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晏春

刘晏春，1903 年出生于濮阳县五星集
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20 年春，刘晏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
濮阳县高级小学。 因当年收成不佳，他又
被迫辍学，跟随祖父种田。 此间，他坚持自
学，常常挑灯夜读。1922 年春，他被聘为五
星集小学教员。 10 月，以优异成绩考入濮
阳县师范讲习所。 毕业后，他到季家寨、王
花园和濮阳县第一模范小学、第二模范小
学等处任教员， 发动学生参加读书会、运
动竞赛会等组织，阅读进步书刊，传播进
步思想。1930 年 7 月，经徐仲三介绍，刘晏
春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他积极参加
革命活动，建立了濮阳第一模范小学党支
部，利用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事件，散发传
单，书写标语，宣传党的主张。 他还参与领
导了盐民斗争、增薪罢教运动等影响比较
大的革命斗争。

1932 年 9 月，正是白色恐怖严重的时
候，受党组织委派，刘晏春赴濮县，利用其
父在濮县彭楼(今范县辛庄)开染坊的便利
条件，开展党的革命活动，并组建了濮县
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彭楼党支部。
1934 年下半年，在刘晏春的领导下，中共
濮县县委成立。 1935 年 9 月，为了打击敌
人，扩大革命力量，保卫群众利益，刘晏春
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 组建了濮县游击
队。 濮县游击队最初是手持大刀、长矛的
几个人，后来发展到 100 多人。 他们活动
在濮范观一带，控制范围逐渐发展到三个
区。1936 年春，刘晏春从濮县转移到范县，
继续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4 月，中共范县
工委书记于子元遭国民党反动派通缉离

开范县， 刘晏春为保存和发展党的力量，
在孟楼将工委改建成中共范县县委，由王
继魁任县委书记， 同时组建了四个区委。
1936 年春，刘晏春任山东省委委员、组织
部部长兼鲁西特委书记。 经过精心组织，
1936 年夏，阳谷、冠县、莘县很快建立了党
的组织。

抗日战争爆发后，身为中共山东省委
委员、组织部部长、鲁西特委书记的刘晏
春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他亲
自发动组织抗日后援会和工、青、妇抗日

救国会，动员各界爱国人士组成广泛的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抗日义勇队、抗日
自卫团等抗日武装，同时领导群众开展减
租减息斗争。 刘晏春经常深入到濮县、范
县、观城一带的乡村给群众讲解抗日救国
的道理，亲自动手编写并教唱抗日儿童团
歌。 由于进行了广泛、深入、扎实的宣传和
组织工作，濮县、范县、观城一带的群众很
快建立起抗日后援会、 抗日救国会等组
织。 1937 年底，他组织创建了冀鲁豫民众
抗日义勇队， 还将原在濮县建立的一支
100 余人的抗日游击队动员起来， 连人带
枪参加了直南特委领导的抗日武装———
四支队。 1938 年 3 月，濮县、范县、观城划
归直南特委领导，北方局调刘晏春任直南
特委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 他连续主
持开办几期党员训练班，培养干部，充实
县、区组织机构。 同时，积极开展党群工
作，发展抗日武装，迅速地组织起以濮县、
范县抗日义勇队为基础的黄河支队，也就
是直南特委领导的东进纵队第一支队。 在
直南特委工作期间，他积极开展同国民党
濮阳专员兼县长、冀鲁豫边区八县保安司
令丁树本的统战工作，中共地下党的活动
也随之逐步发展到半公开状态，为开展抗
日活动争取到极为有利的地位。 1939 年 3
月， 刘晏春到北方局党校学习半年之后，
任豫北地委书记。 1940 年 3 月初，北方局
决定成立冀鲁豫区党委，刘晏春参加了区
党委的组建工作，任宣传部部长兼党校校
长。1940 年 10 月，他作为冀鲁豫区党员代
表身份赴延安，参加了整风运动并出席党
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七大闭幕后，他返抵冀鲁豫，时日军
已经投降，内战危险迫在眉睫。 1946 年 6
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调集大批军队
进攻解放区，地主还乡团也趁机反扑。 时
任冀鲁豫社会部部长、 组织部部长的刘
晏春， 夜以继日地战斗在第一线， 举办
公安干部训练班， 还带领干部前往新收
复的南华 、 菏泽 、 定陶等县发动群众 ，
领导土改运动， 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
在支援战争方面， 刘晏春领导群众坚壁
清野、 破坏敌人交通、 发动群众参军参
战、 选派优秀干部打入敌军、 分化瓦解
敌人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在解放战争
转入战略反攻阶段， 晋冀鲁豫野战军强
渡黄河挺进大别山 ， 他指挥支前大军 ，
抢架黄河浮桥， 运送粮食弹药， 救治伤
员病号， 为支援解放战争， 夺取全国胜
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9 年 8 月，平原省委成立，刘晏春
任省委组织部部长兼党校校长、省纪委书
记。 为适应新时期革命任务的需要，刘晏
春特别注重干部思想教育工作，有计划地
培养选拔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充实到省 、
地、县各级工作部门和厂矿企业。 同时，他
还积极组织本地干部南下，支援全国的解
放和建设事业。 1958 年 3 月，刘晏春调到
河南省委任专职常委。 那时，浮夸风严重。
刘晏春不信那些吹起来的报表数字，主动
下乡检查农、林、水战线上的工作，深入实
际，调查研究，从实践中掌握第一手资料。
由于“高指标”和“高征购”，农村出现了饿
死人现象。 有些人想隐瞒事实真相，压制
群众意见。 在省委讨论信阳问题的会议

上，刘晏春据理力争，几次提出批评意见。
后来，中央查明信阳事件真相，进行了严
肃处理。

1966 年夏，文革在全国展开，一些人
无中生有地硬逼他承认自己是叛徒、走资
派、蜕化变质分子。 他凛然回答：“我是共
产党员，一生历史清白，经得起审查。 你们
说我是叛徒有什么根据？ 说我是走资派、
蜕化变质分子，又有什么材料？ ”批斗他的
人瞠目结舌，大为恼火，狂叫着折磨他，企
图通过肉体上的摧残，使他屈服。 刘晏春
坚强地说：“我倒要看看这真理究竟在谁
手里？ ”他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批
斗，实事求是、刚正不阿的崇高革命精神
更加旺盛。 在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他
仍尽力保护同志，从不屈从于任何压力写
关于同志的假材料。 孩子们看到他的身体
每况愈下，劝他先“应付”一下，免得吃眼
前亏。 他严肃地对孩子们说：“可不能那么
干，如果只为自己一时免受皮肉之苦而写
出假材料， 就会给组织上造成很多麻烦，
这会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损失，我要对党
对同志负责。 ”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他
早起晚睡赶写实事求是反映同志情况的

证明材料， 写了厚厚的一摞。 他嘱咐妻
子儿女： “要妥善保管这些证言， 我若
早走一步去见马克思， 有人来调查这些
同志的历史， 就抄给他们一份。 决不能
使这些好同志蒙受不白之冤 。” 1969 年
冬， 他被安排到偏远山区三门峡张湾五
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 1971 年 6 月， 倍
受折磨摧残的刘晏春在焦作含冤去世 ，
享年 68 岁。

1979 年春， 河南省委正式作出了为
刘晏春平反昭雪的决定， 彻底推倒强加
给他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肯定了刘晏
春卓著的历史功绩。 3 月 23 日，省委在郑
州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中共中央纪
律检查委员会、组织部，中共河南省委、省
革委、省军区、省政协，时任党和国家领导
人赵紫阳、万里、薄一波等及省委有关领
导人一百多人送了花圈。 老一辈革命家王
从吾、刘鸣九、宋维静等从北京和外省市
专程赶到郑州参加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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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西

三

张西三， 南乐县梁村乡梁
村街人 ，1906 年出生 。 4 个月
后，其父张棪因病去世，家庭事
务由祖父张景欣主持。 张景欣
是闻名南乐、大名一带的兽医，
常有人请其为牲畜治病。 祖父
急公好义、乐于助人的品德，深
深影响着少年时代的张西三 。
他 8 岁入私塾，学习刻苦，成绩
优秀。 后来，母亲想让他随祖父
学兽医。 祖父认为，兽医虽能养
家糊口，但在社会上无地位，毅
然把张西三送到大名七师求

学。
在大名七师求学期间 ，张

西三的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 。
七师是 1923 年创立的直南最
高学府， 校长谢台臣深受五四
新文化运动影响， 摒弃旧的教
学制度，提倡教育革命，号召建
立新型师生关系， 放手让学生
自己管理自己， 强调理论联系
实际。 张西三在这里阅读了大
量进步书籍，思想境界越来越开阔，成为一个追求光明与进步，立
志改造旧社会的新青年。 1926 年，因祖父患重病，家业无人主持，
张西三被迫中断学业，离校返乡。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了华北地区。 当年
秋天连降暴雨，卫河决口。 洪水过后，土匪蜂起，天灾兵祸相伴而
行，民不聊生。 中共北方局命中共直南临时特委书记刘大风筹建
抗日武装，就地开展游击战争。 刘大风提出了“誓死不当亡国奴，
武装起来抗日保家乡，就地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口号，动员各界
人士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枪出枪，参加中共领导下的抗日组织。
他动员张西三带领群众参加游击队，张西三一口答应。 张西三初
任三中队队长，不久升任参谋长。游击队成立初期，无处筹措粮饷，
部队领导不忍向群众摊派，就靠干部战士从家中带吃带穿。 张西
三系一富户，又是领导，多次将家中米面、银元带往部队，解决燃眉
之急。

1938 年 5 月，经唐哲民、季铁中介绍，张西三加入中国共产
党。 6 月，游击队北上广平、肥乡一带，编入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
队。 张西三奉命离开部队，到成安县任抗日政府第一任县长。 成安
距日伪统治中心邯郸仅 50 华里，县内日伪据点星罗棋布，敌人兵
力强大。面对残酷的环境，张西三勇挑重担，迅速组建了政府机构，
建立了战委会、妇救会、青救会、农救会等政权组织。 7 月，成安县
抗日游击队建立，张西三兼任大队长。 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这支
队伍从 100 多人迅速发展到 400 多人。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团迫不及待地发动全面内战，冀鲁豫区
又成为主要战场。 1946 年，张西三调任冀鲁豫九分区参谋长。 1947
年，冀南独五旅建立，张西三又任该旅参谋长。 在豫北战役中，冀
南部队首战告捷，歼敌 2800 余人，独五旅歼敌 1931 人。 晋冀鲁豫
军区特通令嘉奖，给该旅记大功 1 次。 在随后的崔家桥战斗中，张
西三令主攻部队十三团实施土工作业，开挖地道，在敌人眼皮子底
下发起攻击，歼敌 2100 人，冀南军区为十三团记大功 1 次。 接下
来，独五旅又参加了宋家庙、三府庄、袁坟、龙虎庄、太平庄、袁庄等
战斗，战功卓著，军威大振。

1947 年年底，桐柏区党政军领导机构建立，张西三任军区副
参谋长兼二分区副司令员。 为了打破敌人的围攻，桐柏军区配合
中原、华野一部在邓县、内乡、镇平、淅川发动宛西战役。 接着，中
原和华东野战军又发起宛东战役。 在宛东战役期间，张西三率一
支小部队深入敌后，将侦察到的敌情及时电告指挥机关，受到军区
通电表扬。 1949 年，中央命令各区部队准备向江南和大西北进军，
桐柏军区合编为五十八军，张西三任军副参谋长，随部队参加了渡
江战役等一系列战斗。 由于战功卓著，1955 年，张西三被授予少将
军衔，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解放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各 1
枚。

张西三在任中南军区防空司令员时，蒋介石集团的飞机对中
南各城市时有袭扰。 为保卫祖国安全，张西三对部队雷达的分布、
警报的传输与空军的协同配合，高炮部队对敌机的放入与阻击等
情况，下大功夫研究，足迹遍布中南大地。 防空军建制取消后，张
西三改任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1962 年，张西三调离广州，任中
国民航总局副局长，主管财务、人事、基建、党务等工作。 他顾全大
局，始终维护党的利益。 为解决民航油料消耗严重这一问题，张西
三于 1963 年带工作组到成都管理局维修厂和飞行大队进行蹲点，
抓民航内部经济核算和节约油料的企业典型。 通过以点带面，推
动了全民航的增产节约工作，当年全局财务亏损降低 47%，航空油
料不但抵消了 1962 年超出定额的 78 万公斤，而且还节余 25 万公
斤。 飞机发动机维修费 1962 年超支 51 万元，1963 年节约 34 万多
元。 航站航线费用比计划节约 50 万元，使总成本节约 96 万多元。

文革开始后，江青到处讲话，出风头。 张西三对此很反感，写
了这样一首诗：“大地风云变无常，人间往事细思量，莫怨老天无情
义，须知江河向东方。”为此，他被扣上“三反分子”“修正主义分子”
等大帽子，关进地下室隔离审查一年之久。 1969 年，张西三被扫地
出门，遣送安徽屯溪机场进行劳动改造。 在那儿劳动改造了一年，
张西三全家才得以回京，安排他临时担任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修建
指挥部总指挥。 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辛勤忘我地工作，
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因文革初期批斗过他，工作不大胆，思想有隔
阂。张西三胸怀宽广，对此事毫不介意，使周围同志都很感动。在修
建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时，因与巴基斯坦通航有时间限定，要求在不
到 5 个月时间内建成，时值冬季，困难很大，担任总指挥的张西三
不惧艰辛，吃住在工地，日夜跟班作业，终于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任
务。

1975 年 10 月，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重新任命张西三
为中国民航总局副局长。 接到任命书时，张西三在病中。 但这个老
将军就像听到冲锋号一样，立刻从在病床上一跃而起，找医生要求
出院。 因未获允准，他又偷偷打电话给办公室工作人员，要他们把
相关的文件、资料秘密送到医院，熟悉情况，待机而动。 他身在医
院，心系民航，期待早一日看一看长空比翼的银燕，坐一坐鸟瞰机
场的指挥塔，见一见共事多年的伙伴。 对于死，张西三很坦然，常
说，很多战友、部下早已马革裹尸，抛骨异乡，他们没有听到新中国
成立的礼炮声，没佩戴闪闪发光的将校肩章，比起他们，我已是多
活了，我应该肩负起他们的遗愿，多为党做些工作。

1976 年大年三十，张西三结束了三个多月的病房生活， 高高
兴兴地回到家中。 大年初一， 他到老部下王乃天家致新春祝贺，
拉起了家常。 此时， 小女儿跑来要他回家， 说老上级高厚良来看
他。 到家后时间不长， 高厚良就发现张西三脸色不正常， 便让医
院和民航领导打电话。 然而， 张西三再也听不到亲人的呼唤了，
他怀着一腔未酬的壮志， 带着一丝欣慰的笑容， 永远离开了人
间。

1976 年 2 月，空军政治部作出决定：张西三同志为革命烈士。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民航总局宣布：推翻十年动乱期间

强加给张西三同志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彻底为其恢复名誉。

史向光

史向光，原名史承颐，1917 年 1 月 25
日出生于濮阳县王称堌乡常庄村一个地
主家庭。 他 8 岁在本村小学读书，1929 年
9 月入濮阳高级小学，1931 年 9 月入县立
初级中学读书，1936 年 9 月入保定育德中
学高中部读书。 他聪明好学，各门功课每
次都考第一，老师给他起号老第一。 他品
德优良，乐于助人，将得到的奖品本子和
笔送给贫穷的同学。 到初中时，史向光知
识面渐开，看到民族危机日重。 国民党反
动派不顾日益沉重的民族危机，只顾争权
夺利，勾心斗角，不惜出卖良心，制造流血
事件。 目睹那些投机钻营、靠裙带关系升
官发财的黑暗丑恶现象，更加激起了他对
社会的强烈不满， 但又觉得无能为力，便
在自己心里种下“政界太脏，军界不干，商
人太猾， 将来当个教员倒可清静无为”的
念头。 同时，他看到不少人毕业即失业，只
有那些善于钻营，上头有靠山的人才能找
到工作。 因此，他很憎恨这种黑暗社会现
象。

“七七事变”的炮声，拉开抗日战争全
面爆发的序幕。 史向光从保定学校返回家
乡后， 对爱人巩淑清说：“一个爱国志士，
在家里当亡国奴，这样是有罪的，我要出
去抗日救国，要打日本鬼子。 我走后，你要
把孩子带好， 将来有条件了， 你也去抗
战。 ”

1938 年夏， 史向光踏上了革命之路，
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 秋，他赴濮阳城内
参加冀鲁豫救国总会举办的地方党政干

部训练班，学习了游击战争、统一战线等
革命理论。 10 月，由该训练班政治工作人
员许敬贤、唐顼两人介绍，史向光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 史向光在训练班学习毕业
后，因表现好，留在培训班总会宣传部当
干事。 12 月，史向光被派到文留集一带进
行党的活动。 在那里，他开办了党政干部
抗日训练班， 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内容、
精神，教育训练党员干部，为党培训了一
批抗日骨干， 从中发展了一些中共党员，
为巩固党在农村的阵地奠定了一定基础。

1939 年 1 月，他被任命为冀鲁豫救国
总会濮阳六区区委书记兼队长，5 月任濮
东工委民运部长。 为了革命工作，他毅然
与家庭划清界线，为抗日而奔走。10 月，史
向光和县委书记张华、组织部部长宋乐三
等人， 以抗战前的老党员为中心， 从濮
（阳）滑（县）边区开始，恢复和发展党的组
织，使党的组织很快遍及全县。

1940 年 10 月， 史向光任安 （阳）内
（黄）汤（阴）敌占区工作委员会书记。 在此
期间，他时刻不忘教育培养干部，关心干
部的成长。11 月的一天，他不顾危险，到沙
区召集赵培林、李涤甫等一部分同志开党

的小组会。 他说，共产党员不管在啥样的
形势下，都要起模范作用，特别是在现在
的形势下，更应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党员
不准发生“横”的联系，以免党组织遭到破
坏。

1941 年 2 月，冀鲁豫二地委决定开辟
昆吾县工作，任命史向光为县长。 当时，敌
军大兵压境，三里一岗，五里一堡，“钉子”
林立。 在那样的形势下，他当官不像官，常
是单身独己，每天背上个破钱褡子，里边
装着他生活、办公、战斗的全部家当，好像
是个店铺先生，步行打入敌人的腹地，“选
苗”、“定点”地开辟革命根据地。 在此过程
中，他有时给老百姓打水扫院子，有时帮
大掌鞭筛草喂牲口，有时蹲在饭场里跟贫
苦百姓一样啃窝窝头， 有时坐在土炕上
与老农谈心交友。 因他常在牛屋里落脚，
跟大掌鞭关系很紧密， 人们都称他为二
伙计。 为组织起千千万万真心实意抗日
救国的人民大众， 他跑遍全县大小村庄，
播种抗日火种。 人们热情地称他钱褡子
县长。

史向光在对敌的隐蔽斗争中，吃尽了
苦头。 有时藏在地窖里，有时钻在床底下，
有时扎进柴堆里，有时趴在地沟里，真可
谓“天当被，地当床”。 有一次，史向光正在
房东的床底下睡觉，突然敌人来搜捕。 他
猛然醒来，用双手把住床帮，双脚蹬住床
撑。 敌人拿枪在床下戳来戳去，把房东家
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找到他。 还有一次，
史向光病了，发着高烧，浑身长满疥疮，连
路也走不动了，这时敌人来抓他，敌人已
经进村了，为了不牵连群众，他让把自己
放在白薯窖里， 上面堆上草。 老百姓说：
“这样会把你闷死的。 ”他却说：“闷死也不
能让敌人抓住。”1943 年 2 月，史向光接任
濮阳县委书记，中共濮阳县委在他的主持
下，重视发展革命武装，积极开展对敌斗
争，使各项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绩。

1946 年 8 月，蒋介石新编第五军入侵
濮阳根据地，大敌当前，县委研究决定：濮
阳县分两套人马，县委书记史向光负责后
方工作，主要抓战勤支前，组织部部长夏
树屏负责前方工作，主要抓武装斗争。 为

了便于战斗，史向光忍痛把自己几个月大
的女儿送给当地的群众，而收养人姓啥叫
啥都不知道，每当想起他们的女儿，就会
流下眼泪。 后来形势好转了，几经周折，他
总算找回了自己的女儿。

1947 年 9 月，史向光调离濮阳，到四
地委任宣传部部长。 土改、参军两大运动
正顺利开展。 为了让地委在工作中掌握主
动权，他深入调查，写了不少文章。 10 月 1
日，《豫北人民报》登载了史向光写的《比
穷、比苦、比家当、划清阶级阶层》的文章。
文章对土改运动中划分阶级阶层存在的

问题和如何划清这些界限进行了分析论

述，对在土改中正确执行党的土改政策起
到了积极指导作用。 该报又于同年 11 月
25 日刊登了他写的 《参军运动的几个问
题》，对参军运动的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1958 年 10 月，史向光调北京市工作，
历任市人委办公厅副主任、市委农村工作
部副部长。 三年困难时期，他和市委副书
记赵凡到北京市的牛堡屯搞试点，跟他一
起下去的同志都说他深入群众，“真是做
农村工作的一把好手。 ”他经常走村串巷
走访农民，通过调查，得出结论，“要想吃
饱饭，还是要实行土地承包”，他及时向组
织上反映了群众的正确意见。 文革中，他
因此受到冲击，说他是想搞单干。 “四清”
期间划阶级成分，他坚持实事求是，该划
则划，不该划则不划。 文革后期，他负责清
查工作，其中有一个叫李中贵（北京市文
联秘书长）的，被打成“五一六”分子。 经反
复核查，为该同志平了反。 李中贵很受感
动，经常对人们说，向光同志不管在任何
情况下，都坚持不违背事实，不说假话，不
随风跑，在他身上真正体现出了一个共产
党员的求实精神。

在工作上、生活上，史向光一直是廉
洁的典范。 他不但自己不搞特殊，也不准
自己的家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搞特殊。 他
教育子女：“政治上要向上看，生活上要向
下看，要始终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 ”1958
年 7 月，他的大儿子要离开北京到吉林支
边， 临行前他与儿子谈了一次话， 他说，
“无论到哪儿都是为党工作， 不要想着回

家，在家靠父母，在外靠组织，要与群众打
成一片，不要搞特殊，要好好学本领，为党
为人民多做工作。”1965 年，他的大女儿和
二儿子同时参军， 临行前他对孩子们说：
“你们同时入伍， 到部队后， 看谁学习得
好，看谁立功受奖多，看谁喜报多。 ”大儿
子 1959 年入党时，他写信祝贺，并提出更
高的要求。 他的大儿子本来有条件留在北
京市工作， 妻子也有这个意思， 他却说：
“北京是人民的首都，都在北京，人多了不
增加人民的负担？ 都留这儿干啥！ ”于是，
就打发子女到外地工作去了。 孩子每次探
亲回家，他不管工作多么忙，都坚持做两
件事：第一叫孩子汇报情况；第二临行前
嘱咐，要求他们坚持学习马克思、列宁、毛
泽东著作， 并鼓励他们安心在外地工作。
1976 年，大儿子出差到京，正要返回之际，
史向光突然心脏病复发， 医院的领导、医
生和病友都不让大儿子走， 可他坚持说：
“你来北京是工作的， 你明天必须回单位
去，你不回去工作就要受到影响。 ”最后他
儿子只得答应了他的要求。 二十世纪六十
年代，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
指示，按照党的政策，史向光的儿女本应
留在身边。 史向光毅然决然地说：“年轻人
应该到最艰苦、 最困难的地方去锻炼，不
能留在北京。 ”就将其儿女送到了生活条
件很艰苦的吉林白城子去了。 他从不计较
名利地位，不争待遇，不计较个人得失。 组
织部调级别时， 大家都要给他长一级工
资，但他说：“我的生活比大家好，还是给
其他同志吧。 ”就这样把名额让给了别人。
直到他病逝，他的级别未调动过一级。

他联系群众，倾听群众意见。 史向光
经常找农工部负责信访工作的王继尧同

志，看有没有群众给他的来信，并安排工
作人员，一旦发现群众来信，都必须转他
阅批。 他下乡到群众中工作，一般不带随
行人员、秘书。 他说一个人到群众中去能
听到他们的真实意见。 他第二次到牛堡屯
调查， 群众不管有什么事都敢向他讲，向
他反映工作的真实情况，他成了群众的贴
心人。

他坚持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
一。 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说，史向光
这个人，第一是革命工作，第二还是革命
工作。 他工作起来没有节假日。 在牛堡屯
搞试点期间，鉴于他的身体状况，有一次
市委副书记赵凡想让他休息几天，打电话
“骗”他说到京有事相商。 他回来一看是让
他休息，第二天又返回乡下去了。

史向光病重期间， 仍认真阅读文件，
收听广播，刻苦学习，还孜孜不倦地几次
撰写和修改濮阳县革命回忆录，为把革命
的精神财富留给后代，贡献自己的力量。

杰 濮阳人出

根据《关于做好中石
化河南石油分公司成品

油经营资格证书变更有

关工作的通知 》（豫商运
行函 〔2019〕1号 ）的相关
要求，自 2019年 12月 13
日起，中石化濮阳石油分
公司名下的第二加油点

等 21座加油点成品油零

售经营批准证书（证书编
号 ：D4109074、
D4109009、D4109023、
D4109014、D4109029、
D4109076、D4109007、
D4109024、D4109011、
D4109012、D4109015、
D4109022、D4109075、
D4109039、D4109040、
D4109041、D4109038、
D4109037、D4109035、
D4109008、D4109034） 变
更至原业主名下。

在 2019年 12月 13

日至成品油零售经营批

准证书变更完成。 其间，
因业主擅自经营所产生

的安全、油品数质量等问
题，将按有关法律规定处
理。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

有限公司河南濮阳

石油分公司

2019 年 12 月 19 日

濮阳石油分公司
证照声明公示

濮阳市博鑫楼宇景

观装饰装修工程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终止营

业，现已组成清算组进行
清算 。 南萍为清算组组
长，南方红 、南盘龙为清
算组成员。请有关债权人
于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

内到我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

续。
特此公告

濮阳市博鑫楼宇景观

装饰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19 日

清算公告

▲陈瑞青（身份证号：
410928198901202741） 的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押运员

证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范县辛庄镇油区工

作办公室的开户许可证

（ 核 准 号 ：
J5023000033802） 不慎丢
失，声明作废。
▲濮阳市汽车运输公

司的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

可证明〔证号：豫客运班许
字 0243157号；车牌号码：
豫 J-96900（黄色 ）〕不慎
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濮润智能机械

工程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10923MA3X9YX04B）
正本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濮阳市天利汽车运

输有限公司车牌号为豫

J-73739的重型罐式半挂

车 的 保 单 （ 保 单 号 ：
PZBM20194101194900012

8）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周彦波（身份证号：

410928198207070013） 的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崔接海（身份证号：

410927198602125030） 的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王现广（身份证号：

410923197409186632） 的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张道帅（身份证号：

410928198909200935） 的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王岩 （身份证号 ：

410901199201111157） 不

慎将濮阳御景置业有限公

司开具的恒大悦龙台车位

收据 （编号 ：6895083；金
额：110000元）丢失，声明
作废。
▲张广涛（身份证号：

410928198108202113） 不

慎将濮阳市豫保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的机动

车销售统一发票 （发票代
码：141001920076；发票号
码：02969526；金额 ：44000
元； 开票日期：2019年 11
月 13日）丢失，声明作废。

声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