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柳 朝 琦

柳朝琦， 又名超奇， 笔名江一帆，
1921 年生，清丰县大屯集人。

1938 年 2 月， 日本侵略军攻占清
丰县城，烧杀抢掠三天三夜，死难群众
1000 余人。 清丰县简易师范中学班被
迫停课 ，17 岁的中学生柳朝琦看到被
日寇烧毁的房屋，目睹被杀害的无辜百
姓的尸体，报仇雪耻的心情油然而生。

第二天早上，柳朝琦就背起书包和
铺盖离开了学校，回乡成立了大屯抗日
救国儿童团。 此间，他由袁士先介绍加
入清丰县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稍后加
入中国共产党，并被送到濮阳中山中学
继续读书。

中山中学位于濮阳县城，是当地的
最高学府。柳朝琦在学习之余编写了坠
子书唱段《活埋郭玉山》，画了连环漫画
《怒吼吧》，均被编入校刊。 有一位同学

动员他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严
肃地回绝道：“一块布只有染一种颜色
才是正色，我已参加了共产党，誓不叛
党。人各有信仰，信仰是人的灵魂，这事
绝不能勉强。 至于哪个党好哪个党坏，
我心里十分清楚，你就别费心了。 ”该校
训育员鲁剑南在学校排斥进步师生，是
个反共顽固分子。 根据地下组织的决
定，柳朝琦秘密画了几张揭露鲁剑南丑
行的漫画，贴在学校大门口和城内城外
人多醒目的地方，立即造成强大的舆论
攻势。 鲁剑南出门看见这些漫画，屡遭
师生和老百姓讥笑讽刺，灰溜溜地抬不
起头来，再不敢公开欺负进步师生了。

1940 年春天， 柳朝琦被中共清丰
县委派到卫东抗日游击大队政治部当

宣传干事，实现了当一名抗日战士的心
愿。 他每天写传单，印册子，刷标语，绘

漫画，设计、编辑、制作了许多抗日救国
宣传材料。 同年 7 月，他被调到中共冀
鲁豫区第一地委《反扫荡》报社当编辑，
11 月，又到冀鲁豫边区 《卫河日报 》社
担任刻印员，负责制版油印工作。

处在恶劣战争环境中的报社，没有
固定的社址，经常被迫转移，工作和生
活条件异常艰苦，有时连窝窝头也吃不
上。 每当吃饭时，柳朝琦总是说自己吃
不惯窝窝头， 爱喝玉米面稀饭就咸菜，
把分到手的窝窝头让给饭量大的战友。

一日深夜，柳朝琦正在油灯下刻制
《卫河日报》，突然从村外传来日军巡逻
队的枪声，村里的狗也汪汪汪地叫了起
来。他想，如果继续工作，灯光闪亮容易
暴露报社目标； 如果灭灯停止工作，又
将影响报纸按时出版印刷。 怎么办呢？
柳朝琦灵机一动， 一口气吹灭了油灯，
立即用一块黑布把刻印钢板连同自己

的头蒙了个严严实实，打开自制的手电
灯继续工作，外面漆黑，看不到一丝亮
光。 暗室就是战场，柳朝琦全神贯注地
投入到工作中， 争分夺秒地战斗着，闷
得呼吸困难、胸口堵得难受时，他就关
掉手电，伸出头来狠劲吸上几口新鲜空
气， 然后又蒙上头打开手电接着战斗，
直到把报纸版面刻好。日军巡逻队走远
了，他和战友才点上油灯，连夜印出新
一期《卫河日报》。

1941 年 7 月， 冀鲁豫边区与鲁西
区合并，成立中共冀鲁豫区委、行署和
军区，同时将《卫河日报》与《鲁西日报》
合并，创办《冀鲁豫日报》。 柳朝琦先在
报社做内勤工作，后改为记者，负责战
地采访，成为抗日前线的新闻尖兵。

一天， 报社接到上级通知：12 月 4
日，八路军某部集中兵力围歼盘踞在滑
县白茅地区的汉奸孙步月部，速派记者

到战地采访报道。柳朝琦不顾刚刚完成
采访任务的疲劳， 立即骑上自行车，向
战场驰去。

风在狂吼，沙在怒扬。 柳朝琦为了
能赶上先头部队，在敌人的十几个据点
间穿行。行至黄河故道的浚县临河村日
伪据点附近时，日伪军发现了他，向他
射出一排罪恶的子弹。

柳朝琦连人带车摔倒在地，鲜血浸
透棉衣流淌到地面，身下的黄土染红了
一大片。 他知道自己伤势过重难以生
还，便用手使劲掏出了藏在内衣口袋里
的机密文稿，一张一张地撕碎，一口一
口地吞到肚子里。 柳朝琦壮烈牺牲。

冀鲁豫日报社的记者在掩埋柳朝

琦的遗体时，发现他的口中还残留着没
有来得及咽下的纸团。 1944 年 2 月 4
日，《冀鲁豫日报》社在驻地河南省范县
高庄隆重举行追悼大会，社长兼编委主

任罗定枫致悼词， 并指出柳朝琦的死
“是党报记者的光荣， 也是我们华北新
闻工作者的光荣。 ”同年 3 月 7 日，《冀
鲁豫日报》发表了《悼念柳朝琦同志》的
专题文章， 介绍了柳朝琦的英雄事迹，
号召全区抗日军民向优秀共产党员、人
民的好记者柳朝琦烈士学习。

1945 年，抗战胜利后，卫河县人民
政府在大屯集村修建了卫河县抗战烈

士陵园，1946 年 3 月， 卫河县人民政府
在卫河县抗战烈士陵园召开大会，为柳
朝琦刻石立碑。

2015 年 3 月 31 日晚， 由中国人民
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拍摄的 2015 年清
明节特别节目在央视 7 套 《军事纪实》
栏目播出。 当天播出的第一集，时长 25
分钟，讲述的是柳朝琦烈士的事迹。 据
栏目组调查，柳朝琦烈士是我军历史上
第一位牺牲的战地记者。

刘 大 风

刘大风，原名刘介风，1906 年生，南乐县
佛善村人。 1923 年，刘大风考入直隶省立大
名第七师范学校。 在校期间，他与同学共同
编辑刊物《曙光》，宣传新文化，与旧文化、旧
学派进行斗争，时为“濮阳八才子”之一。

1925 年“五卅惨案”发生，刘大风等组织
领导大名七师、大名十一中、第五女子师范
等校学生开展反帝爱国运动， 组织学生罢
课，游行示威，发起抵制日货运动。通过这些
斗争，刘大风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为表达自
己投入革命洪流的决心和对美好未来的憧

憬，他借刘邦《大风歌》中“大风起兮云飞扬”
一句， 抒发革命风暴势不可当的雄心壮志，
将自己的名字刘介风改为刘大风。

1926 年 8 月，中共豫陕区委委员冯品毅
来七师任教。 冯借讲课和与师生谈话的机
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及孙中山的三大
政策，还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做时事报告。 10
月，冯介绍刘大风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大风
是南乐县第一位共产党员。

1927 年 1 月，大名七师放寒假后，刘大
风肩负发展党组织的使命回到家乡佛善村。
4 月，佛善村党支部成立，支部书记刘峰，组
织委员潘斌，宣传委员刘介发，是南乐县乃
至濮阳市的第一个基层党支部。它揭开了在
南乐县内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实现

翻身解放，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 10 月，中
共濮阳县委成立，刘大风任书记。 县委工作
开展得很扎实，很活跃。他们印发自编教材，
对农民进行教育， 展开与地主豪绅的斗争，
取得了不少胜利，扩大了党的影响，党在这
一带群众中的威信更高。

1937 年 10 月初， 刘大风任中共临时直
南特委书记，号召各界人士有钱出钱，有枪
出枪，有人出人，支持组织和参加抗日武装。
关于人民抗日武装的建军原则，刘大风明确
提出要以红军为榜样，建立一支由共产党领
导的抗日武装———河北民军四支队，团结各
阶层人民，以抗日高于一切为宗旨，打倒日
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

1941 年 12 月， 刘大风担任太行五分区
武委会主任。 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年月里，
刘大风带领民兵坚持敌后游击战，参加过多

次反扫荡斗争，为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巩
固和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1945 年 10 月， 为粉碎国民党分割解放
区的企图，八路军发起了邯郸战役。 在这次
战役中，刘大风负责五分区的后勤工作。 他
组织民兵参军参战， 发动群众组成运输队、
担架队，帮助部队运送粮秣，救护伤员，押送
俘虏，出色地完成了各项支前任务，受到上
级的表扬。

1947 年，刘大风带领地方干部百余人随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在极其困难的条件
下，他深入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开展土
地改革，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刘大风历任河南省军区
人武处处长、中南军区人武处处长、中共广
东铁路局党委书记、中共广东省监委副书记
等职。 不论在哪个岗位，他都以饱满的政治

热情，不遗余力地完成党交给的工作任务。
刘大风廉洁奉公的精神和艰苦朴素的

工作作风，也是令人敬佩的。几十年来，他两
袖清风，一尘不染，一切按党的原则办事，从
不用党和人民给的权利为个人谋私利。他的
大女儿安林和女婿吴玉虎完成援藏任务回

到内地后，要求他说说话，能让组织上将其
分配到广州工作，以便照顾老人。 刘大风教
育女儿和女婿：“作为党的干部要服从组织
分配，从工作出发，不要光考虑个人。 ”结果，
他俩都按照组织的分配到外地其工作了。

刘大风在个人生活上， 一向布衣素食。
但对战争年代和他战斗过的同志及烈士遗

属却是关怀备至，时常从自己的工资中抽出
一部分，帮助有困难的同志。 在他生病住院
时，听说内黄县后化村（原属濮阳县）一位 90
多岁的老农会会员得了病，特地让大女儿替
他给这位老人寄钱，让其好好看病。

1986 年年初，刘大风由肺气肿发展到肺
心病，呼吸困难，病情恶化，于 1 月 22 日在
广州逝世，终年 80 岁。

刘大风临终前嘱咐子女：“1. 身后事要
按照中央的要求办，一定要从简 ；2.不要向
组织提任何要求，让组织为难 ；3.骨灰送回
老家；4.我是老党员，干了一辈子革命，认为
还是共产党好。 ”

晁 哲 甫

晁哲甫，1894 年生，清丰县六塔集人。
晁哲甫幼年读私塾，先后毕业于大名中

学、直隶高等师范。 晁哲甫在青年时代目睹
了列强入侵和军阀混战的社会现实，在“五
四”运动的影响下，产生了爱国主义和革命
民主主义思想。 1923 年，他应聘出任直隶省
立第七师范学校教务主任， 同校长谢台臣、
训育主任王振华一起，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
奴化教育和封建主义的伦常教育，主张培养
具有 “科学的头脑 ，劳动的身手 ，艺术的情
趣，改造的魄力”的有用之才。 1927 年，他和
谢台臣、王振华一起由李素若、赵纪彬介绍
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大名七师成为共产
党直接领导下的一个教育阵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 晁哲甫遵照党的指
示，同平杰三、赵纪彬等发起组织冀南抗日
救国十人团、 冀南文化救国会， 在清丰、南
乐、大名一带率先举起抗日救亡旗帜。 1937
年下半年至翌年初，党派他任清南边东县委
书记。 他带头出资举办抗日军政干部训练
班，先后培训干部 800 余人，在全县迅速掀
起了抗日救国热潮。

1938�年 2 月，清丰、南乐县城失守，两县
委撤销，另设清东、清西县委，晁哲甫担任清
东县委书记，县委机关设在他的家里。 为了
筹措经费举办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他变卖

了家产。 训练班第一期招集学员 57 人，第二
期招集学员 100 余人。 训练结束，一部分充
实到自卫团扩大抗日武装，一部分到农村组
织发展抗日民众团体， 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这些学员后来都成了地方上的主要干部。

清丰县城收复后，训练班又搬到城内开
办了第三、四期，学员数百人，北到大名，东
至濮县和观城都有人来此学习，直南各县的
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进步的知识分子几
乎全在我党领导之下工作。

1940�年 6 月 10 日， 日军集中较大兵力
对冀鲁豫地区进行残酷的扫荡，敌伪操纵的
会道门遍及各村，我党在该地区的工作极为
艰难。 为了争取瓦解会道门，晁哲甫冒着生
命危险向群众宣传抗日道理，指出日军和汉
奸是敌人， 共产党八路军是人民自己的军
队，不能听信谣言，不能上当。 他的宣传起了

很大作用。 参加会道门的群众逐渐觉悟，积
极为抗日工作。

1941�年年初，晁哲甫任冀鲁豫边区行政
公署主任。 不久，日军纠集数万兵力，对我沙
区根据地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四一二”大扫
荡。 我党政军民领导机关冲破敌人层层包
围， 安全地转移到清丰、 南乐。 同年 7 月 1
日，冀鲁豫与鲁西区合并，成立新的冀鲁豫
行署，晁哲甫为主任，段君毅、贾心斋为副主
任，工作范围扩大到 7 个专署 40 多个县。 这
一时期， 他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发
展和巩固，做出了积极贡献。

建国初期， 晁哲甫担任平原省主席，对
发展生产、兴办教育、治理黄河，以及防灾救
灾等重要工作总是事必躬亲。 在生活上，他
不抽烟，不喝酒。 他老伴是位手摇纺车的农
村妇女，彼此相敬如宾。

1953 年，晁哲甫调任山东省副省长（平
原省已撤销），他不计较地位的变化，欣然赴
任。 在山东工作的十多年间，他分管过农业、
卫生、高等教育等方面的工作，抓一行爱一
行，努力做出成绩来。 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
山东水利工作一度实行以排为主的治涝方

针，晁哲甫通过实地考察，提出了蓄排并举、
以蓄为主的方针和开挖沟渠、 整修梯田、加
固堤堰、封山造林等有效措施，为发展山东
的农田水利事业做出了贡献。

1958 年以后，极左思潮日益泛滥，但晁
哲甫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始终保持了冷
静头脑。 他看到报纸上发表的一些浮夸性的
材料，看到不顾一切的大炼钢铁运动，曾提
出：“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能行吗？ ”他
告诫身边的同志，不要去推波助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晁哲甫因病在家休
息，但却十分关心这场运动的发展。 他不断
跟别人交换对运动的看法，有时谈到“为什
么要采取这种形式来解决党内矛盾”？ 有时
提出“为什么要对历史形成的文化采取虚无
主义的态度，甚至采取毁灭行动”？ 他打算愈
后对自己走过的道路做些回顾，以便为党的
事业提供点借鉴，但由于病情恶化，不幸于
1970 年辞世。临终，他把多年积蓄的 8000 元
交给组织，作为自己的最后一次党费。

王 鹤 峰

王鹤峰，1911 年生，濮阳县梁庄乡王枣
林村人。

1930 年， 王鹤峰在开封参加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青年反帝大同盟，开展革命宣传工
作。 1931 年 5 月，他在等待派遣去“白军”(国
民党部队)中开展兵运工作之际，因叛徒出
卖被捕，关押在北京草岚子监狱。 历经敌人
严刑拷打和各种威逼利诱， 他始终坚贞不
屈，严守秘密，积极参加为反对敌人虐待和
迫害而进行的多种形式的斗争。

1936 年秋， 经党组织营救， 王鹤峰出
狱，到山西进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任中共
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委员。 在此期间，他
与阎锡山政府成功进行了统战工作，联合后
者组建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 发展会员
300 余万人。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王鹤峰历任
山西省青年抗敌决死第一纵队三大队教导

员、三总队政治部主任，决死第一纵队政治
部主任，在晋东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
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11 月初，他率决死队
第一纵队前往晋东南抗日前线，领导创建了
太岳抗日根据地，配合八路军开展抗日游击
战争。 1939 年山西“十二月事变”后，山西新
军改编为八路军，王鹤峰任八路军决死第一
纵队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1940 年 8 月至 12 月， 王鹤峰等率八路
军主力部队决死第一纵队参加了举世闻名

的百团大战。 该战役歼灭日伪军 4.5 万人，
是抗战时期八路军主力部队主动出击日军

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战役，重挫了日寇侵华气
焰，打出了敌后抗日军民的声威，振奋了全
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1945 年 8 月 20 日，中共中央决定：合并
冀鲁豫中央分局和中共北方局，成立晋冀鲁
豫中央局。 领导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四
个区党委和军区。 张霖之、李菁玉、李雪峰、
王鹤峰分别任四个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

哈尔滨是新中国于 1946 年 4 月 28 日
第一个获得解放的大城市，为解放东北乃至
全国做出了重要示范作用，毛主席公开称赞
哈市为共和国的长子。1949 年 8 月 27 日，东
北人民政府成立， 哈尔滨为中央直辖市，由

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代管。由于
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党中央极为重视，从中
央机关选派得力干部加强城市建设工作 。
1951 年 7 月 19 日，哈尔滨市委通知：中共中
央东北局电示，经中共中央批准，王鹤峰任
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兼市委工业部部长、市委
常委兼黑龙江省委委员。

王鹤峰刚到哈尔滨时，正值市委部署在
全市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在此运动中，他注
意纠正一度出现的片面追求产量、忽视质量
的偏向。 由于大力发展地方工业企业，南厂
北迁又建起一批重工业企业，使哈尔滨市工
业生产的实力显著增强。 在这种情况下，他
特别强调国营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

主导地位，使哈尔滨市形成了以国营经济为
主导的国营经济、集体经济、公私合营经济、
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并存的经济格局。由于

工作扎实，严格管理，深入群众，人们亲切地
称其为列宁式干部。

1955 年 3 月，中共中央决定，王鹤峰任
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 当时，黑龙江省是国
家计划重点进行工业建设的基地。 1958 年，
王鹤峰总结提出了向全国推广的著名的“两
参一改三结合 ”经验 ，也就是 ：干部参加劳
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实行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王鹤峰在
工业领域的艰辛探索和创新实践，为哈尔滨
市、黑龙江省工业建设和推动全国工业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王鹤峰当选
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 其
间，他主持正义，拨乱反正，平反一系列冤假
错案。在反对腐败、端正党风、建立规章制度
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受到广大纪检干部
和人民群众的称赞。

1985 年 9 月在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上，
王鹤峰同黄克诚、王从吾、李昌等 30 位老同
志联名致信党中央，请求不再担任中纪委领
导职务。全会高度评价他们从党和人民利益
出发，积极促进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
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表率行动。

1999 年 11 月 5 日，王鹤峰在北京逝世，
享年 88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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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健

初

孙健初，字子乾，1897 年
生，濮阳县孙密城村人。

1920 年 9 月， 孙健初考
取山西大学采矿系预科班 ，
两年后升入本科。 大学期间，
他学习刻苦，生活节俭，深得
瑞典籍教授新常富赏识。 新
常富对地质化学造诣颇深 ，
主办了瑞华博物考察会。 孙
健初毕业后被吸收为该会第

一批地质调查员， 并接受了
新常富的以纯正科学来救国

的思想。 1927 年，孙健初大学
毕业后， 被山西省建设厅聘
去， 不久被南京中央国民政
府农矿部调走， 初任农矿部
地质调查所技士，继升技正，
从此开始了他的地质研究生

涯。
1937 年，中国煤油探矿公司组织西北地质矿产试探队

时，孙健初应邀前往，发现并研究了玉门油矿的重要组成部
分———老君庙的地质构造。 抗日战争爆发后， 日军切断了
“洋油”进口的海上路线，国民党政府被迫考虑内地油田开
发。 1938 年年底，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增设甘肃油矿筹备
处后，孙健初、严爽、靳锡庚等奉命到老君庙进行石油地质
考查。时值隆冬，塞外高原漫天皆白，朔风凛冽，环境异常恶
劣，但他们为了抗战的胜利，骑着骆驼，冒严寒、迎冰雪、战
风沙，起早贪黑坚持野外作业。 仅仅用了 6 个月的时间，他
们查明了该地区生油层、储油层及地质构造状况，以事实驳
倒了西方学者中国贫油的谬论。 为了更确切地了解老君庙
油区的地质构造和含油、气层等情况，孙健初立即要求重庆
国民政府调来钻机开始钻探。然而，当时忙于战争的国民政
府不顾他数次电请，一直未调来钻机。 正当他焦虑万分时，
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电告延安， 调来两台钻机和一批钻
井工人，帮助他开发油矿。

1939 年 5 月，孙健初在老君庙主持了玉门油田第一口
油井的钻探。 当钻头伸向 130 米处，油喷不止，日产量达 20
桶。 接着，其他各区钻井均见油层。 1941 年 4 月 10 日，4 号
井和 8 号井在钻进油层时出现猛烈井喷， 终于证实了玉门
油田是一个具有工业价值的油田。 国民党政府一见孙健初
试探成功，玉门油田大有希望，马上成立甘肃油矿局，并委
任孙健初为地质室主任，指导玉门油矿建设。

孙健初为了寻求祖国地下宝藏，长期坚持野外调查。他
跋山涉水，不畏险阻，不避寒暑，风餐露宿，足迹遍及晋、冀、
豫、皖、鄂、陕、甘、宁、青、察、绥、蒙等十几个省区的高山峻
岭、江河湖泊。 不论是采集岩石、标本整理、记录、描述地质
资料，还是绘制图纸或撰写论文，他总是一丝不苟，精益求
精，先后写出关于石油、煤、铁等矿藏的调查及有关岩石、地
层构造等方面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 30 多篇，填补了我国
地质科研的空白。

1942 年，孙健初被派往美国进行考察学习，历时两年，
写成了《美国地质概况及其寻究石油之方法》等论文，对国
内石油地质研究影响很大。 1944 年回国后，他仍主持西北
石油地质研究，投入甘肃文殊山、皋兰河、享堂等地的石油
地质勘查工作，并写出了《甘肃文殊山地质》等调查报告。论
断认为，文殊山有钻探价值，皋兰河、享堂有大量油层存在。
然而，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政府忙于发动内战，没有心思去
开发油田，致使钻机瘫痪，仅有的几位地质工作者也闲置起
来。 但是，孙健初希望多开几个油田，改变祖国落后面貌的
报国之心没有冷，他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用于石油地质理
论的研究。 1946 年到 1948 年的三年时间，他完成了《西北
油田地质说略》《发展中国油矿计划纲要》《如何在钻井下研
究石油地质》 等多篇具有科学价值的论文， 并编制了一幅
《中国石油理想图》。他的这些科学预见，多数被建国后的石
油勘探所证实，中原油田的开发便是一例。

1949 年 8 月 26 日，孙健初在兰州迎接解放。 他把冒着
极大风险保护所能掌握的全部石油地质资料及仪器和设

备，完整无损地交给了中共党组织。 为此，西北军区司令员
彭德怀在贺龙陪同下，亲自登门拜访孙健初，倾听他对开发
祖国石油资源的设想和意见。

新中国刚成立， 孙健初被任命为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
总局勘探处处长兼任西北财经委员会委员， 中国地质工作
指导委员会委员， 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和兰州市
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 1950 年 4 月，在北京出席全国
第一次石油会议时，孙健初提出了西北石油勘探计划。1951
年，在全国石油工业展览会上，毛泽东主席专门接见了他。
1952 年 10 月， 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发展石油工业
的需要，孙健初主持开办了第一期石油地质干部训练班，亲
自讲课，参加讨论，指导总结。后来，这批学员成为中国石油
地质界的中坚力量。

正当他励精图治，规划蓝图，实现他多年梦寐以求的美
好愿望时，1952 年 11 月 10 日深夜， 孙健初不幸在北京因
煤气中毒逝世，年仅 56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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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濮阳市东江商

贸有限公司的营业执

照 （ 注 册 号 ：
410900100091639） 正

本、 副本不慎丢失，声
明作废。
▲濮阳市华龙区

迪笛欧服装店的营业

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
92410902MA45W39Q

11） 副本不慎丢失，声
明作废。
▲台前县马楼乡

乐佳家超市的食品经

营许可证 （许可证编
号 ：
JY14109270024514） 正
本不慎丢失 ， 声明作
废。
▲高志旗（身份证

号 ：
41092819770301151X）
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

押运员资格证不慎丢

失，声明作废。
▲李伟清（身份证

号 ：
41092819721117091X）
的道路运输危险品押

运员证不慎丢失，声明
作废。
▲陈晓伟（身份证

号 ：
410922198304243539）
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

资格证不慎丢失，声明
作废。
▲袁延杰（身份证

号 ：
410923197402072413）
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驾驶员证不慎丢失，声
明作废。
▲中共濮阳县委

政法委员会工会委员

会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5025000717201）不
慎丢失，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