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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忠魂 浩气长歌
———追记葛舒斋同志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80 年前，这
首大气磅礴、慷慨激昂的《黄河大合唱》一经推出，迅速唱响大江
南北，长城内外，鼓舞了亿万中华儿女前赴后继，奋勇向前，奔赴
抗日救国第一线。

为了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一批批黄河优秀儿
女，放下课本，拿起刀枪，挺起胸膛，义无反顾地告别了爹娘，走上
了抗日救亡的主战场。 在这千千万万的英雄儿女中，就有一位生
于黄河、保卫黄河、魂系黄河的传奇而平凡的人物———葛舒斋。

葛舒斋，原名葛运太，1905 年 9 月出生于山东省濮县（今河南
范县）葛楼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因家境贫困，葛舒斋直到 11 岁
才进入濮县北关初小读书。 老师看他天资聪明、勤学好问，便赠他
“舒斋”为号，期望他将来学识渊博，报效国家。 1927 年，葛舒斋初
小毕业后到牛桥高小插班，次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曹州第六中学。
由于家里供给不起，他只好辍学在家。 葛舒斋没有沮丧，没有抱
怨，而是边劳动、边学习，一直在等待求学时机。

2 年后，一所学校招收免费生的消息传来，令他激动不已，彻
夜未眠。 他的人生道路，也因此发生改变。

1930 年，葛舒斋如愿以偿，顺利考入刚成立的濮县简易乡村师范
学校（以下简称“濮县师范”），再次踏入学校大门。

1932 年，范朝濮联立乡村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乡师”）成立。 5 月，
葛舒斋随濮县师范一起迁到范县城里（今山东莘县古城镇）的乡师，从
此，他的人生揭开了新的一页。这年夏天，乡师濮阳籍学生管守律经濮
阳中心县委批准，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管守律在校积极宣
传党的思想，秘密发展地下党员，组织开展秘密活动，革命的星火很快
在乡师点燃。

葛舒斋积极参加学校党组织的读书会，阅读了《铁流》《母亲》《辩
证唯物论》等进步书籍，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蒙，追求革命的人生观逐步
确立。 他义愤填膺地说：“我算看准了，想通了，不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
统治，不把帝国主义赶出去，中国人就永无出头之日。 我要为革命奋斗
一生，即使牺牲了，也是光荣的！ ”

1933 年， 葛舒斋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共产党外围组织 “反帝大同
盟”，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 他和进步同学一起走上街头，游行集会、散
发传单、张贴标语，向广大群众宣传革命思想。 这年放暑假前，乡师庶
务主任王云生突然宣布停发学生两个月津贴，企图破坏和阻挠学生的
爱国行动。 葛舒斋和共产党员马功臣、刘培岑等同学一起，挺身而出，
据理力争，迫使校方让步，最终没有扣学生津贴。

同年秋，范县国民政府保安大队的士兵，在大街上无故殴打同学，
造成流血事件。 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200 余名学生包围县政府，严
正抗议。葛舒斋、马功臣等走在学生队伍的前列，要求县长周君英到乡
师向师生赔礼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最终，县长亲自出面道
歉，表示一定要严惩打人凶手。 斗争最终以学生方胜利告终。

通过这一系列学生运动，葛舒斋很快成为革命队伍的骨干分子。 4
年的乡师生活，是他接受革命洗礼、锤炼革命意志、走向革命道路的新
起点。

1934 年春，经进步教师介绍，葛舒斋先后到朝城县城南郑庄小学
和朝城街精卫小学教书，由学生变为教员，从直接参与者变为革命播
火人。他一面教书，一面继续在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对学生进行抗日
爱国教育，激发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提高他们争取民族独立、反蒋爱
国的觉悟。 他曾把一首《大刀队》的歌教给学生。 《大刀队》的内容是：
“大刀队真勇敢，号令一出上前线。不怕坦克车，不怕飞机大炸弹。只知
有国家，不知还有俺，努力向前冲，永不向后看。 举着大刀瞪着眼，一见
鬼子用刀砍，身子在山上，脑袋滚鸡蛋，仇敌仇敌你知道，只得土地不
上算，急速退回去，还我旧河山。 否则刀下不留情，那时后悔也枉然！ ”
在后来的几年间，他的不少学生投笔从戎，走向了抗日战场。 1935 年
冬，一位好友秘密告诉他：“学校怀疑你是共产党，处境十分危险，可能
有牢狱之灾。 ”不久，地下党组织安排他转移到革命条件较好的濮县牛
桥完小教书并担任高小班主任，继续在学生中宣传革命主张。 他在言
谈中时常表现出对国民政府反动统治不抵抗日寇、专门反共政策的不
满，引起了校方注意。

濮县政府委派的校长任冠武思想反动，敌视进步，他一面多次旁
敲侧击葛舒斋，一面禁止学生阅读进步书籍，此举引起全校师生强烈
不满。 1936 年冬，学生领袖李坚等带头，发起了“抬校长”运动，要求校
长允许学生阅读进步书籍，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作为李坚的班主任，葛
舒斋坚定地和学生站在一起。 事后，葛舒斋遭到学校解聘。

在他的教育引领下，不少学生陆续参军参战走向革命道路。 有的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战功卓著，有的在新中国成立后走上党和军
队的领导岗位。2003 年，从中纪委委员离休多年的李坚同志，在信中写
道：“葛舒斋是我的恩师，受恩师教诲，启发进步思想，使我走上职业革
命者道路。 ”

1940 年三四月间，濮县 、范县 、观城
县、清丰县、南乐县、濮阳县相继建立了抗
日民主政府， 鲁西和冀鲁豫边区连成一
片， 成为华北地区重要的抗日根据地之
一。 日寇视我根据地为心腹大患。 6 月 10
日（农历五月初五），日军纠集驻开封、新
乡、 商丘、 安阳等地的兵力 2 万余人，汽
车、坦克 170 余辆，向濮阳西部沙区一带
分三路分进合击，史称“五五大扫荡”。 与
此同时，国民党顽军石友三部与日寇密谋
勾结，携带“还乡团”卷土重来，占据濮阳
以东沿金堤至濮县一带，刚获得解放的人
民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葛舒斋没有退
缩，按照县委要求，他打入敌人内部，主要
做搜集敌人情报工作。

他说：“我家住葛楼村，离濮县县城不
过二里，人地两熟，出入方便，就把这个任
务交给我吧！ ”

组织上考虑再三，就派他以小学教员
的公开身份为掩护，深入虎穴，搜集情报。

他找到在志清小学任校长的乡师同学李

保三，担任了该校小学教员，并很快与地
下党员王永福取得联系。葛舒斋同志将得
到的情报转交给他，再秘密送交城外党组
织。

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葛舒斋同志的
频繁活动，引起了国民政府的怀疑，认为
他是 “暗藏的共产党员”， 并放出风来说
“这个学校是共产党的防空洞”。 后来，不
断有人到学校盯梢和暗中查访，矛头均指
向葛舒斋同志。

国民党派来的教员李子若曾试探地

问：“伙计，你是共产党吗？是也不要紧，我
给你保密，不用怕……”

“不敢当，别高抬了。 我哪够资格？ 我
不过是个小小的教员罢了，我有什么可怕
的呢？ ”葛舒斋镇静自若地回答。

随着形势越来越严峻，葛舒斋还收到
国民党反动组织“青年棒喝团”的恐吓信，
但他没有退缩，没有害怕，仍一如既往地从
事党的地下工作。 他了解到敌人到处抓铁

匠，造砍刀、斧头，估计又要大砍树木，就编
写了《铁匠手忙，人民遭殃》的宣传材料，在
城内广为散发，揭露敌人的罪恶阴谋。

1940 年 10 月，濮县抗日民主政府教
育科长王贯一在县委书记的指示下，给葛
舒斋写了一封信，对他前一阶段的工作给
予充分肯定，要求他继续在隐蔽战线坚持
战斗，做好情报工作。 葛舒斋把自己家设
为秘密联络站，经常掩护上级组织和交通
员在此开展工作，安排食宿。同时，葛舒斋
安排家人站岗放哨，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发
出警告，让同志们立即转移。形势严峻时，
就在家北瓜棚里秘密接头 ， 传递情报 。
1940 年 12 月，葛舒斋曾掩护在石友三部
做策反工作的八路军干部华力脱离险境，
并亲自将他送到八路军办事处。

1941 年冬， 冀鲁豫边区党委成立反
叛军委员会， 由军区敌工部直接领导，王
贯一同志调任边区反叛军委员会委员。由
于敌我斗争形势越来越复杂残酷， 中共
濮县县委经慎重研究， 决定由王贯一同
志直接联系葛舒斋 ， 不发生横向联系 ，
以保证严守秘密。 新的组织变动和个人
任务下达后， 葛舒斋同志毅然决然地接
受了任务。 葛舒斋对叛军的兵力、 兵种、

部署和军事调动等情报更加重视， 秘密
潜入现场仔细侦察、 了解敌情、 认真汇
总情报、 绘制地图， 并通过秘密渠道转
送出去。

1942 年 9 月，葛舒斋通过他的学生，
获悉“日军将进行秋季大扫荡，重点进犯
濮范观根据地，妄图将我党政机关一网打
尽”的消息。他感到事态重大，立即把这一
绝密情报向王贯一同志做了汇报。9 月 27
日拂晓， 日军第 32、59、35 师团主力及骑
兵第 4 旅团和纠集的 17 个县的伪军 3 万
余人，出动坦克 30 余辆，汽车 400 余辆，
飞机 10 余架， 分兵 8 路突然合围濮范观
根据地中心区。冀鲁豫军区提前得到日伪
军合围扫荡中心区的情报后，紧急组织军
区机关人员从范县颜村铺向外线转移，于
26 日下午向南越过黄河故道，脱离险境。
教三旅、南进支队及回民支队主力均转移
到外线，及时跳出敌人合围圈，避免了部
队的重大伤亡。

由于情报准确及时，我主力部队始终
掌握战略主动， 打破了敌人的 “铁壁合
围”，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大扫荡”。敌人企
图全面摧毁冀鲁豫边区抗日中心———濮

范观根据地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1942 年 5 月，葛舒斋调入濮县抗日民
主政府民教科工作，不久改称“教育科”，
先后任副科长、科长，负责全县的教育工
作。

这一年， 由于持续干旱， 河道断流，
大地龟裂， 庄稼颗粒无收， 再加上日军
连续 “大扫荡”， 冀鲁豫边区进入革命最
困难时期。 在极其残酷的环境下 ， 濮县
绝大多数学校处于瘫痪状态。 葛舒斋同
志克服重重困难， 严格执行党的教育为
战争服务的方针 ， 快速地恢复 、 巩固 、
发展了教育事业， 出色完成了各项工作。

首先，从全县实际出发 ，真正摸清全
县教育现状，制订出相应的措施并认真执
行。 他坚持到最偏远区村学校实地考察，
走村串户，同群众、老师、家长座谈，摸清
学校现状和存在问题， 然后汇总分析，提
出了办好教育的办法。 其次，合理布局学
校、班级设置。 积极动员离岗教师返校，由
区村帮助解决教师的吃饭、 住宿问题，修
复已毁的校舍，动员适龄儿童入学。 不到
半年，全县瘫痪、半瘫痪学校都正常复课，
基本恢复小学教育。 同时，在人口密集的
濮城、巩庄、古云集、高堤口、白衣阁等地
设立中心小学，负责管理辖区学校。 另外，

在他的主持下， 濮县先后举办了两期教师
培训班，培训教师 150 余人，极大地提高了
教师的政治觉悟和工作积极性。 训练班讲
辩证法、唯物论，进行形势教育，编写并教
会了教员很多革命歌曲和快板， 如歌颂党
的《北斗星》，歌颂胜利的《解放区的天》及
《拥军歌》《优属歌》等。

几年间，他几乎跑遍了全县所有小学，
检查教学工作，积极同教师座谈，听取和征
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为了不给学校找麻
烦，他总是自带干粮、咸菜。 葛舒斋同志呕
心沥血，鞠躬尽瘁，不知疲倦地工作着、操
劳着！

在教学内容方面， 葛舒斋紧紧围绕战
争需要、党的中心工作和群众的实际需要，
为党和军队发现培养了许多积极分子和干

部。 他们以学校为阵地宣传群众、 发动群
众，使群众的觉悟和认识有了很大提高。在
几次扩大人民军队号召人民参军的活动

中，报名参军人数大大增加。
1945 年春，根据濮县民主政府党支部

书记肖村同志的指示， 葛舒斋同志才正式
公开共产党员身份。从此，葛舒斋同志心无
旁骛，坚定信念，更加全身心投入党的各项
事业。

临危请缨 隐蔽战线显智勇

呕心沥血 战时教育建功勋

新中国建立后，葛舒斋同志继续在不同岗位上，
勇挑重担，扎实勤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1960 年，葛舒斋同志当选为寿张县人民政府副
县长，分管农田水利工作。 此时，年过半百的他像年
轻时一样，一如既往地冲锋在农田水利建设的第一
线， 同工程技术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甘苦与共，风
雨同舟，大力修建农田水利工程。 相继修建了刘楼
引黄闸 、王集引黄闸 ，以及河桥 、涵洞等 221 座 ，开
挖引水渠、沉沙池、总干渠共长 306.4 公里 ，完成土
石方 1024 万立方米。 全县初步建成了刘楼、王集引
黄闸组成的刘楼引黄灌区 ， 控制灌溉面积 9 万公
顷， 有效灌溉面积 8.7 万公顷， 确保了农业连年丰
收。 同时，相继扩建了张秋穿金堤涵洞、张庄泄洪闸
等水利工程。 在低洼易碱地方修造台田 1000 公顷，
由昔日的盐碱地变成了丰收田。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
上，葛舒斋同农业技术人员反复切磋，于 1959 年在
寿张县西南 25 公里的满庄村，在盐碱地上尝试种植
水稻。 他和农技人员吃住在一起，共同育苗、插秧、
耕耘，首次试种 13 公顷，亩产 350 公斤至 400 公斤。
第二年 ，全县许多涝洼盐碱地都种上了水稻 ，有效
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

1964 年寿张县撤销， 葛舒斋调到阳谷县继续任
职。 他带领全县水利战线的广大职工，全力投入水利
基本建设，相继疏挖骨干排水沟河 6 条，加上金堤复
堤，完成土石方 856.6万立方米；疏挖县内二三级排水
沟 1982 条，完成土石方 996 万立方米；修建大小涵洞
698座；修造台田 2.5万公顷，条田 1.1万公顷，改造盐
碱地 1.5 万公顷；新打泉井 8788 眼、砖井 1380 眼，整
修旧井 3100眼，发展灌溉面积 1万公顷。 农业生产条
件的极大改善使阳谷县连续 3年获得大丰收。

时至今日，葛舒斋当年所主持修建的水利工程，

仍发挥着重大作用，造福于当地人民。
在县政府的重要领导岗位上， 葛舒斋同志始终

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 不畏艰险， 勇挑重担， 大搞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完成了一
项项浩大而艰巨的工程， 受到上级领导的褒奖和人
民群众的拥护 ， 人们亲切地称他为 “人民的好县
长”。

1972 年 1 月， 葛舒斋同志长眠于他为之终生奋
斗的黄河岸边。

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葛舒斋同志经历了
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时期的
种种考验，始终坚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对党忠诚，无欲无求。
无论在哪个岗位上，葛舒斋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
为民，不计名利得失、不顾个人安危，出色地完成了党
和政府交给的各项任务。 葛舒斋同志一生作风正派，
襟怀坦荡，谦虚谨慎，平等待人，艰苦朴素，清正廉洁，
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是党和人民的好同
志、好战士、好干部。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
一生，光辉的一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的一
生。

丰碑昭日月， 风范育后人。 葛舒斋同志的革命
精神， 照亮了奔腾的黄河， 照亮了他深情眷恋的这
片黄土地， 人民将永远铭记。 如今， 以他名字命名
的舒斋小学， 已是绿树成荫， 书声琅琅。 每到清明
时节， 濮城镇广大党员干部和孩子们都会自发前来
葛楼村， 瞻仰葛舒斋同志故居， 重温舒斋同志的生
平事迹， 缅怀革命先驱的历史功勋， 弘扬他矢志不
渝的革命精神。

斯人已去，浩气长存。 葛舒斋同志的光辉业绩和
崇高风范在这一带广为传诵，辉映着龙都大地，将永
远激励着一代代后人牢记使命，接续前行！

造福人民 兴修水利铸丰碑

1946 年 6 月，国民党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发动了
全面内战。 党中央号召党政军民团结一致，配合作战，坚决
粉碎敌人的进攻。此时，刚刚完成黄河复堤工程的葛舒斋同
志，被紧急抽调到濮县战勤支前指挥部任兵站站长，不久改
任副指挥长。

在战勤指挥部，葛舒斋同志昼夜执勤，精心组织，分配
得当，指挥得力，动员全县人力、物力、财力，全力以赴，群策
群力战勤支前，坚决完成上级交办的各项任务。

1946 年 9 月，刘邓大军在鲁西南发起定陶战役。 葛舒
斋组织濮县群众派出了 2000 副火线担架队，并亲自带领全
县 80 余名教员，组成特殊担架队，冒着枪林弹雨，奋不顾身
赶到前线，胜利完成了战勤保障任务。同年 10 月，巨野战役
打响，濮县再次派出大批担架队、民兵支前。 1946 年 11 月
11 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刊登了《濮县战勤工作经验》
《濮县涌现大批担架英雄》等多篇报道，对濮县战勤工作予
以表彰。

1947 年春，濮县开展了群众性的第三次大规模参军动
员。葛舒斋同志积极筹备和召开了全县万人诉苦大会，组织
受害群众诉说阶级苦、血泪恨，声讨蒋匪滔天罪行。 当场就
有许多青年报名参军，迅速在全县掀起了父送子、妻送夫、
兄弟争相上战场的热潮。 据统计， 濮县报名参军人数达到
1.5 万余人，被批准入伍 4000 余人，另有 700 余人编入了县
基干大队。群众报名觉悟之高，参军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均
超过了之前的历次参军活动。

由于濮县战勤工作突出， 葛舒斋于 1947年 9月被调任
冀鲁豫九专属战勤指挥部秘书，继续担负战勤支前工作。

从 1946 年 6 月至 1949 年 5 月，在长达 3 年时间里，葛
舒斋同志参与并主持了“黄河归故”“战勤支前”“参军参战”
三项重大工作，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做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

精心组织
战勤支前迎解放

学运先锋
濮县革命播火人

□ 国 胜

1946 年初， 在全国人民的呼吁
下，国民政府决定堵复 1938 年花园
口决口，引黄河回归故道。2 月，冀鲁
豫解放区成立了黄河水利委员会，
领导故道堤防修复工作， 掀开了人
民治黄新篇章。

为了早日让黄河复归， 濮县成
立了黄河修防段， 葛舒斋同志调任
濮县黄河修防段秘书，协助县长、修
防段主任吉建一同志完成黄河故堤

复归工作。 葛舒斋同志一到任，立即
带领全段人员开展工作。 按照行署
要求，对黄河故道的耕地、村庄、房
屋、人口，以及堤坝破损情况进行了
调查，并将调查情况汇总后，向县委
领导做了汇报。 葛舒斋同志建议，由
区、村领导分片包干，全力动员，做
好辖区群众搬迁工作。 辖区党员、干
部以身作则，带头搬迁；亲戚相帮，
邻里相助， 提出 “天下穷苦人是一
家”的口号，广泛动员。 上堤（堤北）
村干部动员群众分片负责， 欢迎灾
民搬迁， 帮助其盖房修屋。 与此同
时，他带领工程技术人员，一丝不苟
地探测以消除堤防隐患，完成测量、

分工工作，确保万无一失。4 月，在濮
县段黄河大堤上， 全县复堤动员大
会召开。 会后，全县开始了修复黄河
堤防的伟大工程，场面极为壮观，真
个是“肩挑手推牛车拉，拉砈打夯声
震天。 你追我赶齐努力，个个都是英
雄汉”。

为确保黄河安澜 ， 不辜负县
委、 县政府的重托和全县人民的期
望， 葛舒斋同志日夜操劳， 常常是
连轴转。 他教育大家， 要牢记 “千
里之堤毁于蚁穴” 的古训， 尽职尽
责， 严把质量关。 白天， 他带领全
段同志按照分工到各个施工现场巡

视检查， 发现问题， 立即整改； 夜
晚， 召集工程技术人员开碰头会 ，
听取汇报， 研究讨论。 就这样， 在
葛舒斋同志的带领下， 修复濮县段
黄河故堤这一庞大的工程， 仅仅一
个多月即宣告完工。

黄河濮县段复堤工程， 比 1947
年 3 月 15 日花园口决口黄河复归
故道时，整整提前了大半年，并经受
住了黄河水的严峻考验， 保障了解
放区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殚精竭虑 黄河归故保安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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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春，濮县党组织遭到国民党的严重破坏，革命活动暂时处
于低潮。这年年底，濮县国民党政府招募地方工作人员，濮县县委研究
决定由共产党员鲁西特委组织部长兼濮县县委书记马功臣同志打入

敌人内部，担任濮县高堤口乡乡长，并安排葛舒斋同志担任文书，协助
马功臣同志在敌人内部开展革命斗争。他们采用合法斗争和秘密工作
相结合的策略，同国民党反动派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鼓励群众破
除迷信，推倒庙宇，拉倒神像，掩护革命同志，抑制土豪劣绅，维护农民
利益。 支持群众抗捐抗税，对国民党军政的各种摊派，明推暗抗，借故
拖延。高堤口乡的形势令濮县国民政府坐卧不安，趁县里开会之际，直
接把马功臣同志扣押。 葛舒斋和党组织一起想方设法营救，并发动群
众联名具保，终于将马功臣同志营救出来。

1937 年年底，中共濮县县委组织抗日群众，成立了以刘培岑同志
为主要领导人的濮县抗日游击队。 1938 年 4 月，县委选派葛舒斋、王
贯一、李坚等进步青年到政治部或连队做思想政治工作。 他们每到一
地都顾不上休息，加班加点编写宣传语、标语、口号，向部队、社会进行
抗日救国宣传。 同年 6 月，濮县抗日游击队改编为由范筑先领导的山
东省六专区抗日第 27 支队。这支部队曾参加濮县战斗，在城北七里堂
与敌人激战 4 小时，有力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1938 年秋， 葛舒斋参加了中共濮县县委领导的抗日救亡动员委
员会（以下简称“动委会”），不久，调任濮县抗日游击队一区区队指导
员。他一面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政策，一面帮助组织发展农救
会、青救会、妇救会等抗日团体，检查指导乡村自卫队训练情况等，为
动委会工作的全面开展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1940 年年初，濮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葛舒斋被委任为胡屯抗日
小学校长。 6 月，叛军石友三趁日军“大扫荡”之际，卷土重来，濮县抗
日民主政府被迫转移到边缘地带， 胡屯抗日小学也不得不暂时停办。
葛舒斋被迫离开自己热爱的这所小学，去接受新的抗日工作。

投身抗战
义无反顾担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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