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丰 村

丰村，原名冯克勋，又名冯叶莘，曾
用名冯夺、丰大克、冯维典、丰乃天，笔
名有冰块、望辽等，清丰县马村集南街
人，1917 年出生于一个中农家庭。

1930 年秋， 丰村考入巩营高级小
学。 在中共地下党员、教师连法古的引
导下，他开始阅读革命文学作品，萌发
了革命思想。 1932 年春，因要求抗日、
参加学潮，被校方以思想赤化为由开除
学籍。 半年后，丰村考入清丰县简易师
范学校，在该校教师、共产党员晁哲甫
和平杰三的指导下，参加读书会等进步
组织。

1935 年秋， 丰村考入河北省立第

七师范学校（即大名七师）。 其时，日本
侵略势力进入华北，丰村积极投入爱国
救亡运动。 1936 年，丰村加人中国共产
党，并以望辽笔名在北平、天津的《东方
快报》《通讯文化》 等报刊上发表杂感、
诗歌，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抨击消极抗
日言论。

1937 年 7 月，丰村回到家乡，在中
共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曾任冀南
文化界救国会和冀南抗日救国十人团

总团宣传委员。 10 月，他受组织派遣，
到国民党石友三部 181 师学兵队工作。
1938 年 1 月，丰村去延安，因失去党的
组织关系，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印刷厂当

学徒工。 5 月，他到山西前线做抗日宣
传工作，在山西战地服务团结识作家萧
军、塞克等。之后，丰村在萧军的支持下
创作发表第一篇小说《西线之死》，描写
了一支抗战游击队的战斗生活。 1939
年，丰村到四川嵋山县，主持中共地下
党组织创办的燎原书店，随后加入中华
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任驻会
干事。 1941 年秋，他到重庆，先后在全
国文协和中华工业社铁工厂工作，与聚
集在重庆的进步作家一起，开展革命文
艺运动。 1944 年秋，丰村与作家骆宾基
等 5 人去适存女中任教，因反对蒋介石
的法西斯统治，于翌年 1 月被国民党特
务秘密绑架。在狱中，丰村不惧威胁、恐
吓，保持了革命者的立场和气节，后经
党组织和郭沫若、邵力子、冯玉祥等著
名人士积极营救获释。

1939 至 1945 年， 丰村因熟悉农民
生活，又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积累了
丰富的创作素材，文学创作取得突出成
就，先后发表《老干尖子当兵去了》《回
炉货》《爷爷》等 20 多部中短篇小说，并

完成长篇小说 《大地的城 》 的创作 。
这些作品描写了民族灾难中的冀鲁豫

农村各阶层的动向， 展现了北方农民
淳厚、 质朴的性格和凄凉、 悲壮的生
活命运， 揭示了农民逐渐克服狭隘的
小农思想， 投身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的觉悟过程。 其作品运用冀鲁豫一带
的农民语言， 乡土气息十分浓厚， 受
到文艺界好评。

抗日战争胜利后， 丰村于 1946 年
到上海，在中学任教，并从事文学编辑
工作。 此间，他整理出版《北方》《毁坏》
《灵魂的受难》《呼唤》等四部小说集，创
作了 《一个军法官的经历》《江奇峰上
校》等几个短篇小说，揭露国民党政府

的黑暗、腐败，反映了国民党统治区人
民的觉醒和反抗。 1949 年上海解放后，
丰村积极参加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先后
担任上海人民文化报社社长、上海军管
会新闻出版社审查科长等职。

1950 年 7 月， 丰村重新加人中国
共产党， 成为上海文学工作者协会、上
海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成员。 1954
年任上海文联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 ，
1956 年任上海群众艺术馆副馆长，1962
年被选为上海市第二届文联委员。在此
期间， 丰村创作小说 《一个离婚案件》
《美丽》《在深夜里》《周丽娟的幸福》等，
高度赞扬新中国青年一代的社会主义

觉悟和崇高心灵。 然而在 1957 年的反

右斗争中，这些作品却被姚文元诬蔑为
歪曲了生活、美化了个人主义，是修正
主义思潮的代表，受到错误批判。 丰村
被下放到工厂劳动，又创作《我的师傅
和他的师兄弟》等作品。

文革期间，上海文联被冲击，遭到
了严重的破坏。 丰村再次受到错误批
判，长期下放工厂劳动，直至 1977 年 4
月才重返文坛。复职后，丰村先后任《上
海文艺》编辑部副主任、上海文联副秘
书长、 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等职，后
来因年高体弱，退居二线。 1989 年 2 月
20 日，丰村在上海病逝。 按照其遗嘱，
上海市文联和河南省文联主持，将丰村
骨灰撒入黄河中。

韩 克 华

韩克华，字惠卿，1919 年生，河南省南乐
县梁村人。

“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南侵 ，中华民
族处于危急关头，学校停课，韩克华回乡后
受孙汉章、袁韵韶、郭良才等共产党人的影
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 年初，他被选送到
冀鲁豫省委党校学习。 5 月，随省委农村工作
部部长张子恒等到各地巡视工作，至平乡县
时，因工作需要，留到该县任县大队副大队
长。 韩克华积极发动群众，扩大武装，使县大
队在一年多时间内由 100 余人增加到 600 余
人，战斗力明显提高。 县大队有特务队员 30
余人，队长蒋中德系惯匪出身，积习难改，时
常敲诈勒索群众， 甚至发展到绑票的地步，
韩克华决心清除这个害群之马。 在掌握确凿
证据后，果断将其拘捕，报请上级批准，执行
枪决。 特务队副队长姚泽善率队逃跑，妄图
投敌。 韩克华率县大队紧紧追击，将顽固分
子毙伤数人，纯净了队伍。

1939 年收麦前，日军对冀南抗日根据地
轮番扫荡。 韩克华认真分析敌情，掌握其活
动规律，在八路军青年纵队四个主力连的配
合下，率县大队六个连的优势兵力，在平乡
县常河镇外张网设伏，歼敌 20 余名，缴获机
枪 2 挺、三八大盖枪 10 余支，焚敌汽车 2 辆，
使平乡县大队威名大振。

1949 年初，韩克华随军南下，任南下军

区政治部副主任。 到达湖北孝感后，他留任
孝感专署专员，1950 年改任孝感地委书记。
他带领地委、专署一班人，坚定地进行了剿
匪反霸、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运动。
他善于调动每个领导干部的积极性，既团结
合作，又分工具体，使工作很快打开局面。

1952 年后，韩克华历任武汉市（当时系
中央直辖市）财委副主任，不久改任市委企
业部部长、市委委员，后任市委工业部部长、
市委常委。 韩克华为了熟悉工业，搬到工厂
住宿，通过向专家、教授和实践经验丰富的
老工人请教，终于由外行变成内行，取得了
领导工业生产的主动权。

1964 年 5 月，韩克华奉调进京，在外交
部学习两个月后，于 7 月出任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匈牙利特权大使，1966 年底奉召回国，
在外交部工作。 文革期间，因参与 91 名司局
级以上老干部大字报签名，保护外交部部长

陈毅一事， 韩克华受批斗达半年之久。 1967
年至 1973 年， 韩克华出任中国驻几内亚大
使。 因受国内文革影响，使馆工作人员也分
为两派，严重影响外交活动。 当时，几内亚是
接受中国援助的非洲国家之一，中国在该国
工作的专家多达千余人，帮助几内亚修建糖
厂、茶园、农具厂、水旱保收设施，为当地农
民传授科学种植技术等， 外交事务十分繁
忙。 韩克华积极引导使馆工作人员消除派
性，搞好团结，很好地完成了外交任务。 几内
亚总统塞古·杜尔把他看成亲密的朋友。1974
年至 1980 年，韩克华先后出任中国驻意大利
和法国大使，圆满完成任务，均受到所在国
家有关方面的好评。

韩克华身在国外 18 年，心系祖国，赤诚
向党，全身心地奉献着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事业的爱。 任驻外使节期间，外国元首或
社会名流赠给他的礼品，大到录音机、电视

机，小到一块手表、一件首饰、一支钢笔、一
条领带，全部交公，从不留作私用。

1980 年，韩克华回国，先后任外交部副
部长、国家旅游局局长。 以前的国家旅游局
是外交部的一个附属单位，负责接待外国民
间人士。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它才成
为国务院一个独立的单位。 为发展中国旅游
事业， 他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在外地考察，足
迹几乎遍及祖国的名山大川。 他曾沿着刘备
弃新野 、走樊城 、败当阳 、奔夏口的路线考
察，计划修复“三国旅游线”，也曾在青海翻
越日月山，跋涉文成公主入藏的道路。 他结
合国外发展旅游事业经验，为发展中国旅游
业提出不少有益的建议。 开挖和修复兵马
俑，治理桂林漓江，修复南京秦淮河、苏州寒
山寺和盘门三景，以及杭州、海南旅游区的
开发，都溶进了他的心血。 他为发展具有中
华民族特色的旅游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韩克华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第十三
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第六届全国政协委
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1988 年退居二线
后，他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
会常委、国家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旅游
协会会长等职，并致力于诗歌创作，热情讴
歌祖国的大好河山，促进中国旅游事业的发
展。 2003 年，韩克华因病于 3 月 1 日在北京
逝世，享年 84 岁。

王 亦 华

王亦华原名王朝伟， 又名王文焕，1900
年生于河南省濮阳县曲六店村。 王亦华是濮
阳一带入党最早的人，2009 年入选 “河南省
60 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
范人物”。

1923 年，王亦华考入北京俄文法政专门
学校。 同年，即由同学师志真、卢彦彰介绍参
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
1925 年，党组织决定让王亦华以个人身份加
入国民党，成为跨党党员，任国民党北京市区
党部委员，并作为俄文法专学生代表参加北
京学生总会，主管总务工作。 1925 年至 1926
年，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的领导和推动下，
北京爆发了以推翻段祺瑞政权， 组织国民政
府为目标的大规模群众示威运动。 王亦华率
领学生敢死队和工人保卫队， 分赴街头张贴
标语和布告。 这次革命得到全国各地响应，
迅速掀起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反对段祺瑞政府

的国民运动。 1926 年 3 月 18 日， 北京发生
了段祺瑞政府残酷镇压革命群众的惨案后，
为鼓舞群众革命斗志， 在极端危险的情况
下， 王亦华等在北大为死者举行了追悼大
会。

1942 年 9 月，王亦华被任命为晋察冀边
区印制局局长，肩负起印制晋察冀边区银行
钞票的重任。 当时，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正处
于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历史阶段，敌人不断

进行扫荡，华北地区又大面积灾荒，筹粮十分
困难。 针对战争环境，上级决定实行精兵简
政，要求行动军事化、生活战斗化、生产突击
化，保证使我们的边币像枪弹一样，不间断地
射向敌人。 在这种情况下，王亦华领导的一
支 600 余人的印刷工人队伍， 艰难而顽强地
工作着。 在生活上，职工都以高粱、黑豆和自
种的大萝卜为主食，只有病号才能吃小米粥。
艰苦的战争环境加之繁重的体力劳动，使王
亦华和许多干部职工先后患上了痢疾、疟疾、
夜盲等病症。 但他坚持深入车间指导生产，
使这支技术队伍精神饱满、干劲倍增，及时完
成上级规定的印钞任务。

1943 年 9 月，敌人发动了极其残酷的秋
季大扫荡，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对整
个北岳地区的每个村庄每道山沟进行包围清

剿。 印钞厂接边区政府命令，立即停止生产，
做好准备待命转移。 在紧急情况下，王亦华

镇定地作了周密部署：让各单位速将机器设
备、半成品、原材料等埋藏在山洞中、河滩旁
或庄稼地里，并做好伪装，严防敌人发现。 然
后，他带领干部职工举行宣誓仪式：“不论遇
到何种危险，决不屈服，决不投降！ ”这支印
刷队伍化整为零，分散转移，机智地突破敌人
层层封锁，从河北省平山县迂回到山西省雁
北地区打游击。 他们每到一地，都遵守纪律，
主动帮助群众干农活，所以走到哪里都深得
群众拥护。

1945 年全国抗战胜利后，晋察冀边区军
民迅速收复了察哈尔省会张家口市。 王亦华
奉命率队从平山县出发，跋山涉水火速赶赴
张家口接管当地印刷厂。 经过短时间整顿和
教育，工人们都积极投入了生产，印刷工作紧
张有序地高效运转。 1946 年 6 月，国民党反
动派发动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 8 月，晋察
冀边区政府指示印刷局转移，王亦华边组织

撤退，边坚持生产。 印刷厂迁至阜平后，王亦
华根据职工家属的生活情况，又办起了职工
家属合作社和卷烟厂， 使家属人人有活干，
家家有收入， 增加了经济收入， 提高了生活
水平， 达到家属满意、 职工安心， 全力以赴
地支援解放战争。 1948 年夏， 王亦华任华
北银行发行处处长。 他奉命赴华东， 与北海
银行领导商讨如何使两个地区的印钞力量配

合， 完成全国大反攻形势下繁重的印钞任
务， 同时研究解放区货币走向统一前的准备
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 王亦华担任中国人民银
行印制管理局局长。 王亦华在印钞厂陆续进
入大城市后， 特别注重干部对工厂现代化的
管理水平。 他除大力号召干部职工向接管留
下的人员学习业务知识和管理经验外， 还从
各厂选派大批干部和青年， 送到人民大学及
其他专业学校学习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 并
通过地区间的干部交流互调， 使各印钞厂的
有益经验得以互相促进， 提高了印钞战线的
工作水平。 在新中国货币改革， 特别是在建
立中国人民银行和发展新中国印钞事业上，
王亦华耗费了大量心血，主持印刷了第一套、
第二套、第三套人民币和一套金属辅币的工
作。

1984 年 2 月 5 日， 王亦华病逝于北京，
终年 84 岁。

高 镇 五

高镇五，又名维岳，1880 年生，清丰县城
关镇南关东辛街人。 他自幼聪颖好学，5 岁能
背《百家姓》，6 岁学完《三字经》。17 岁参加全
县小考，名列榜首。 之后，考中清朝末年最后
一批秀才。

清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清王
朝覆灭。 高镇五渴求新思想、新知识，于同年
底考入天津单级师范讲习所深造。 毕业后，
受聘于山东济南师范学校，讲授心理学和教
学法。 民国三年(1914)，高镇五到北京大学女
子附中任教。 翌年，他又受邀担任河南省立
开封第一师范学校教育主任。 五四运动期
间，高镇五等一批教师因支持进步学生的爱
国运动，被当局集体解职。

日伪军占据清丰县城后，汉奸头子张裕
元和宪兵队长郭洛亭数次到秦家村让高镇

五出任清丰县维持会长。 面对威胁利诱，高
镇五大义凛然地说：“头可断，肢可分，清丰
县城不可进！ 头可断，血可流，民族气节不可
丢！ 头可断，血可淌，维持会长不可当！ ”他还
书写出“竹可焚，不可毁其节；玉可碎，不可
改其白”的条幅，表达自己的气节。 他还制订
族规家训：“凡高氏子女， 男的不能当皇协
军，女的不能嫁皇协军，无论男女老少都不
能为日本鬼子做事。 ”他把个人生死置之度
外，一心从事抗战宣传教育事业，编写宣传
抗战的戏剧、快板等，先后创作出《争平等》
《送子参军》《公审张裕元》等作品。 1945 年 9

月，日本投降后，高镇五当选为冀鲁豫行署
参议员。 翌年 5 月，他应聘到冀鲁豫建国学
院任教。

高镇五德高望重，他所教过的学生和与
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对他都十分尊重。1948
年秋，高镇五到石家庄开会，与薄一波相遇。
薄一波见到高镇五，端端正正行了一个军礼
后说：“高老师，您还认识我吗？ 我叫薄一波，
您曾教过我，还任我们班的班主任。 ”高镇五
认出薄一波之后说：“你是在太原闹学潮最
厉害的那一位。 不过，那时你叫薄书存。 ”次
日中午，薄一波请高镇五到驻地聚餐，并请
刘伯承等部队领导作陪。 入席后，薄一波向
大家介绍高镇五说：“这是 1922 年我在太原
师范上学时的高镇五老师。 高老师教学有三
个优点使我终生难忘： 一是教学方法好，善
于用启发式教学；二是爱护学生，学生因革
命行动受难他营救； 三是关心学生时事学
习，他订的报，看过后很快转给我看，使我受

益匪浅。 我为能有这样一位老师感到骄傲。 ”
平原省政府主席晁哲甫， 既是高镇五的学
生，也是高镇五的同事，经常在百忙中抽出
时间看望他。 每次去学校，晁哲甫总是把车
停在校门外，步行见他，以表示对高镇五的
尊重。

1949 年冬，高镇五调任平原省省立新乡
师范学校校长，兼平原省政府委员、省教育
工会主席等职。 上级考虑到他年事已高，政
务多，工作忙，又不会骑自行车，专门为他配
置一辆三轮车用于出行，他坚决不要，坚持
步行，并乐观地说：“安步当车，既可以健身，
又可以锻炼意志。 ”

1954 年 9 月， 高镇五当选全国人大代
表，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大会代
表自由发言时， 高镇五第一个走上主席台，
谈新中国的教育现状，讲普及教育、提高教
育水平的办法和设想。 毛泽东主席望着高镇
五，问周恩来总理：“这位老先生是谁？ ”总理

回答说：“他就是冀鲁豫边区的老教育家高镇
五。 ”翌年 5 月，上级调高镇五任河南省教育
厅厅长。

1956 年，高镇五实现了自己为之奋斗几
十年的夙愿， 终于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
1957 年，刘少奇到河南视察，接见高镇五。 刘
少奇对高镇五为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给予肯

定和赞扬，并勉励他保重身体，为教育事业多
做贡献。 同年春，高镇五提出关于教育改革
的“十条建议”。 不久，反右斗争开始，“十条
建议”成为“十大罪状”，错误地受到公开批
判。更让高镇五痛心的是，他的党员预备期被
无限期地延长。 1966 年 4 月，86 岁高龄的高
镇五病逝于郑州。他从教 60 年，兢兢业业，鞠
躬尽瘁，把自己毕生精力和心血全部奉献给
人民教育事业，是当之无愧的人民教育家，是
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 在临终前，他留下这
样的遗嘱：“我死后有两个要求：一、因为我是
党员，我要响应党的号召，把我的尸体火化；
二、 我死后渴望党组织追认为中共正式党
员。 ”

1981 年 7 月 25 日，高镇五蒙受 25 年的
冤案得以彻底平反。 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决
定： 高镇五自 1957 年 4 月转为中共正式党
员。 1985 年，新乡师范学院编写《著名教育家
高镇五》一书，请薄一波题词。 薄一波为此书
题写“循循善诱，为人师表”8 个大字，称道高
镇五的师德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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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

瑛

铁瑛 ， 原名任鸿让 ，
1916 年 11 月出生，南乐县
元村镇百尺村人。 1934 年，
他考取河北省立保定第二

师范。 在二师， 他成绩优
秀， 待人诚恳， 组织能力
强， 被推举为班长和学生
宿舍南村“村长”。 为减轻
家庭负担， 他利用暑假当
代课教师， 以补贴购书和
其他开支。 此间，他受共产
主义思想影响， 积极追求
革命，参加了“一二·九”学
生运动。

1937 年 10 月，任鸿让
参加 69 军 181 师学兵队，
同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 3 个月的训练结束后，
他被分配到军部特务团工

兵营任连指导员、营指导员。 任鸿让身为政工干部，作
战时却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并为严肃军纪、扩军、筹集
粮款做了大量工作。 一天，军队过胶济铁路，日军装甲
车急驰逼来，前卫部队惊慌失措，突然溃散。 10 军团司
令石友三的贴身警卫也拔腿逃命。 行进在第二梯队担
任营指导员的任鸿让， 不顾日军机枪扫射， 率工兵营
冲上前去， 救出石友三。 面对中国共产党在 10 军团
威信的提高， 军队人数的迅速扩大， 蒋介石以调训为
名， 企图将该部中的共产党员一网打尽， 形势异常险
恶。 中共北方局指示， 凡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立即撤
回。 石友三对任鸿让苦苦挽留不住， 一次发给他三个
月钱饷， 礼送任鸿让等共产党人离开部队。

1939 年 4 月，任鸿让从石部撤出，化名铁瑛，入抗
日军政大学一分校学习。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 1943
年，他被任命为滨海军区临沐独立营政委兼县委书记。
日军对临沐根据地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强迫老百
姓沿河与公路每隔三五里路修筑炮楼、挖封锁沟、筑封
锁墙， 企图割断八路军与群众的联系， 用步步为营的
“蚕食”政策将八路军困死、饿死。面对日军的扫荡和封
锁，铁瑛毫不退缩，带领部队积极主动地打击日军。 他
与营长陈士法认真研究罗荣桓提出的 “翻边战术”，采
取“你进行‘蚕食’，我避实击虚，深入敌后，抄你老窝”
等办法，与敌周旋。在战斗频繁、形势残酷的情况下，铁
瑛重视做敌伪工作，采取阵前喊话、内线工作和派人给
日军送樱花等多种方式，瓦解和动摇日伪军心。在短短
两年时间内， 临沐独立营先后拔除日伪据点 14 个，消
灭日伪军 800 余名，受到滨海军区的通令嘉奖。 后来，
临沐独立营扩编为滨海独立团，铁瑛任政治委员。

1946 年，铁瑛调任华东军区特务一团政委，率部
参加了临沂阻击战，历经 40 余天，出生入死，为大部队
取得莱芜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不久，他
又参加解放诸诚、攻打潍坊的战役。 其后，铁瑛调任华
东军区警卫旅政委， 担负保卫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司
令部横渡长江的任务。

建国后，铁瑛历任上海市公安总队副政委、政委，
华东军区军法处副处长，南京军区军事法院院长、舟嵊
要塞区政委等职。 文革期间，铁瑛同林彪、江青集团进
行了坚决的斗争。 1972 年 4 月，铁瑛出任中共浙江省
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省军区政委。 此时，文
革已经给浙江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 鱼米之乡却要从
外省调运高粱、地瓜干。为了促进和巩固全省安定团结
局面，尽快恢复工农业生产，保障全省人民的生活，铁
瑛与省委其他领导夜以继日地工作。经过艰苦努力，当
年农业获得大丰收，工业产值增加了 15%以上，全省经
济形势有了好转。 1974 年，王洪文插手浙江，不仅剥夺
了铁瑛的领导权，还把高烧不退、身患重病的铁瑛拉到
批斗会场。 在批斗大会上，铁瑛勇为中、高层干部挑担
子，不与群众对立，结果越批，他越得人心。

1977 年 2 月，铁瑛恢复工作，任浙江省第一书记、
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省军区第一政委。 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他跑遍全省每个县，深入厂房、村舍和科
研单位调查研究， 写出了有关发展山区林业和海洋渔
业生产的几个调查报告，受到中央领导的好评和批转。
他根据浙江省的省情，因地制宜，制定具体政策，全面
实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
子政策，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发展工农业生产，使浙江
全省很快呈现出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的局面。

1983 年，担任中顾委委员和省顾委主任后，铁瑛
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努力发挥参谋作用，为推进领导
干部新老交替、培养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促进浙江经
济社会发展，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1993 年 7 月
离休后，他卸职而不卸责，年高而不懈怠，围绕省委工
作大局，发挥余热、出谋献策，为浙江改革发展稳定倾
注了大量心血。

铁瑛曾任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
中央委员， 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各 1
枚，1964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2009 年 2 月，铁瑛在浙江去世，享年 83 岁。

杰 濮阳人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