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濮阳双拥
2021年 10月 11日 星期一

3本版编辑：武巧珍 电话：8990731
本版策划：吴增成

第 17期

1.谢台臣， 开发区新习镇鹿斗村人， 清
末秀才。 1905 年以 “一县英才” 被保送到
直隶省立保定优等师范。 毕业后 ， 谢台臣
先后从教于大名第十一中学、 保定高等师
范(前优师)附中天津同文书院。 1923 年， 直
隶省府批准在大名新建省立第七师范学校，
并委任他为校长。 他提出 “以作为学 ” 的
教育理论， 倡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 走教
育救国的道路。 1927 年春， 谢台臣加入中
国共产党。 自此， 大名七师逐步变成共产
党领导的学校， 学校的主要领导职务 ， 从
校长到教务主任训育主任、 总务
主任 ， 均由共产党员担任 。 从
1927 年到 1930 年， 在全校学生
及教职员工 300 多人中， 党员有
100 多人， 连同外围组织， 革命
力量占全校人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 学校变成了大名一带共产党
的活动基地、 “直南革命的策源
地”。 1930 年夏， 直南特委 “左
倾” 路线推行者将其开除党籍。
1936 年农历二月初四 ， 谢台臣
含愤辞世， 终年 52 岁。 1979 年
3 月 15 日 ， 中共中央组织部通
知大名、 濮阳两县委， 为谢台臣
平反 ， 恢复党籍和名誉 。 1979
年 3 月， 谢台臣被追认为革命烈
士。

2.宋乐三， 原名宋玉家， 又
名宋金善， 南乐县谷金楼镇宋谷
金楼村人 。 1938 年冬 ， 宋乐三
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40 年秋 ，
任中共濮东工委书记； 1943 年 1
月 19 日牺牲。 1948 年， 濮阳县
人民政府决定成立 “乐三区 ”，
并号召全县人民学习宋乐三的革

命精神。
3.王伟民 ， 河南濮阳县人 ，

出生于 1918 年， 1935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 。 1938 年 ， 王伟民率
领独立大队与日军展开游击战；
1940 年 ， 独立大队改编为冀鲁
豫边区某部三旅八团 ， 他任政
委 ， 同年牺牲 。 1948 年 ， 为纪
念王伟民， 濮阳县委、 县政府决定把三区
八公桥的河沟 、 丁村一带的村庄命名为
“伟民区”。

4.王卓云， 原名王修汉， 字卓云， 1919
年 2 月 22 日出生在濮阳县子岸镇王掘地村
一个中农家庭。 1932 年 2 月， 他毅然退学，
投身革命， 同年由刘宴春介绍加入中国共
产党。 1940 年 3 月， 王卓云当选为濮阳县
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 同年 4 月底， 濮
阳分成濮南、 濮北、 濮东 3 个办事处， 王卓
云任濮东办事处主任。 1942 年 5 月， 王卓
云被捕， 英勇就义， 年仅 23 岁。

5.刘幼林， 又名繁森， 字幼林， 1916 年
生于山东省东阿县。 1920 年， 他随父迁居
濮阳县渠村集。 1933 年， 刘幼林加入中国
共产党； 1940 年， 任中共濮阳县委宣传部
部长； 1941 年牺牲于长垣县西角集村。

6.史贡章， 原名献文， 1910 年出生于濮
阳县子岸乡史掘地村。 1931 年， 史贡章加
入中国共产党； 1938 年 12 月 22， 为六八八
团挺进纵队第三支队司令； 1939 年 2 月 18
日牺牲在濮阳城南门外， 时年 29 岁。

7.郭华， 1914 年出生于濮阳县梁庄镇谷
家楼村， 1934 年入党， 1935 年参军， 1946
年任冀鲁豫边区昆吾县组织部部长 ， 同年
牺牲于文留张庄村。

8.�张怀景， 1970 年 2 月 6 日出生 ， 濮
阳县文留镇杨肖寨村人。 1991 年 9 月毕业
于河南省人民警察学校， 被分配到濮阳县
公安局梨园派出所任所长， 一级警司军衔。
2004 年 2 月 6 日凌晨 4 时许， 其在抓捕逃
犯时牺牲。 2004 年 7 月被公安部追认二级
英模。 2004 年 9 月 15 日， 追认为烈士。

9.司高峰， 1980 年出生于濮阳县胡壮乡
柏头村， 199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9 年
12 月入伍，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九十五
分队三班优秀士兵， 2000 年 12 月 15 日牺
牲于洛阳市涧西区。

10.郭循振， 1980 年 6 月出生于濮阳县
户部寨乡左店村， 1998 年加入中国共青团，
1999 年 12 月入伍， 任原南京军区政治部警
卫连战士， 于 2001 年 1 月 1 日在执行部队
工作任务时不幸牺牲。

11.何永军， 1969 年 7 月 7 日出生于濮
阳县渠村乡南湖村， 1984 年 6 月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 1987 年 11 月入伍， 先后
在某部任战士， 1987 年 9 月考入石家庄军
械工程学院学习枪械维修专业， 1991 年毕

业分配到吉林省白城军分区任军械技术员，
十四级少尉军衔， 1992 年 9 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 1993 年 3 月 28 日， 何永军在军分区
武器装备库值班时， 为保卫武器库和战友们
的安全， 与持枪歹徒英勇搏斗， 不幸牺牲。
1993 年， 何永军被吉林省军区批准为革命
烈士。

7. 王志成，1920 年出生于濮阳县城关镇
东关，1940 年入伍，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 年任第二野战军十一纵队三十三旅九
十八团团长，同年牺牲于江苏省徐州。

8. 李原金，1921 年出生于濮
阳县渠村乡翟庄村 ，1940 年参
军，同年入党，1946 年，任第四野
战军团团长， 同年牺牲于吉林省
四平市。

9. 张全西，1909 年出生于开
发区新习镇东别寨村 ， 1940 年
入伍 ， 同年入党 ， 1947 年任十
六团团长， 同年牺牲于长垣县。

10.徐荣福 ， 1919 年出生于
濮阳县海通乡姚家村 ， 1938 年
参军 ， 同年入党 ， 1943 年 ， 任
太行军区一团政委， 同年牺牲于
温县。

11.杨宝玉 ， 1923 年出生于
濮阳县城关镇西关 ， 1947 年入
党， 1948 年入伍， 1950 年任桂
林县人民武装部部长， 同年牺牲
于桂林。

12.杨存玉 ， 1909 年出生于
濮阳县鲁河乡南杨村 ， 1938 年
入伍 ， 同年入党 ， 1944 年任新
四军二十三团参谋长， 同年牺牲
于江苏省。

13.李春政 ， 1906 年出生于
濮阳县白堽乡前加岗村 ， 1945
年参军 ， 同年入党 ， 1948 年任
第二野战第一纵队副团长， 同年
牺牲。

14.贾存昌 ， 濮阳县王称堌
镇 项 城 村 人 ， 1935 年 入 党 ，
1937 年参军， 1948 年任湖北省
英山县委书记， 同年牺牲于英山

县。
15.娄本印， 出生于 1919 年， 开发区濮

上办赵娄拐村人， 1935 年入党， 1938 年任
区游击队队长、 区长、 政委等职， 1949 年 2
月南下西进， 先后任都昌、 修武县委书记，
贵阳地委民运部长 ， 省委宣传部部长等 。
1950 年 2 月到贵定地区四保水平寨指挥剿
匪战斗时牺牲。

16.刘汉三， 1905 年出生于濮阳县清河
头乡马乎屯村 ， 1936 年入伍 ， 同年入党 ，
1940 年任濮阳县大队队长， 同年牺牲。

17.孙麦贵， 1919 年出生于濮阳县庆祖
镇前孙家村， 1937 年入伍， 同年入党， 任
县大队队长， 1939 年牺牲于濮阳县河沟村。

18.高丙信，1917 年出生于濮阳县渠村乡
韩村，1938 年参军，同年入党，1947 年任冀鲁
豫边区曲河县翻身大队队长，同年牺牲。

19.谢秀明， 1913 年出生于开发区新习
镇鹿斗村， 1937 年入伍， 同年入党 ， 1941
年任濮阳县大队副政委， 同年牺牲。

20.宋国良， 1911 年出生于开发区新习
镇芦寨村， 1937 年入伍， 1938 年入党， 任
大队队长， 同年牺牲。

21.张玉领， 1902 年出生于濮阳县海通
乡沙窝村， 1934 年参军， 同年入党 ， 1946
年任濮阳县大队长， 同年牺牲。

22.王旭斌， 1917 年出生于濮阳县八公
桥镇王庄村， 1942 年出参军， 1945 年入党，
担任团长， 牺牲于陕西省。

23.肖登峰， 1916 年出生于濮阳县梁庄
乡肖堌堆村 ， 1935 年参军 ， 同年入党 ，
1939 年任第十八集团军游击大队队长， 同
年牺牲。

24.张双军， 1964 年出生于濮阳县梁庄
镇周庙村。 1984 年入伍， 1986 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 同年 5 月在云南老山地区防御战斗
中牺牲。

25.张百卿， 1965 年出生于濮阳县鲁河
乡水杨家村 ， 1984 年入伍 ， 1986 年入党 ，
任步兵四十师炮团指挥连副班长， 同年 8 月
在对越防御战斗中牺牲。

26.张玉坤， 1966 年出生于濮阳县梨园
乡东马李村 ， 1984 年入伍 ， 1985 年入团 ，
同年在对越防御战斗中牺牲。

27.袁标强， 1984 年出生于濮阳县梁庄
乡袁楼村 ， 2002 年 12 月入伍 ， 2004 年 8
月入党， 同年在山西洪洞县执行任务时牺
牲。

鲜花献英烈， 哀思祭忠魂。 9 月
30 日上午， 我市在市烈士陵园举行
2021 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
花篮仪式 。 市四大班子和濮阳军分
区领导及社会各界代表 500 多人参加
活动。

每逢清明节 、 国家公祭日 、 烈
士纪念日等重大节日 ， 社会各界的
群众都会来到这里 ， 向革命烈士敬
献花篮和鲜花 ， 追忆先烈们的丰功
伟绩 ， 缅怀先烈们的崇高品格 ， 传
承先烈们的革命精神。

烈士陵园 ， 是烈士长眠地 ， 红
色精神在这里得以永远传承下去。

市烈士陵园现占地 43.9 亩 ， 总
建筑面积 5104 平方米。 烈士纪念馆
3 层框架结构， 建筑面积 2991 平方
米。 陵园按园林式设计， 树荫蔽日，
花草满目 ， 让先烈在风景中安享 ；
建筑古朴 ， 庄重雅致 ， 使英雄在肃
穆中长眠。

陵园主要建筑设施有大型浮雕、
神道广场 、 烈士纪念碑 、 烈士纪念
展馆、 烈士纪念墙、 烈士公墓等。

烈士纪念碑高 19.47 米， 隐喻濮
阳全境 1947 年获得解放； 碑的正面
仿制毛泽东主席的 “人民英雄永垂
不朽”， 字迹颜色为黄铜色。 烈士纪
念碑， 采用优质花岗岩大理石建造，
朴实坚硬 ， 寓意着人民英雄朴素的
无产阶级感情和视死如归的革命硬

骨头精神。
陵园大门左侧有南北两座大型

浮雕， 犹如一艘乘风破浪的航船， 满
载着濮阳儿女，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
赴后继强渡天险黄河， 寓意着濮阳人
民在解放战争中的丰功伟绩， 也象征
着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龙都人民将
一如既往、 奋勇向前， 建设更加美好
的新濮阳。 北侧是解放战争和社会主
义建设浮雕， 展现了群众支前、 踊跃
参军、 强渡黄河、 取得胜利和由工农
形象共同组成的热火朝天的建设场

面， 表现了濮阳人民为解放战争胜利
作出的贡献和濮阳在解放战争中的重

要战略意义， 体现了广大群众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对新社会的热爱之情。
南面的浮雕反映的是独立和民主， 正
面展现了从早期的农民运动、 反抗地
主豪绅的人民独立运动， 到逐渐接受
共产主义思想、 最终走向抗日救国的
民族独立战争； 另一面展现了早期的
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 知识分子阶层
反抗腐朽反动统治的斗争， 到新社会
的建立及各界民主爱国人士对新中国

无限热爱的场面。
烈士纪念馆是陵园标志性建筑，

高 3 层， 建筑面积 2991 平方米 （目
前， 展厅正在设计建设中）。 烈士纪
念馆后面是烈士雕塑墙， 雕塑墙体总
长 75 米 、 高 18 米 ， 浮雕画面总长
69 米、 高 12.6 米。 巨幅雕塑大气磅
礴， 优质石材， 红白相间， 昭示着革
命烈士大气凛然面对生与死的抉择。
烈士雕塑墙再现了 1947 年 6 月刘伯
承、 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率领 12 万大军， 以台前县孙口为中
心渡口， 在东西长 150 公里的河段上
强渡黄河， 千里挺进大别山， 揭开了
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的序

幕， 成为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一个伟大
的转折点。

陵园南侧是 818 名烈士墓群。 濮
阳是革命老区， 全市人民从土地革命
到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及新中国以后
的和平建设时期， 无数仁人志士为祖
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 现记录在册的烈士有 1 万多名，
其中葬在濮阳市烈士陵园的有 818 名
革命烈士， 团级以上干部 15 人， 著
名烈士 24 人， 包括抗日英雄、 革命
教育家谢台臣， 濮阳第一县长王卓云
等。

烈士墓按照全国统一标准、 统一
材质， 碑身为印度花岗岩贴面， 墓体
为蒙古黑， 掩映在苍松翠柏间， 庄严
肃穆。 为缅怀先烈丰功伟绩， 传承红
色精神， 濮阳市烈士陵园充分发挥爱
国主义教育红色阵地的作用， 不定期
邀请老革命军人为中小学生作爱国主

义报告， 并为各级党组织开展入党誓
词、 重温入党誓词等活动提供保障。

濮阳是红色的故乡 ， 革命先烈
抛头颅 、 洒热血 ， 前赴后继 ， 不
屈不挠的革命精神， 永远激励着我
们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发展，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

本报通讯员 王敬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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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良珍， 1930 年 6 月出生， 1944 年 11
月参军， 1947 年入党。 他曾先后参加郓城、
封丘、 安阳等战役。 1949 年， 在中原基本
解放后， 司良珍因身体原因退居二线 ， 在
当时的南乐县委担任交通员， 主要负责接
发党内文件， 其后在南乐县粮食系统工作
数年后回到老家南乐县西邵乡侯 古 宁

甫村 。 目前 ， 司良珍老人整体精 神 状
态不错 ， 只是因患帕金森综合征 而 双
手发抖多年。

司良珍老人出身贫苦， 1944 年， 在南
乐县尚未解放之际， 他和几个同乡徒步 60
多公里赶到内黄县井店镇， 毅然加入保家
卫国的抗日战争行列， 成为刘邓大军的一
员。 老人的儿子司华民说： “我听父亲说

过， 当年家里穷， 吃不上饭， 他就和同乡 5
个人一起到内黄参军了。”

“当年我参军， 部队嫌我年龄小。 我们
的番号是 95 军， 参加多场战役 ， 打曹县 、
打定陶 、 打郓城……我们打曹县打了半个
月， 树枝儿都打飞了……从民权县回来， 在
部队 4 年半， 回来时解放了……” 沉浸在往
事中的司良珍激动地一边回忆一边说 ，
“打郓城打了三天三夜。 郓城如果打不开 ，
过了 黄 河 就 站 不住脚……伤 亡 了 一 个
连……共产党员就要冲在前面 ， 要解放全
中国！”

“我父亲打仗时很英勇， 荣立过二等功。
1949 年， 我父亲因为身体不好回到南乐县
委当交通员， 负责给地委送文件； 后来他转

到元村粮库、 西邵乡粮管所工作两年多， 最
后回到村里大队当村党支部书记 ， 直到退
休 。” 司华民真诚地说 ， “我父亲为人正
直 ， 工作认真 、 兢兢业业 ， 有啥事儿不
拐弯抹角 。 他 一 直 教 育 我 们 要 做 老 实
人 、 办正直事儿。”

返乡之后， 司良珍老人依然牢记革命信
念， 不但自己对党忠诚始终如一， 而且反复
叮嘱儿孙后辈一定要对党忠诚， 他反复告诫
后辈， 要始终牢记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

如今， 精神矍铄的司良珍老人仍然非常
关心市里的大事儿。 他每天喜欢看电视， 尤
其喜欢看南乐新闻、 濮阳新闻……
本报记者 关咏梅 / 文 通讯员 范亚贞 / 图

“百年百位老英雄百年百个红家庭”集中寻访活动之九

司良珍：共产党员就要冲在前面

“当年， 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我们
打山东郓城，12 万人打了 4 个月，消灭敌人 9 个
半旅……” 这是现年 91 岁的司良珍老人反复念
叨的几句话，也是他对当年战场往事最深刻的记
忆。

9 月 2 日下午，“百年百位老英雄 百年百个
红家庭”集中寻访活动第二十一站，在南乐县西
邵乡候古宁甫村司良珍老英雄家中，记者一行认
真聆听老人讲述他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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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 我市在市烈士陵园举行 2021 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图为仪式现场。 本报记者 黄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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