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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河南省濮阳市

卫河县抗战烈士陵园， 位于清丰县大屯乡
大屯集村。

从 1941年起，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进入严重
困难时期。2月，为组织军民团结抗战、扭转困难
被动局面、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冀鲁豫边区党
委在清丰县西北部、南乐县西部、内黄县东北部
设立卫河县。 全县划分为 6个区，县政府机关设
在大屯集。 卫河县首任县委书记为马天胜，首任
县长为刘志良。 1949年 9月，卫河县撤销建制，
其属地分别划归清丰、南乐、内黄三县。

卫河县属于沙区县， 中共直南特委曾长时
间驻卫河县梁村， 群众基础好。 沙区是我党对
日、伪、顽斗争的战略依托 ，也是敌人 “强化治
安”、频繁扫荡的重点区域。 境内修建碉堡据点
40余处，封锁沟环绕县一周 ，巡逻公路纵横如
网。 国民党反动派制造摩擦，使卫河县斗争形
势复杂残酷 。 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卫河县委
带领全县军民同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首
任县委书记马天胜、县长刘法尧、《冀鲁豫日报》
记者柳朝琦、 县基干大队副队长张凤仁等 650
人为保卫这片土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5年始，卫河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大屯集

修建卫河县抗战烈士陵园 ，1946年 4月竣工 。
卫河县抗战烈士陵园占地 4.7亩， 陵园院门内
华表左右峙立， 上镌挽联。 东西两侧各竖碑一
通，东侧为修建烈士陵园记事碑，西侧为柳朝琦
烈士纪念碑。 陵园中央建碧血亭， 亭北建烈士
祠，为园内主体建筑；廊下左右各立烈士题名碑
一方，镌刻 650名抗日英烈的籍贯、姓名和生前
职务。祠后为烈士墓地，墓地中央建烈士公墓一
座，两侧为 58名烈士墓冢。 公墓前竖方形凹角
石碑一通， 正面镌刻 “卫河县抗战殉国烈士公
墓”，两侧为“国家孔急，视死如归诚烈士”“民族
危亡，舍生不顾大英雄”挽联。

陵园松柏吐翠，庄严肃穆，是河南省文物保
护单位、濮阳市中共党史教育基地。 ⑩

（记者袁冰洁，通讯员李欢、刘佳惠根据濮
阳史志资料整理）

拜谒过很多著名的红色景区， 为无数革命
先烈的事迹所深深打动。 但柳朝琦烈士的事迹，
还是给了我不一样的感动。

原因很简单———他是牺牲在采访一线的战
地记者，他是我的新闻前辈，他的战斗青春就绽
放在我脚下这片红色沃土。

柳朝琦生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 面对外敌
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年轻的他毅然选择
和党和人民站在一起，以笔为枪，同侵略者展开
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一笔可抵百万兵，在抗日战
场，他用手中的笔，揭露侵略者的罪行，讴歌党
和人民的抗战， 激励更多中国人为驱赶侵略者
而奋斗。

七尺男儿， 谁都是血肉之躯。 柳朝琦也一
样，他有着非凡的勇、超凡的智，更担负着民族
的义、新闻的责。 面对残暴的侵略者，他临危不
惧，为党和人民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没有鲜血会
白流，正如《冀鲁豫日报》对柳朝琦的悼词：“你
的牺牲是光荣的，是党报记者的光荣，更是我们
华北新闻工作者的光荣……”

“慷慨捐躯，模范记者英名焕史册；光荣殉
国，优秀共产党员浩气壮山河。 ”当我读到柳朝
琦烈士纪念碑上的挽联，内心潮潮的，眼眶湿湿
的，好像找到了榜样，觅到了知音，产生了职业
共鸣。

“如果你没法阻止战争，那你就把战争的真
相告诉世界。 ”这是一句属于全世界战地记者的
格言，柳朝琦就是用生命记录战地历史的记者。
其短暂而光荣的一生，如夏花一样灿烂，为一代
又一代新闻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今天，战争
依然存在，世界仍不太平，我辈唯有以柳朝琦为
榜样，继承优良传统，坚定新闻理想，锤炼工作
作风，成为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创作出
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才对
得起柳朝琦等革命先辈用鲜血换来的和平，才
无愧于记者这个光荣的称号。 ⑩

本报记者 白国华 袁冰洁 樊欣欣 通讯员 周进鹏

柳朝琦：以笔为枪的生命绝唱
———寻访冀鲁豫边区牺牲的第一位战地记者

新闻记者的好榜样
袁冰洁

卫河县抗战烈士陵园

在位于山东菏泽的冀鲁豫边区革命纪
念馆，一个泛黄的帆布挎包静静地陈列在展
柜里。 斑驳的墨迹与星星点点的血迹交织在
一起， 仿佛诉说着 82年前那段烽火连天的
抗战岁月，讲述着一位年轻新闻工作者以笔
为枪、以血为墨的生命壮歌。 挎包的主人，是
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牺牲的第一位战
地记者———柳朝琦。
1943年 12月 4日， 柳朝琦在执行采访

任务时于河南浚县临河村壮烈牺牲，年仅 22
岁。 他用生命践行了“抗日不惜七尺躯，救国
只仗一寸丹”的铮铮誓言。
2025年 7月 14日下午， 我们怀着崇敬

的心情，来到柳朝琦的家乡———清丰县大屯
乡， 走进位于这里的卫河县抗战烈士陵园，
凭吊柳朝琦烈士， 循着新闻前辈的青春步
履，寻访英雄记者的抗战故事。

少年明志

柳朝琦，笔名江一帆，1921年 12月出生
于清丰县大屯乡的一个农民家庭。 其父是当
地少有的读书人，自幼聪慧的柳朝琦在父亲
的悉心教导下，4岁便开始读书识字，踏上了
求知之路。 通过父亲的教导，柳朝琦接触到
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家乡的忠勇孝道文
化，古代仁人志士、民族英雄的故事，在他幼
小的心灵中种下了忠勇报国、赤胆为民的种
子。
1936年 6月 ，15岁的柳朝琦以全县第

一名的成绩考入清丰县简易师范附属小学
高级班，在全县观摩会考中，他荣获一等奖。

随着日本全面侵华的战线推进，清丰惨
遭铁蹄蹂躏和长期占领。 1937年 12月 15
日，日军首次攻占清丰，烧杀抢掠，致千余群
众遇害，学校被迫停课。 日军的暴行，激起柳
朝琦的仇恨。 同年，他召集 30余名小伙伴，
成立“大屯抗日救国儿童团”，并被推选为团
长。 在父亲和哥哥的支持下，每名团员都配
发红缨枪，他们站岗放哨，走街串巷张贴抗
日标语。 “高个儿，白净，是个性格倔强的硬
汉，按现在的说法是个帅小伙。 ”柳朝琦好友
张新运这样评价他。
1938年夏天，中共清丰县委举办抗日军

政干部训练班， 柳朝琦背着家人报名参加。
在这里，他系统学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
的方针、政策，并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9年春，他考入中共直南特委在清丰县单
拐村开办的文教训练班，同期加入中国共产
党。 此后，他前往濮阳紫桂园中学，进一步深
造学习。 其间，柳朝琦创作的坠子唱段《活埋
郭玉山》被编入校刊，在当地广为流传。

参加革命工作后， 尽管局势日益恶化、
危险增加， 但柳朝琦的革命意志却愈发坚
定。 他在给父亲的家信中写道：“国难当头，
我决心把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献给祖国的神
圣事业！ ”

新闻战场

1940年春，柳朝琦被中共清丰县委派到
卫东抗日游击大队政治部担任宣传干事，从
此与新闻写作结下不解之缘。
1940年“五五”大扫荡后，斗争环境急剧

恶化。 此时，冀鲁豫边区一地委的机关报《反
扫荡报》急需人才，柳朝琦被调往报社担任
刻印员。 刻写蜡版、油印报纸，成为他在新闻
战线上的第一场战斗。 起初，他刻字水平并
不出色，但他进取心极强，为了圆满完成任
务，废寝忘食地苦练刻字技术。 很快，他刻印
的小报字体刚劲秀丽，版式清新活泼，受到
了大家的赞赏。
1941年，为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冀鲁

豫边区党委在清丰县西北部、 南乐县
西部 、 内黄县东北部设立卫河
县，柳朝琦的家乡划归卫河
县。 由于工作表现突出，
柳朝琦被派到卫河
日报社担任刻印
员，负责制版、
油 印 工
作。

报社是流动的战斗堡垒，常随党政机关
转移。 一天夜里，柳朝琦正忙着刻印报纸，忽
然传来几声枪响，报社同志赶快转移到野地
里。 因没有灯光无法刻印，他急中生智用几
层布单和衣服把印刷工具和自己蒙得严严
实实，在黑暗中打开手电筒继续刻版。 在如
此艰险的工作环境中，他不知疲倦地忘我工
作。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卫河日报》的影响
力越来越大，柳朝琦逐渐成为坚强的新闻战
士。
1941年 8月，《卫河日报》与《鲁西日报》

合并为冀鲁豫边区机关报 《冀鲁豫日报》。
《冀鲁豫日报》为日刊或 3日刊，每期 4开 2
版，报道任务非常繁重。 冀鲁豫边区党委要
求辖区党委选派年轻、有文化的优秀共产党
员加入记者队伍。 因文笔出众，柳朝琦被卫
河县委推荐。 成为战地记者的第一天，他在
日记中写下这样的诗句：“抗日不惜七尺躯，
救国只仗一寸丹。 洒尽满腔英雄血，光复中
华好河山。 ”

为提升业务能力，他在枪林弹雨中坚持
学习理论著作和采编实务，这些书籍被他翻
得发了皱、卷了边，一些书刊常伴案头。 “学
然后知不足”“勤以补拙”是他的座右铭，“太
忙就挤，不懂就钻”是他的行动指南。

为第一时间采写战地新闻，柳朝琦经常
冒着生命危险赶赴前线。 新华社贵州分社原
社长吴振全，当年与柳朝琦同为《冀鲁豫日
报》记者。 他回忆说：“柳朝琦跟我年龄差不
多，那时候我们都没结婚。 他仪表斯文，很聪
明，很能干，胆子也大。 ”有一次在执行采访
任务时， 一个迫击炮弹在柳朝琦身边爆炸，
一块炮弹皮穿透了他的棉裤， 险些让他受
伤。 任务完成后，柳朝琦非但没有害怕，反而
提醒吴振全要注意安全， 并做了一个承诺：
宁可粉身碎骨，也不能让别人说是胆小鬼。

仅 1942年间， 柳朝琦就在 《冀鲁豫日
报》发表《八路军二纵队主力连连出击 力拔店
集东永建日伪6处据点》《民兵刘六民智取东
节村炮楼 杨得志苏振华写信嘉奖》 等通讯、
消息几十篇，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士气。

热血忠魂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要采访真实准确
的材料，就必须到前线去，到敌人心窝里去，
这是我们记者的职责。 ”这是柳朝琦常挂在
嘴边的话。1943年秋天，他被派往沙区高陵、
内黄一带采写新闻报道。 “我此去决心以最
大努力将工作做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

当时的沙区，是冀鲁豫边区党委带领军
民开展抗日斗争的重要战略依托，也是敌我
双方争夺的焦点地区之一。 1943年 12月 4
日，寒风呼啸，黄沙漫天。 冀鲁豫日报社接到
上级通知：八路军某部正集中兵力，围歼盘
踞在滑县白茂一带的汉奸孙步月部，速派记
者到战地采访报道。

柳朝琦和吴振全两人同时接到任务，他
们各骑一辆破旧自行车分头行动。 讨伐汉奸
孙步月的战役在白茂附近打得十分激烈，我
军在攻克孙步月部 10余个据点后， 来不及
清扫战场，就立刻转向其他据点进攻。

柳朝琦为了跟上先头部队，独自穿行于
尚未清扫的战场。 当经过浚县临河村一座破
庙时，他随身携带的采访挎包被破庙里潜伏
的残余日伪军发现。 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胸
部，他应声倒地。 意识到自己难以生还，柳朝

琦强忍剧痛摸索
出贴身携带
的介绍信和
文件。 他知
道这些一旦
落入敌人手
中， 不仅会
暴露我军目
标， 还可能

威 胁 报 社 安
危 。 他拼尽最

后的力气将纸撕
碎，一片片塞进嘴

里往肚子里吞咽。敌人
见他仍在动弹，补枪射
击， 柳朝琦壮烈牺牲。
柳朝琦为我党新闻事
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当部队再次返回
清扫残敌时，才发现了

牺牲的柳朝琦。 他嘴里还有未咽下的纸屑，
挎包里还有那把他生前使用过的刻笔。

精神传承

柳朝琦的遗体被护送回老家安葬。 当父
亲看到儿子冰冷的身体时 ，他再也抑制不
住内心的悲痛 ， 哽咽 着念叨 ： “他答应过
我的 ，说 12月 18日回家过生日时，就去
相亲……”这句约定，成了柳朝琦永远都无
法兑现的承诺。

《冀鲁豫日报》 发表专题文章悼念柳朝
琦，字里行间满是痛惜：“朝琦同志是我们记
者队伍中最年轻的一个，也是最活泼、进步
最快的一个……你的牺牲是光荣的，是党报
记者的光荣，更是我们华北新闻工作者的光
荣……”
1946年 2月， 卫河县为柳朝琦立碑，让

英雄的事迹在故土永远流传。 1952年 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柳朝琦颁
发了由毛泽东主席亲笔签署的革命烈士证
书，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柳朝琦短暂而
光辉一生的最高礼赞。

走进卫河县抗战烈士陵园，刻有“《冀鲁
豫日报》记者 烈士柳朝琦纪念碑”的墓碑在
苍松翠柏间格外醒目。 纪念碑碑阴碑文虽历
经风雨有些模糊，但柳朝琦烈士短暂却壮烈
的生平仍清晰可辨。 碑文两侧的对联字字铿
锵：“慷慨捐躯，模范记者英名焕史册；光荣
殉国，优秀党员浩气壮河山”，这是对他革命
精神的诠释和褒奖。 陵园内，两间房屋用以
展陈柳朝琦生平事迹。 看着一张张已经有些
模糊的黑白照片，仿佛能感受到柳朝琦当年

的勇敢坚毅； 读着一个个柳朝琦的采访故
事，依稀听到柳朝琦办报时铁笔刻写蜡纸的
沙沙声响。 作为记者，感佩之情油然而生，传
承之责陡然而起。

柳朝琦， 已成为一座巍然的精神丰碑。
每年清明节，全县中小学生代表怀着崇敬之
心来到这里，诵读他“抗日不惜七尺躯”的豪
言壮语。 卫河县抗战烈士陵园后面，就是崭
新的大屯小学。 陵园负责人告诉记者，平日
里，琅琅读书声总在陵园上空回荡，让人感
受到柳朝琦及烈士们的鲜血没有白流，更让
人看到一个民族的无限希望。

柳朝琦，已成为新闻界的学习楷模。 濮
阳和安阳、 鹤壁等周边地区的新闻工作者，
将这里作为职业教育基地，经常组织年轻记
者来缅怀新闻前辈，接受红色洗礼，感悟一
位战地记者的使命与担当。 今年 4月，濮阳
日报社还组织编辑记者， 前往柳朝琦墓凭
吊。 大家纷纷表示，为家乡濮阳有这样的记
者而自豪，更会把柳朝琦作为榜样，做党和
人民需要的好记者。

柳朝琦虽已长眠，但他以笔为枪、以身
殉国的精神从未远去，如同永不褪色的精神
坐标，始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国家富
强与民族复兴勇往直前、不懈奋斗。 ⑩

位于清丰县大屯乡的卫河县抗战烈士陵园。 本报记者 僧少琴 通讯员 王恒 摄

卫河县抗战烈士陵园内的碧血亭。 本报记者 僧少琴 通讯员 王恒 摄

卫河烈士纪念碑。 本报记者 僧少琴 通讯员 王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