建
立了由郭献瑞、刘同方、陈仰贤组成的中共南乐县临时工委，并
建立了 5 个区委，布置了工作任务：一、发展党员，扩大组织，在
群众中大力宣传抗日救国，提高人民群众的抗日信心；二、动员
农民、学生，特别是抗日救国十人团的同志，参加共产党组织的
抗日武装；三、贯彻党的统战政策，争取南乐的绅士、民团组织
参加抗日。

1938 年春，中共直南特委组建清（丰）南（乐）边东、边西县
委，刘同方任边西县委书记。 不久，在梁村（直南特委驻地）又建
立了清、南大抗日救国会，刘同方担任宣传部部长兼《火星报》
主编。 他经常奔赴农村，指导和帮助基层救国会组织，努力开展
抗日活动。

1942 年，党组织派刘同方到垂杨县任县长。 他上任的前一
天，在镇南不慎被日军逮捕。 在狱中他与敌人进行了机智勇敢
的斗争。被捕时，由于日记本被搜去，他感到很不安。 一天，日军
提审他，对他进行诱惑，气氛并不紧张。 他突然看见小日记本放
在桌子上，旁边还有些报纸，于是他就趁机装着上前看报，小心
地把报纸盖在日记本上，然后又若无其事地把小日记本摸到袖
筒里，随后装进衣兜。 一会儿，他以解手为由，躲过敌人在厕所
外的监视，他把小本子里的重要内容撕下吞进肚子里，把剩下
的部分丢到茅坑里。 当敌人审问他时，一无所获。

刘同方有着崇高的革命气节，在敌人面前他毫不屈服。 有
一次，一个日本军官问他：“你看我们的日本皇军对你们八路军
俘虏好不好？ ”刘同方愤然地说：“我是救国主义者，要打倒日本
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日本军官气得哇哇
直叫。

狱中生活艰苦，但是身体的困顿并未遏制住刘同方坚定的
理想和对自由的渴望。 他在狱中写的诗，表现了他视死如归的
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以及不灭的革命理想：

困顿囹圄内，饥寒交相催。
面瘦多垢腻，须长满尘灰。
除此一片心，其余尽崩溃。
堪羡窗前雀，来往自由飞。
刘同方在狱中和敌人斗争了半年多，后来在党组织的营救

下逃出了虎口。 1943 年夏，上级党组织委派刚出狱的刘同方到
漳河县（现魏县南部）任县长。 刘同方接到上级指示，顾不得休
息就上任工作了。

漳河县环境恶劣，四面受敌，周围日伪军总数在 6000 人以
上，全县被分割为三块。 刘同方一直在险境中坚持工作，组织领
导群众进行斗争。 他身体本来就很弱，再加上半年的狱中生活
的折磨，就更加瘦弱了。 在艰苦的游击战争生活中，他从来没有
过特殊要求，总是夜以继日地为党为人民工作。

1943 年是灾荒年，上级号召节衣缩食，严格开支，刘同方积
极响应，带头执行。 他对县财政制度掌握极严，对县机关内的开
支账目都亲自检查，做执行制度的模范。 他体贴群众痛苦，经常
教育机关干部要时刻想着群众。 每次吃饭时拿起干粮，他总会
不由自主地说，哎，还不知道老百姓怎样哩。 他的一言一行，使
大家深受教育。

刘同方在任漳河县县长期间， 特别注重对案件的处理工
作。 他经常对大家说，过去的官，多是积案如山。 但旧社会也有
清官，清官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存案件。 旧社会清官尚且如此，
何况我们是民主政府呢！ 他还经常教育大家，现在打官司的多
是贫苦群众。 这些人过去是告不起状的，也是不敢告状的，有冤
无处伸。 现在有了民主政府，群众相信我们，敢来告状，我们应
该认真受理。 他严以律己，以身作则，体贴群众过去告状难的痛
苦，经常亲自处理案件。 因此，群众多年来未解决的问题都来找
他解决。 他平易近人，态度和蔼，每到一村，群众都乐意和他谈
话，工作再忙，他也要耐心询问，和气解答。 有一次，一个中年寡
妇与兄长因财产纠纷来找县政府。 当时，县政府正在开会，他就
利用饭后休息时间问案。 从过去的双方关系提到事情的各个方
面，那个妇女唠唠叨叨地扯东道西，有的人听烦腻了，而刘同方
却耐心地听着、记着，仍问得很仔细。 为了把整个案件断得合情
合理，第二天，他还大老远跑到那个村调查，根据群众的反映，
合理地解决了这一家庭纠纷。 他对大家说：“清官难断家务事。
不能草率决断，否则很容易出错。 ”

刘同方善于做农村工作。 一到漳河县，他就和机关干部说：
“我有个计划，打算印些表格，到农村住一段时间。 这样不仅可
以帮助我们了解情况，还可以随时发现问题，就地进行解决。 ”
根据刘同方的提议，县政府照办了，效果很好。 当时政府机关移
动，一般是根据工作需要。哪村有问题就搬到哪村住。 他每到一
村，必与村干部或老百姓谈话，了解村里的情况和群众对政府
与军队的反映，掌握实情。 他领导全县干部群众战胜了敌人的
多次扫荡，广大干部群众都非常钦佩他的工作作风和才干。

1943 年 12 月， 伪东亚同盟自治军出动 1 万余人对漳河县
一个区进行大扫荡。 这次扫荡的消息，县政府头一天就知道了，
大家都随军队由封锁沟南转移到沟北。 第二天，刘同方看到群
众还没有转移，心里十分焦急。 为了群众的安危，为了组织群众
对敌斗争，13 日这一天， 他和大家一起在野外与敌人周旋了一
天，傍晚与敌人遭遇。 因敌众我寡，突围时，刘同方身中数弹，壮
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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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 濮阳人出

安 法 乾

安法乾， 清丰人，1917 年出生。 1937
年肄业于保定师范， 同年参加革命工作，
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前，他先后担任
中共清丰县委宣传部部长，中共边东县委
组织部部长，冀鲁豫边区抗日救国总会党
团书记，中共清丰县委书记等职。 建国后，
1953 年至 1956 年， 他先后担任华北大区
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粮食局局长、粮食
部仓储局局长、 粮食部部长助理，1960 年
升任粮食部副部长，1967 年下放“五七”干
校，1975 年任商业部副部长，1979 年任粮
食部副部长，1982 年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
总社理事会副主任。 他是第六、七届全国
政协委员。

安法乾 6 岁入学 ，1923 年至 1925 年
在邻村堤上刘家念书。 1932 年秋，安法乾
进入巩营高小五年级做插班生。 1933 年冬
高小还没毕业，他就借别人的毕业证报考
清丰简师，以高分被录取。 考上简师还不
满足，1934 年暑假， 他又参加巩营高小在
县城的毕业统考，拿到了有真实姓名的高
小文凭。 之后，他到保定投考河北省立第
二师范，结果又被录取。

安法乾的升学 “三级跳”， 在清丰简
师、 巩营高小和老家普马寨引起极大轰
动。 亲友纷纷道贺，全家人自然是欢天喜
地。 尤其是安法乾的祖父和父亲，他们觉
得多年的心血没有白费， 更是满心欢喜、
兴奋异常。 在当时，师范毕业后，最起码也
能当个高小教员，弄好了还能进政府机关
混个一官半职。 这样，不仅一生的饭碗不
成问题，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也是指日可
待呀！ 暑假之后，安法乾在家人的全力支
持下，高兴地踏上了去保定的求学之路。

保定求学的经历，使安法乾的思想发
生了质的变化，开始成为一个自觉的向往
革命的青年。

1937 年，日军不断演习，平津局势紧
张，动荡的华北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
桌。 在这种情况下，保定师范乃于六月底
提前放了暑假。 安法乾回家不久，“七七事
变”爆发，抗日战争由此开端。9 月初，马村
集的冯业莘 (即丰村， 当时在大名师范上
学)通知安法乾去清丰简师开会，并说是平
杰三老师召集，他可能是共产党员。 安法
乾听后十分高兴，急忙如期到会。 这是安
法乾参加的第一个由共产党人召开的会

议。 会议决定成立抗日救国十人团，选举
平杰三为团长， 安法乾为副团长兼巡视
员，具体负责联络和发展团员。10 月，由刘
大风介绍，安法乾终于如愿以偿地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 此后不久，安法乾先后被选

为清丰县委宣传部部长、县委书记、冀南
六县的第一任抗日专员。

1941 年 4 月， 日伪军一万余人从内
黄 、五陵集 、白道口 、滑县 、濮阳 、清丰等
地，分四路以合围之势向我沙区根据地进
攻、扫荡。 我军除以部分主力坚持腹地斗
争外，大部分突围到外线打击敌人，迫使
敌人于 20 日退出沙区。 敌人这次大扫荡
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烧毁村庄 140 余
个，民房 5 万余间，屠杀群众 4000 余人 ，
沙区财物被抢掠一空。 此即为有名的“四·
一二”大扫荡。

扫荡过后，安法乾即带领一专署工作
人员从清丰城东赶到沙区，迅速投入救济
灾民，开展生产自救和巩固建设根据地的
各项工作。 1942 年，边区又遭遇了前所未
有的大灾荒，群众生活苦不堪言。 敌情严
重，饥荒降临，根据地进入了最为困难的
时期。 他一方面发动专署机关和各县区党
政干部节衣缩食、 捐款捐物支援灾区；一
方面经常骑马奔波于辖区各县安抚群众、
组织生产自救、检查救灾工作、帮助征收
公粮、跑行署请示工作，到濮县、范县、观
城等县组织调粮，想尽千方百计，带领群
众渡过难关。 由于疲劳过度，从南乐回沙
区的路上，他不慎从马上掉下来， 摔伤了
脚。 在家休息一段时间， 不等完全恢复，
他就急忙赶回沙区工作。 之后， 在行署
支持下， 他不仅从濮、 范、 观三县筹运
粮食 432 万斤救济沙区灾民 ， 还在井店
集建立德兴隆商店， 经营粮食、 棉花等，
并以花换布， 对救灾起了很大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 ， 安法乾先后担任二
地委二工委书记、 二地委战勤指挥部政
委和二地委副书记、 书记等职。 他带领
本区干部坚持游击战争， 经受了艰苦复
杂环境的考验； 遵照中央指示， 进行土
地改革， 组织群众发展生产； 动员群众
参军参战支援前线 。 为作好上党战役 、
邯郸战役 、定陶战役 、龙凤战役 、鄄南战
役， 以及刘邓大军渡河战役的战勤工作，

他不仅在后方组织人力、筹粮筹款，而且
还深入前线检查指导工作， 发现问题及
时弥补和纠正， 每次都胜利、 出色地完
成支前任务， 多次受到军区和行署的表
扬。

1948 年 9 月 30 日，菏泽重获解放。安
法乾受命与范阳春带基干团进驻菏泽。 在
很短的时间内，他们便清除残敌、稳定秩
序、恢复了生产和经营，为区党委、军区和
行署机关进驻菏泽创造了有利环境。

淮海战役开始以后，安法乾迅速投入
到紧张的支前工作之中。 由于这次战役规
模大、参战人员多，所以战勤工作任务非
常繁重。 正在这时，上级决定抽调大批干
部支援南方新区工作， 抽调的人数相当
于一个完整的区党委的规模， 而且各级
职干部要配备齐全。 在此情况下， 二地
委的领导班子曾一度剩下安法乾等 3 个
人。 但他们仍然按照要求圆满完成了一
切工作任务。

1949 年 8 月， 安法乾调任平原省政
府委员、 省供销合作社主任， 开始了新
的革命历程。 安法乾后来回忆说： “从
1949 年至 1952 年底平原省撤销， 这几年
是我一生中最忙的一段时期。” 新中国成
立伊始， 百废待兴， 百业待举。 以供销
合作社来说， 安法乾上任之初， 合作社
刚刚建立， 机构不健全， 人员不到位，而
新的工作任务却迫在眉睫。 这一年，平原
省受灾比较严重， 安法乾一到任就着手
粮、棉、油及其他农产品的收购工作，全力
赈灾，任务非常艰巨。 在这段时期，安法乾
昼夜忙碌， 一方面抓紧建立了省、 专区、
县、区的合作社机构，并很快配备了工作
人员。 到年底，全省共约配备合作社干部
4~5 万人。 另一方面，当时省委、省政府开
会时间比较多，因而处理本部门的事情经
常是利用一早一晚的时间， 还要看文件、
写材料、跑基层检查工作等，常常是把一
天当作两天过，一个人当成几个人用。 由
于过度劳累和生活规律失调，1951 年底他

患上了肺结核病 ，1952 年他又得了失眠
症。 但为了工作，他只休息了很短一段时
间，便又回到了自己的岗位。

1953 年 1 月，安法乾调华北合作总社
任副主任，8 月又调华北行政委员会任粮
食局长。 这时，他的失眠症更加严重，有时
一连三四天不能睡觉。 在领导的关怀下，
安法乾被安排到颐和园和青岛进行疗养，
才逐渐恢复了健康。

病好之后，1955 年 12 月，安法乾调中
央粮食部任仓储局局长，半年后升为部长
助理、党组成员。 1960 年 10 月，他担任粮
食部副部长，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停
职。

安法乾担任粮食部副部长的时候，正
赶上国家的三年困难时期。 俗话说，巧妇
难为无米之炊。 面对全国大面积缺粮的情
况，粮食部领导身上的压力可想而知。 在
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安法乾和粮食部一班
人，想尽千方百计，折冲平衡，调剂余缺，
开发代食品，在保证首都粮食供应和帮助
全国人民度过灾荒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
献。

文化大革命中， 安法乾遭受批斗，于
1967 春被停职检查，到“五七”干校参加劳
动。 1971 年 11 月，他被选为干校党委副书
记， 分工抓生产和后勤工作，1973 年底任
干校党委书记。 1975 年干校结束，邓小平
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后，他被任命为与粮食
部合并后的商业部副部长、 党组成员，主
要抓粮食工作。 期间，在拨乱反正、进行整
顿、 弥补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等方面，
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粉碎“四人帮”后，1979 年春粮食部成
立，他仍任粮食部副部长、党组成员，除抓
机关政治思想工作外， 还抓些业务工作。
正当他以焕发出的第二青春，意气风发地
为党工作的时候， 不料于 1980 年因大脑
中风，卧病在床，虽经休养治疗，但精力大
减，乃于 1982 年三部合并时退居二线。

安法乾退居二线之后，时时以鞠躬尽
瘁的革命精神激励和要求自己， 老骥伏
枥， 发挥余热， 仍然坚持为党多做工作。
1982 年，他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
会的副理事长。 1983 年，他当选为第六届
全国政协委员。 1988 年，他又当选为第七
届全国政协委员。 在此期间，他拖着病弱
之躯，仍关心国家的改革开放大业，并积
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 1990 年在进行党
员登记时，他写道：“我要严格按照共产党
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保持晚节，终生为共
产主义而奋斗！ ”

王 卓 云

王卓云原名王修汉， 字卓云，1919 年
2 月出生在濮阳县王掘地村。

王卓云自幼入私塾，1932 年在紫桂园
完小读书，1933 年在濮阳初中读书。 他聪
明好学，成绩优良，乐于助人，因而同学都
很赞成他，是学生的领袖。 王卓云初中毕
业时正值日军侵华步伐加快，整个华北面
临严重危机， 校长张会之是 1928 年的老
党员， 经常给学生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
张，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王卓云受到革命
思想影响， 明确树立了共产主义理想信
念。

初中毕业后， 王卓云回到自己的家
乡。 1936 年，濮阳中心县委书记刘晏春介
绍王卓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成立西
掘地党支部，王卓云担任书记。 从此，他同
刘晏春、张泽民、阎同云等共产党员秘密
活动，积极发展党组织。

1938 年 2 月，日军侵占濮阳，其主力
很快南侵离濮。 直南特委同濮阳专员兼县
长丁树本合作抗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共产党处于半公开状态，王卓云同
王冠英等一块以王掘地、大井、河沟、五星
等村为中心成立二、 三边区抗日救国会，
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广泛发动群
众，发展党的组织，壮大革命力量。 于是，
农村阵地很快被共产党占领，村村建立了
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教亡组织，
革命歌曲到处可以听到。

王卓云此时还积极参加组织了抗敌

后方援助委员会、 谍报队、 交通站等，在
1940 年的讨伐叛逆石队友三的战斗中，时
任三区区委书记的王卓云领导三区队积

极刺探敌情传送情报， 为支援宋任穷、程
子华领导的冀南、冀中部队讨逆作出了一
定贡献。

1940 年 3 月 20 日上午， 濮阳县党、
政、军、民在刘芦堂召开大会。 大会由中共
豫北地委宣传部部长唐克威主持，选举王
卓云为濮阳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
人民武装护送抗日县长王卓云进入濮阳

城，广大市民、开明绅士敲锣打鼓列队欢
迎。 身为县长的王卓云穿着深蓝色大祆，
走在前边，如果别人不说，谁也不会认为
他就是上任的新县长。 到城里他也没有住
进旧县政府，而是住在城东黄楼村的一个
农户家里。

上任后，王卓云集中精力办了三件大
事：一、创建县青年大队，后改编为濮阳县

独立团，王卓云兼任团长。 二、在各区、各
村建立抗日自卫队，成立村政权，实行减
租减息和增资增佃的政策。 三、组织带领
全县人民开展锄奸反霸斗争，迅速在城南
一带清算公审了罪行严重的恶霸孙书印、
董效杰，处决了汉奸地主胡克南、王书庆
和三老肥。 随着这三项重大举措的实施，
濮阳县人民被彻底发动起来。

王卓云为抗日救国，日夜操劳。 在他
的领导下，县政府大力发展武装，把地主
武装及原乡政权的武装全部转移过来，把
丁树本逃跑后散落在村里的枪支也尽量

收集起来，青年大队很快发展到 1500 人，
改名为县独立团。 同时，他们夺取农村政
权，对地主阶级的顾固派从政治上予以严
重打击，从经济上进行削弱，这主要是反
贪污、罚款和提枪，并在麦收中实行了合
理负担 (即每人丢一亩免征点 ，并实行累
进)，这样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翻了身，经济
上也得到一些好处。 建立政权、扩大武装
和备战工作刚刚开展， 日军开始了大扫
荡。 6 月 10 日，日军抽调各地驻军分三路
向我濮阳西部地区进行合击，而后占据了
濮阳城，并到处建炮楼、设驻点，派皇协军
便衣队驻守。 伪军石友三、顽军高树勋部
卷土重来 ；随之会道门 、土匪活跃 ，形成
敌、顽、伪、会、匪五鬼闹濮阳的严重局面。

尖锐的对敌斗争开始了。
县区武装由于刚刚组建起来，缺乏斗

争经验，再加上不断减员，队伍很快缩小。
王卓云对县武装进行了整顿，仍顽强地率
领县政府人员和县武装力量以庆祖 、子
岸、五星为中心，坚决地与敌人进行斗争。
由于形势恶化，濮阳已被敌人占领，为了
便于领导，保存实力，更好地开展对敌斗
争， 县委决定将县政府迁到下堤草场，并
以整化零，将濮阳分成濮东、濮南、濮北三
个办事处，但名义上仍称濮阳，王卓云兼

任濮南办事处主任。 敌人经常进行扫荡，
王卓云临危不惧，有条不紊地指挥县政府
工作人员和县独立团组织群众撤退，保证
了群众的安全。 县独立团在游击战争中
也受到了锻炼。 因为在军事上处于劣势，
敌人又经常出击下乡扫荡， 这样的战斗
时有发生。 一天， 王卓云正在石头店杏
园里开会， 突然接到情报， 敌人向杏园
围攻过来了 。 他针对敌强我弱的形势 ，
不能就地抵抗， 必须马上转移。 他号召
大家不要乱， 不要怕， 要有组织地避开
敌人， 他同县独立团留在最后保护大家
撤退。 等到敌人赶到了， 群众已全部安
全转移。 后来， 在骨头集等地又遇到敌
人， 都是在他的沉着指挥下脱离了险境。
一次刚转移到韩信， 人员还没有安定下
来， 敌人又进村了。 王卓云发现敌人从
村北头进村， 他马上命令大家出村南头。
他等全部人员安全撤出后， 才同警卫员
化装后出了村。 在频繁的战斗中， 他总
是和大家战斗在一起。

12 月下旬， 冀鲁豫区党委和军区决
定，坚持对敌斗争，重新组织力量，返回敌
占区，开展恢复工作。 冀鲁豫军区正规部
队及县独立团配合濮阳县政府重新回到

了濮阳县南下堤活动。 王卓云组织坚定分
子，又迅速回到了五星一带。 他一方面派
党群工作人员深入村庄， 恢复党的工作，
争取群众，掌握两面派，一方面打击敌人，
宣传党的政策，瓦解会道门。27 日晚，他赶
到王丁村，组织人员将敌人电线割了一部
分。28 日上午，单楼村正唱大平调戏，王卓
云率领人员到单楼村。 他登台演讲，宣传
抗日道理，发动群众积极组织起来，决不
当亡国奴。 等他回到王丁村正准备吃午
饭，群众报告说，敌人来了。 出来一看，敌
人已到村头了，来了 12 辆装甲车。 由于村
口有大木轮车堆挡着(这是事先预防敌人
来有意放的)， 敌人还没有进到村里。 原
来，王卓云等住王丁村被汉奸报告给日本
人，站岗人员因一夜割电线没睡，敌人进
村时他睡着被敌人抓住了。 在屋上干活的
一位群众先发现了敌人，他一喊，敌人就
打了枪。 村里只有一连武装。 王卓云马上
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王伟民组织人员迅

速撤退， 由于他同王伟民在最后撤退，刚

走到村南边就被敌人打倒了，王伟民当场
牺牲，王卓云负重伤。 后来，王卓云的通信
员又返回来，随将他背起来沿着路沟离开
了险境。 后来，他被转移到冀鲁豫六分区
后方医院治疗。 敌人的子弹是从他的气管
和食道中间穿过去的，他住了月余就出院
了。

1941 年 2 月，县委根据冀鲁豫区党委
指示和濮阳的形势，决定撤销濮南、濮东、
濮北三个办事处，改为濮阳、昆吾、尚和三
个县。 县区领导重新分配工作，王卓云仍
任濮阳县县长。 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英勇
奋斗坚持抗战。9 月，上级指示王卓云去太
行晋冀鲁豫边区行政干校学习。 1942 年 5
月， 日军侵略军向我太行根据地疯狂进
犯，在激烈的战斗中，王卓云不幸负伤被
俘。 后来，他又被押送到东北，死在日本侵
略者的铁蹄下。

王卓云对敌斗争坚强， 而对同志、对
人民和蔼可亲，关怀备致，对他自己严格
要求，克已率公，他平时同群众同甘苦共
患难， 和战士同吃一锅饭同睡一地铺，当
了县长穿的仍是土布衣。 那时独立团驻东
关宋村整顿，有一战士不慎枪走火打伤了
腿，他跑到医院慰问，还给伤员端水端饭。
不知道他是县长的人， 不说他是个老百
姓，也说他是个伙夫。 他教育干部，要懂得
党的政策，要坚持原则，对党对人民有利
的事就支持，就快办，否则就抵制、反对、
斗争。县政府刚成立，抓紧进行扩军。有一
个连长到城关南街一个地主家里提枪，结
果不但没搜查出枪， 反而让人告到县政
府。 王卓云就很耐心地给这位地主做工
作，说，连长想尽快扩大抗日武装，打败日
本帝国主义，这对我们都有利，不过方法
不对头，我们都想早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呀！ 大家都是一家人。 就这样说服了那位
地主，也教育了干部。 他始终把党的利益
放在个人利益之上。 他当了抗日县长，因
此敌人也很恨他。1940 年 9 月 15 日，日伪
军 200 余人，突然荷枪实弹将王卓云家包
围， 把他的母亲和妹妹抓到濮阳城内，财
物也被抢劫一空， 临走又放火烧了房屋，
后河村 (当时属濮阳 )大地主王××(绰号
四麻广 )因通敌作恶多端，被我民主政府
扣压，其家属放出空气说：“你 (指民主政
府 )把俺的人放了，我们出钱保王县长家
的人，一切开支我们包下来！ ”这件事给王
卓云一说， 他大怒说：“我们是为了抗日，
为了革命，四麻广是民族败类、坏人，我家
的人怎能和他同等看待！ ”大家跟他商量，
组织上想拿钱保出来，他也不同意。 他去
太行学习后，组织上利用关系才将他母亲
和妹妹保释。 但其妹回家后含恨自缢身
亡，母亲被气死。 王卓云的父亲由亲友资
助维持生活，1958 年被接到县敬老院，直
到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