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 颂

常颂，原名宋延正，1920 年生，南乐县谷
金楼乡人。

1935 年，常颂高小毕业。此时，恰逢南乐
县招考小学教师，常颂应招考中，先后在本
村和韩村、耿落村小学教学。 “七七事变”后，
常颂在民族危亡之际，毅然投入抗日救亡运
动，开始了革命生涯。

1940 年 10 月， 冀鲁豫区党委决定调常
颂到濮阳县兼县委书记。 此时的濮阳县，日
军、伪军、顽逆、土匪、会道门五股反动势力
泛滥猖獗，根据地日渐缩小，党领导的抗日
救亡活动异常艰辛。 但常颂抱着“怕就别革
命，革命就不能怕”的念头勇敢地挑起了这
副重担。 他到濮阳县后，在城南下堤郎中一
带秘密发展党员， 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深
入调查和掌握日伪军情况。 活动中，他常常
住郎中集常明泰家里。 经多次与常明泰之
子、教师常景岚深入交流，将他发展为中共
党员。 此后，常景岚就和常颂一起参加对敌
斗争。 有一次，敌人到常明泰家中抓捕常颂，
没抓到他，敌人便把常景岚抓去。 不管遭受
什么拷打，常景岚始终没吐露常颂的任何情
况。不久，常景岚牺牲。常颂看望常明泰时沉
痛地说：“景岚是个好同志，您为有这样的儿
子值得自豪；我为失去这样的战友和弟弟而
难过。 景岚的死，是党的损失，革命的损失。

请您老人家放心，景岚死了，您就是我的亲
父亲！ ”此后，常颂即尊常明泰为父，由宋延
正更名为常颂。

1949 年年初，常颂响应党的召唤，南下
接管赣东北的鄱阳地区。5 月中旬，常颂任鄱
阳地委副书记。9 月，常颂与白潜、顾汉臣、陈
桐源等带领西进干部支队一大队随二野五

兵团向贵州进军。 剿匪中的关键时刻，常颂
表现得英勇顽强、临危不惧。3 月 25 日拂晓，
贵州人民反共救国会 3000 余人围攻贵阳地
委所在地贵阳城郊花溪镇。 在十分危急的情
况下，常颂沉着指挥，要求被困西进人员既
要有坚定的信心，又要做最坏的准备，突围
时每人都留下最后一颗子弹， 宁可牺牲，也
不当俘虏。 而后，与地委其他领导一道指挥
战斗，将为数不多的指挥员、通信员、机关干
部组织起来，配合部队激战数小时，将敌人

击退。 在省剿匪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先后
取得了贵筑青宕战斗、清镇暗流战斗、龙里
羊场战斗等胜利， 不断给予土匪沉重的打
击，使匪患逐步平息、肃清。

1952 年 5 月， 常颂任中共贵阳地委书
记。

1953 年底，省委工作组在贵筑县白云区
办起了尖山、程官、摆拢、莲花塘等 4 个农业
生产合作社。 1954 年 1 月中旬，常颂即带领
人员到以上农业社考察，总结办社经验。 考
察报告在《新黔日报》上发表。2 月，他又去清
镇县考察了县委试办的东门桥等 6 个农业
合作社，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即，认真宣传
总路线，通过回忆对比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
觉悟； 有坚强的领导骨干和一定的互助基
础；开好家庭会，深入互相发动，做到社员真
正自愿入社；田地入股、分红等问题求得意

见大体一致再报名等。 这样，对办社工作起
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56 年 2 月，中共中央任命常颂为贵州
省委副书记，分管全省农业。

常颂在省委副书记的岗位上， 冷静、清
醒地领导了全省农业合作化运动。 在合作化
高潮到来之后，他提醒各级党委不要为成绩
所陶醉，注意防止工作中的偏差，使运动沿
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对合作化后的农业生
产，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贵州全
省耕地只占土地总面积的 11.8%， 林牧副业
收入占农家收入的 40%的自然特点和农民
的经营习惯，他指出，贵州在合作化后只搞
粮食是不利的， 应当以粮食的增产为主，开
展多种经营，争取全面增产。 这为全省农业
的发展拓宽了道路。 在他主管农业期间，贵
州粮食自给有余，每年还要调出 1~2 亿斤粮
食支援国家。 同时，林牧副业也得到发展，为
贵州农业做出了突出成绩。

1958 年， 尚不到 40 岁的常颂， 风华正
茂，年富力强，正在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
大贡献之际，却遭病魔缠身。 他住院期间，又
遭到错误批判，蒙受不白之冤。1959 年 3 月，
因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年仅 39 岁。

1984 年 7 月， 贵州省委为常颂平反昭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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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献

瑞

郭献瑞， 1913 年生，
南乐县韩张镇人。

1933 年春 ， 郭献瑞
考上素有地下党校之称

的河北省立第七师范学

校。
1936 年年底的一天，

在晁哲甫处 ， 郭献瑞聆
听了直南特委张玺关于

“西安事变 ” 的谈话后 ，
走上街头 ， 宣传中国共
产党对和平解决 “西安
事变 ” 的方针和政策 ，
以及进一步促进建立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1937 年 4 月 ， 郭献

瑞 于 大 名 七 师 毕 业 。
“七七事变” 爆发后， 他
立即参加了南乐县各界

抗敌后援会 ， 指挥修整
交通道路和向前线运送给养的支前工作， 并主动担任全
县乡村干部训练班的主要讲师， 宣讲抗战必胜、 坚持敌
后斗争和防空常识等。 7 月底， 晁哲甫在南乐组织成立
抗日救国十人团。 在成立大会上， 郭献瑞被选为团长。
10 月， 中共临时直南特委书记刘大风来南乐， 发展郭
献瑞为党员。 在留固店听取郭献瑞汇报抗日救国十人团
及全县形势的情况后， 刘大风代表直南特委宣布郭献瑞
任中共南乐县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 郭献瑞除负责全县
工作外， 重点做好发展党组织的工作， 动员青壮年参加
抗日武装， 建立了党领导下的河北民军四支队， 成为冀
鲁豫一带的一支抗日主力军。

1938 年年初， 大名的日军渡卫河南进， 直南特委决
定把清丰、 南乐、 大名 3 个县委改划为边东和边西两个
中心县委。 边东中心县委由晁哲甫、 安法乾、 朱之纯组
成， 郭献瑞任边东县委负责人， 具体负责南乐东部和朝
城西部一带及大名卫河以东地区党的工作。 9 月， 郭献
瑞调任广平县县长兼县大队队长。 其间， 他建立并扩大
了抗日武装力量， 开展了大量的统战工作。 在扩军方
面， 他使县大队由几十人的一个中队， 扩大到四个中队
和一个警卫队近 400 人。 他经常带着队伍围绕据点袭扰
日伪军， 敌人每次出城扫荡， 他都率领部队以 “麻雀
战” 迎击， 阻止敌人前进； 在敌人返回据点时， 他们集
中火力追袭其尾部， 打得日伪军狼狈不堪。 他带着县大
队配合三八六旅参加过歼敌数十人的潘寨战斗； 在黑夜
带精干的游击队员， 摸进县城救出被敌伪关押的数十名
村干部……他的英勇事迹被曲周、 广平、 肥乡、 馆陶一
带的老百姓传为佳话， 都赞誉他是个真正打日本的八路
县长。 在他的影响下， 广平县的群众抗日热情更加高
涨， 扩军、 战争动员、 统战工作进行得都很顺利。 冀南
行署主任杨秀峰、 副主任宋任穷还以答记者问的形式表
彰了他英勇抗敌的斗争事迹。

1939 年 9 月至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前夕， 郭献瑞调冀
南行署工作， 历任水利委员会副主任、 生产建设总局局
长、 工商管理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 银行行长、 贸易公
司经理、 财经干部学校校长等职。 工作中， 他注重调
研， 关心生产发展、 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 经常深入基
层， 接近基层干部和困难群众。 在担任水利委员会副主
任时， 除参加各界救灾委员会活动外， 郭献瑞还发动群
众集中力量挖了一条从邯郸地区至宁晋泊排洪的小漳

河。 在担任生产建设总局局长期间， 他狠抓了铁工厂、
皮革厂、 服装厂的建设， 为部队生产军服、 军鞋， 为民
兵生产手榴弹等物品， 还专门搞了改良农具、 钻探地下
水源的试点工作。

1942 年至 1943 年冀南大灾荒时， 他在组织开展以
纺织为重点的生产救灾运动中， 特别是与冀鲁豫区的
布、 粮大交换， 起到了很大作用。 郭献瑞开创了解放区
的烧酒专营生产， 这项工作受到了党中央的表彰。

1960 年 10 月， 中央任命郭献瑞为中共华北局委员
兼华北局财办主任。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 他明确提出
缩小基建规模， 开放集市贸易， 以及借地渡荒和纠正国
家出钱搞共产风试点等主张。 在整风整社和四清运动时
期， 他以华北局委员和邯郸地委常委的身份， 在永年县
搞了 1 年四清， 1 年复查工作。 复查期间， 他又兼任永
年县的第一书记。 1 年中， 他认真抓了 3 件事： 第一，
认真对四清中的错、 重案作了认真的复查和纠正； 第
二， 大规模地开展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普遍进行勘
探， 摸清了地下、 地上水源分布状况， 除了少数几个大
队外， 基本上解决了永年县发展农业的用水问题， 成为
河北省稳产高产棉、 粮双贡献县的重点县； 第三， 普遍
轮训了干部， 为了四清后新老干部的交替， 他用脱产学
习的方式， 将全县所有区、 社、 队脱产或半脱产干部轮
训一遍， 干部队伍素质得到了普遍提高。

文化大革命期间， 郭献瑞被戴上 “三反分子” 的高
帽子， 游街 10 多次， 抄家 3 次， 直到 1969 年秋才恢复
工作。 1979 年， 他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 2012 年， 他
在京逝世， 享年 101 岁。

白 潜

白潜，原名贾宪武，又名尚武，字振仙，
1918 年生，南乐县谷金楼乡人。他幼年丧父，
由伯父贾子岚抚养成人。7 岁时，他在伯父创
办并任校长的南乐县官庄私立小学接受启

蒙教育。1935 年，他从县立乡村师范毕业，先
后执教于官庄小学、南乐县中心民校。 1937
年 10 月，经南乐县工委委员刘同方、陈仰贤
二人介绍，白潜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南
乐县第五区区委书记。 为便于进行革命活
动，不连累家庭，他将原名贾宪武改为白潜。

1938 年 2 月， 直南特委决定打击清丰、
南乐伪政权，镇压汉奸。 白潜、郭献瑞自告奋
勇承担侦察任务，把维持会的分布和警戒情
况绘成草图，交给河北民军第四支队。 5 月，
直南特委决定恢复清丰县委、 南乐县工委，
撤销边东和边西县委。 白潜任南乐县工委宣
传委员。1938 年 8 月，中共南乐县工委改组，
白潜任宣传部部长。 10 月，南乐县工委改称
南乐县委，白潜改任县委书记。

1940 年 4 月，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基本形
成，原直南、豫北和鲁西南地区的党组织组
成冀鲁豫区党委，白潜被任命为一地委组织
部部长。 不久，白潜在沙区组建了另一支地
方武装———卫河大队。

1945 年 4 月下旬，冀鲁豫军区以四个分
区和 5 个正规团、4 个支队、14 个县大队参
战的优势兵力发起了南乐战役，一举解放南

乐全境和大名、 广平县境各一部分， 歼敌
3000 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战役中白潜
率九分区部分武装佯攻浚县之敌，配合南乐
战役的进行，为解放南乐做出了贡献。

1949 年 4 月，白潜率原冀鲁豫四地委南
下干部大队随二野五兵团渡过长江，到达赣
东北，奉命组建鄱阳地委、行署，白潜就任地
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8 月，华东局决定撤销
鄱阳地委、行署，原班人马转道西进，到贵州
开辟新区。11 月入黔，接管安顺，白潜任安顺
地委第一任书记，兼军分区政委。 当时，整个
黔境匪焰日炽， 安顺地委成立后的一二年
间，始终是在紧张的剿匪斗争中度过的。

1960 年冬， 白潜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
员、财委主任。 此时，正值国民经济严重困难
时期，东北三省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他
一到任就担起了东北三省人民的吃、 穿、用
重担。 由于左倾路线和自然灾害给人民群众

的生活带来严重的灾难， 他心情十分沉重，
决心尽快报告中央，并建议中央进口一部分
粮食，解决燃眉之急。1961 年春，白潜在中央
召开的财贸书记会议上，再次面报此事。 李
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对这个情况十分重视，
随即决定分批进口 100 万吨粮食。 这批粮食
对缓解东北三省灾情起了不小作用。

正当白潜兢兢业业为党工作的时候，文
化大革命开始了。1966 年 11 月的一天，省委
召开三级干部会议。 白潜参加会议途中路过
省委档案室， 见一些人气势汹汹地要砸门
锁，立即前去制止，高声说道：“这是党的机
要重地，内有重要绝秘文件，你们不能动！ ”
几个壮汉哪里听得进，砸开门锁后，把白潜
抬进档案室，强行拍照，而后反诬是白潜领
他们冲进档案室的。 接着，白潜被戴上高帽
子，反穿大衣，推上一辆大卡车，游斗了整整
6 个小时。 此时，白潜心里只惦记着一件事：

全省传达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的三级干部大

会即将结束，正等着他去作会议总结。 因此，
批斗刚结束，白潜便甩掉高帽子，擦了擦脸
上的灰尘，直奔会场。 当他步履艰难地登上
主席台时，与会同志惊喜交加，不由自主地
全体起立，为他长时间地热烈鼓掌，许多人
含着泪花簇拥上去向他问候。 无休无止的轮
番批斗，种种非人的折磨，极度繁重的工作，
无可宣泄的愤懑，使得白潜这个平时连感冒
都不曾患过的汉子得了眼病、糖尿病、心脏
病，他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创伤。 他的病，因
不停地受冲击 、挨批斗 ，一误再误 ，一拖再
拖。

1967 年 4 月，在北京治病的白潜被一伙
来历不明的人连夜押回沈阳，在一个秘密地
点关押了 26 天，多次遭受毒打。 造反派把他
的档案翻过来倒过去，横挑竖拣，牵强附会，
想找到打倒他的依据。 只是因为其他老同志
不肯出具伪证，造反派的阴谋才未得逞。

1979 年 9 月，中共辽宁省五届一次全会
上，白潜当选为省委常委、书记。

在临终前的两个月，他应 7 个省、地、县
党史部门之请，写出近 3 万字的抗日战争回
忆录。 为编写好老家南乐县的党史，他亲笔
给同时代的几位健在的原县委负责人写信，
提出了大大小小 25 个应当澄清的问题。

1982 年 11 月，白潜病逝，享年 64 岁。

杨 泽 江

杨泽江又名杨俊仁，1921 年生，清
丰县杨庄村人。 1934 年，杨泽江入河北
保定师范学校学习，1937 年参加革命，
1938 年入党。

1943 年，在一次反扫荡中，杨泽江
右胳膊中弹负伤。在伤口还没有完全愈
合的情况下， 他不听医护人员的劝阻，
执意重返抗日战场。 9 月，日军对冀鲁
豫边区进行秋季大扫荡，杨泽江所在的
抗日救国总会随边区机关跳出敌人合

围后， 他接到了区党委书记黄敬的通
知， 得知自己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即
将赴延安出席七大。 匆匆准备之后，杨
泽江与中共北方局的刘宴春、 芦雪夫
妇，军分区司令员刘德海、段君毅夫人

陈亚琪等乔装成农民，沿着刘少奇去延
安的路线出发了。

冀鲁豫边区距延安路途遥远，沿线
日军封锁严密，杨泽江他们连续昼夜行
军奔波，在两个月后抵达延安。 1945 年
4 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开幕。杨泽江作为冀鲁豫边区代表团的
一员参加了会议。 1945 年冬，杨泽江回
到濮阳， 被安排到鲁西南新建的菏泽、
定陶、南华、东明 4 县工作，先后任抗日
联合会主任，南华县委书记，南华、东明
工委书记。

1953 年，杨泽江被派到海南开创新
中国橡胶事业 ，30 岁出头的他由中共
华南分局青委书记任上调任华南垦殖

总局副局长，后来又担任中共海南区党
委副书记、 书记、 第二书记； 1960 年
10 月任第一书记，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
南军区政治委员。 作为海南农垦的开
拓者之一， 杨泽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1964 年 3 月 18 日， 《海南日报》 刊发
了一篇通讯， 题目是 《用革命精神解
决利用人粪尿问题》， 写的就是杨泽江
的事迹：

海南区党委书记杨泽江，春耕期间
在琼海县塔洋公社鱼良大队蹲点，带头
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亲自动手修粪池、
挑人粪，给农村基层干部树立了深入调
查研究、发扬革命传统的活榜样，带动
全大队掀起了修粪池、收人粪、沤人粪、
用人粪的群众性积肥运动，有力地促进
了当前生产。

1976 年，杨泽江从广东省委常委、
省委秘书长任上，调任中共河北省委常
委、副书记，兼保定地区领导小组组长。
文革时期的保定， 派系斗争十分激烈，
党的各级组织严重瘫痪，到处是一片混
乱。 当时杨泽江正生病住院，组织上征
求他的意见， 他知道是叶剑英点的名，

服从了组织安排。 在回忆这段历史时，
杨泽江对记者深情地说，要把分裂的保
定变成团结的保定，把落后的保定变成
先进的保定。 这是中央当时提出的要
求。 因为保定在北京附近，是北京的南
大门，对全国有影响。 所以中央下这么
大决心，从全国调来干部，解决保定问
题。 县委书记好几个是从外省调来，有
湖南的，也有山东的。 因为保定这个地
方吧，是两家“支左”。 文化大革命本身
就是错的，又是两家“支左”，力量都很
大，所以都长期对立，问题解决不了，武
斗就止不了， 派我们外省的来解决武
斗。 我们超脱。

1977 年 4 月 30 日， 省委决定建立

保定地委， 任命杨泽江为地委第一书
记、 地革委主任。 地委成立后， 杨泽
江又重点抓了发展生产和落实干部政

策 ， 保定的各项事业逐渐走上正轨 。
经济上逐步复苏 ， 国内生产总值由
1976 年的 139204 万元增加到 1979 年
的 221382 万元 ， 财政收入由 1976 年
的 15617 万元增加到 1979 年的 27426
万元。 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干部政策
取得了重大进展， 平反冤假错案 1.67
万件， 复查了文革期间刑事案件 3876
件。

1979 年 9 月， 杨泽江回到河北省
委， 先后担任省委副书记兼省农委主
任、党组书记、省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

1985 年 5 月任省顾问委员会主任后，又
管了一年多的农业工作， 直到 1986 年
以后才不分管。 在将近 8 年的时间里，
作为省委常委会的一名成员，他把自己
融入了分管的农业工作中。 那时候，他
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基层，全省 100
多个县，每个县他都跑遍了。 当时的中
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来河北解决问题

时， 曾这样评价他：“老杨是满腿泥巴，
只管工作，哪一派的争论也不参加。 ”

1985 年 5 月 28 日， 中共河北省第
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杨泽江被指定为省
顾委召集人， 做了 8 年省顾委主任，后
又担任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主任等职。

孙 聚 五

孙聚五，1920 年生，清丰县韩村乡人。他
自幼酷爱书法，先后拜马扬武、史铭棠、吴永
涛、张廷馨等书画名人为师，书艺渐成。

熟悉孙聚五的人，都会提到他右手拇指
的形状，说他右手拇指的上半截很短，指甲
仅是常人的三分之一，因而他的执笔姿势与
旁人稍有区别。 捻管儿时，大多数人是用拇
指肚的部分来控制笔管旋转的方向和速度，
孙聚五则因为拇指上半部较短，需用指尖部
分顶住笔管。 这样，拇指指尖部分也会参与
调锋的活动。 又因为拇指上半部分较短，捻
管儿的动作要显得灵活很多，而无须转动时
又能做到戛然而止，正好卡住。 谈论这一细
节的人甚至认为，孙聚五之所以能“润笔生
枯”，和他与生俱来的拇指有直接关系，人家
天生就是写字的。

其实，孙聚五右手的拇指，不仅是短出
一截，关节处还有一个深深的凹槽，那是笔
管在短短的指肚上磨出了厚茧———异常勤

奋的缘故。
孙聚五由于没钱买纸墨，他就用麻刷子

蘸胶泥汤在禾场上练，这更需要手劲。 由于
握笔太久，以至于手指不同于常人———他是

靠勤奋练就一手好字的书法家。
抗日战争前，孙聚五苦学苦练，以攻楷

书为主，兼习行书。 他的作品格调高雅，字体
端庄、雄健、淳厚，富有古色今彩之貌。 抗日

战争至文革期间，他以王羲之、智勇真帖为
范本，兼习于右任草书、赵之谦魏，从众家艺
术中衍生出自己的独特风格。 其用笔讲究：
起、行、收、藏、露 、逆 ，用墨讲究枯 、浓 、淡 ，
干、湿、润。 他的作品结构微妙，典雅古朴，布
白井然有序 ，虚实相生 ，刚柔相济 ，潇洒莠
润，一气贯通。 晚年，他主攻行草，兼习篆书，
从众家行草艺术独觅蹊径。 其作品上下承
接，左右呼应，笔势流畅，似行云流水，他的
行书参照了于右任的笔法，往“大王”里加入
了一些篆意，且书中有画，画中有书，极富韵
味。 他书法遒劲而潇洒自然，字里行间流露
出的他为人的坦率和热情。 他继承传统书法
艺术，逐渐形成自己的书法艺术风格。

有一次，孙聚五正教授书法，来了一位
中年妇女，毫不客气地让孙聚五写字。 孙聚
五虽不情愿， 但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也
未推辞，提笔蘸墨，可那妇女喋喋不休，问你

这字卖多少钱一个？ 孙聚五先生大为恼火，
写了一半不写了 ，说 ，我的字 ，好友来了相
送，分文不取。 若拿钱来买，千金不卖。 那位
妇女自知理亏，急忙道歉。 最后，孙聚五还是
给她写了。 这样类似的事情还发生过几次，
只要是百姓来求字， 他始终是分文不取，以
至于清丰县无论政府机关、 还是工厂商店，
甚至乡村门楼，随处可见孙先生墨宝。

上世纪 60 年代， 聚五先生的书法作品
在日本展出， 被河南书坛誉为豫北一枝笔。
1970 年代， 孙聚五的书法作品传入北京画
院，深受名家推崇，其作品在画院展览，国内
书画名家，北京画院院长溥松窗和张仁芝先
生几次来信求字，溥老和张老对孙老师的字
推崇备至，展于第一厅显著位置，并赠国画
《小熊猫》以谢。

1986 年，著名红学家、书法家周汝昌对
聚五的书法给予了较高评价：“他的书法，功

力深厚，气味醇正，时下名家虽有，但够上这
八个字的实在不多见了。 ”

1990 年 2 月 5 日,江泽民同志视察濮阳
时，见其所出“御井甘泉”碑文后，品赏称赞。

孙聚五经数十年磨砺，真、草、隶、篆各
张一帜，赢得世人赞誉。 所书“晁哲甫同志纪
念碑”受到安法乾、刘镜西等革命前辈的称
赞。

孙聚五一生培养了众多的书画爱好者，
其中有些已有所成就，对清丰书坛起到了润
物细无声的作用。

原河南省书协主席张海先生说，河南现
代最有代表性的书法家有两个，豫南地区有
一位信阳的我记不起了，豫北的代表就是孙
聚五先生。

濮阳市著名作家杨好月的评价是，至美
之字，必出至善之手。

古稀之年的孙聚五， 常以 “艺无止境”
“活到老学到老”鞭策自己，他谦虚，对自己
的书法从不满足，不断探索。 孙聚五曾作一
幅山水画，题诗“遇了一山又一川，悬崖深谷
好艰险。 须知高峰无坦途， 毅力决心能登
攀”， 表达了他向书艺高峰攀登不止的勇气
和对艺术的不断追求。 正因为他竭尽全力向
书艺高峰攀登不止，才成为书坛杰出大家。

1994 年 10 月，孙聚五病逝于济南，享年
74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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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国强、 张玉明、 吴向
银：

因你 3人拖欠自

贷、担保贷款逾期不还，
依据 《河南省农村信用
社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

法》相关规定、省联社关
于清收内部职工自贷和

担保贷款的相关文件及

《河南范县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

内部职工自贷、 担保不
良贷款清收情况的通

报 》 （范农商 〔2019〕139
号） 文件要求， 我行于
2020年 3月 16日对你

3人作出辞退处理 ，解
除劳动合同。 相关处理
文件通过各种渠道未能

送达，现登报公告送达。
特此公告

河南范县农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30 日

辞 退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