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振堂 2009 年当选“100 位为
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
范人物”。

董振堂，1895 年出生于河北新
河县一个农民家庭。1917 年考入北
京清河陆军中学，1923 年毕业于保
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投身于冯
玉祥的西北军，因战功显赫，由排
长逐级递升至师长。1930 年，中原
大战后被国民革命军收编，任 26
路军第 73 旅旅长。

1931 年，董振堂被调到江西
“剿共”。“九一八”事变后，他反
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
策，思想日益倾向革命。同年 12
月 14 日和赵博生、季振同等率领
第 26 路军 1.7 万余官兵举行宁都起
义，宣布加入红军，在中国革命史

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起义部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5 军团，董振堂任军团副总指挥兼
第 13 军军长，后任军团长。他先
后率部参加赣州、漳州、南雄水口
等战役战斗，屡立战功，曾获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授予的
红旗勋章。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

1934 年 10 月，董振堂率部参
加长征，红 5 军团担任最艰苦的后
卫任务，多次完成阻击国民党军的
任务，为保障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立
下了赫赫战功，红 5 军团因此荣膺

“铁流后卫”的光荣称号。
1935 年 6 月，第一、四方面军

会师后第 5 军团改称第 5 军，董振
堂任军长。1936 年 10 月红军三大
主力在会宁会师后，红 5 军被编入
西路军，向宁夏、甘肃、新疆方向
进发。1937 年 1 月 12 日，董振堂率
部在甘肃高台县城与六七倍于己的
敌人浴血苦战，战至最后一人一
弹，于 20 日壮烈牺牲。时年 42 岁。

董振堂是红军牺牲的最高级别
将领之一。党中央在陕西宝塔山下
举行了追悼会，在追悼会上毛泽东
评价他说：“路遥知马力，董振堂
是坚决革命的同志。”

为了纪念董振堂，新河县建有
振堂公园、振堂中学、董振堂纪念
馆等。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和
甘肃高台烈士陵园内，都建有董振
堂纪念碑亭。董振堂纪念馆是河北
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河北省国防
教育基地、河北省党史教育基地，
每年有众多游客前来参观纪念。

（转自《人民日报》）

董振堂：

坚决革命的同志

毛泽民 2009 年当选“100 位
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
模范人物”。

毛泽民，1896 年生，湖南湘潭
韶山人。1921年参加革命，很快就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2月随
兄毛泽东到湘潭、湘乡开展农民运
动，同年 9 月进广州农民运动讲习
所学习。随后，毛泽民辗转上海、武
汉、天津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931年初，毛泽民进入中央革
命根据地，任闽粤赣军区经理部
长。1931年毛泽民任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银行行长，他在
短时间内解决了金融人才严重缺
乏、没有准备金、苏区内多种货币
混乱流通等困难和问题。

1933年5月，毛泽民兼任闽赣
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1934
年 9 月兼任国家对外贸易总局局

长，领导苏区银行、财政、贸易、
工矿等经济工作。1934 年 10 月，
红军开始长征，苏维埃中央政府财
政部和国家银行组成第 15 大队，
毛泽民任大队长兼没收征集委员会
副主任、先遣团副团长、总供给部
副部长。时人称 15 大队为“扁担
上的国家银行”，在长征中解决了
运输、打土豪、筹粮筹款、保障供
给等艰巨任务。1936年2月，毛泽
民任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国民
经济部部长。

毛泽民长期执掌财政大权，却
廉洁奉公，一尘不染。他常说：

“不能乱花一个铜板，领导干部要
带头艰苦奋斗。我们是为工农管
钱，为红军理财的，一定要勤俭节
约！”

全国抗战爆发后，1938 年 2
月，受党中央派遣，毛泽民化名周
彬，与陈潭秋等到新疆做统战工
作，先后出任新疆省财政厅、民政
厅厅长等职。1942 年反动军阀盛
世才在新疆捕杀共产党人。1942
年9月17日，毛泽民和陈潭秋等共
产党员被盛世才逮捕。

在狱中，敌人对毛泽民等软硬
兼施，严刑审讯，逼他招认中国共
产党在新疆搞“暴动”的所谓阴
谋，逼他脱离共产党，交出共产党
的组织。毛泽民等坚贞不屈，视死
如归，坚定回答：“决不脱离党，
共产党员有他的气节。”“我不能放
弃共产主义立场！”1943年9月27
日，毛泽民被敌人秘密杀害，时年
47岁。

如今，烈士毛泽民的家乡湖南
韶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红色
旅游助力这座城市经济活跃、百姓
富足。

毛泽民：

“领导干部要带头艰苦奋斗”

吉鸿昌用铁骨丹心，用英勇无
畏的一生诠释了共产党人坚定不移
的理想信念，为我们留下了可歌可
泣、难以忘怀的英雄诗篇，更为我
们留下了照耀后人不畏艰难、勇敢
前行的精神火种。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扶沟这
片红色热土孕育了众多仁人志士和
英雄豪杰。特别是近百年来，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数的扶沟儿
女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

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抛头颅、洒
热血，奉献一切，涌现出了以民族
英雄吉鸿昌将军为代表的一大批革
命先烈和英雄模范，他们那追求真
理、爱国奉献、清廉为民、坚强不
屈的精神，是我们永远传承的宝贵
精神财富，将永载史册，并激励我
们阔步新时代，去创造无愧于先
烈、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辉
煌业绩！

（金月全）

■短评

铁骨丹心励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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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丹 2009 年当选“100 位为
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
范人物”。

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城北
的刘志丹烈士陵园，庄严肃穆；矗
立在陵园广场中央的刘志丹雕像，
质朴而刚毅。

刘志丹，1903年10月出生于陕
西省保安县 （今志丹县） 金汤镇。
1922年考入榆林中学。1924年冬加
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 年春
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冬受党
指派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1926
年秋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北伐
战争。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
担任中共陕西省委秘密交通工作。
1928 年 4 月，参与领导渭华起义，
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
席。同年秋，任中共陕北特委军事
委员会书记，在陕甘边从事兵运工

作。
1931年10月，刘志丹与谢子长

等组建西北反帝同盟军，任副总指
挥。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
游击队，刘志丹任总指挥，开辟以
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
据地。此后，相继任陕甘边红军临
时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红 26
军42师师长、中共陕甘边军事委员
会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
席，把陕北、陕甘边两块苏区连成
一片，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北上抗
日红军长征之后的落脚点。

1935 年 9 月，刘志丹任红 15 军
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参与指挥劳
山战役。后任北路军总指挥兼第 28
军军长、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
备司令。他经常教育部队顾全大
局，绝对服从中共中央的领导和调
遣。在他的影响下，陕北红军与中
央红军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1936 年 3 月，刘志丹率红 28 军
参加东征战役，挺进晋西北，迭克
敌军。4 月 14 日在中阳县三交镇战
斗中亲临前线侦察敌情，不幸左胸
中弹，壮烈牺牲，年仅33岁。为纪
念他，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
决定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

“加入党，就要为共产主义信
仰奋斗到底。作为个人来说，奋斗
到底就是奋斗到死。”这是刘志丹的
入党誓言。

1940 年，中共中央指示西北局
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刘志丹家乡修
建烈士陵园。1942 年，刘志丹牺牲
6 周年时，毛泽东为他题词：“我到
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
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
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
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
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

刘志丹：

“为共产主义信仰奋斗到底”

毛泽民像 新华社发 董振堂像 新华社发刘志丹像 新华社发

初夏时节，中原大地麦浪滚
滚，一片丰收景象。

走进位于河南省扶沟县的吉鸿
昌将军纪念馆。“吉鸿昌将军纪念馆”
八个大字映入眼帘，这是江泽民同志
1995年亲笔题写的馆名。已在纪念
馆工作 34 年的工作人员王文祥说：

“吉鸿昌将军的精神不仅激励着扶沟
县人民，更在全国广为流传。”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
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这是共产
党员、抗日名将吉鸿昌临刑前写下
的气壮山河的就义诗。

吉 鸿 昌 ， 河 南 省 扶 沟 县 人 ，
1895年生。1913年入冯玉祥部。因
骁勇善战，屡立战功，从士兵递升
至军长。1929年，任宁夏省政府主
席。1930 年 9 月被蒋介石改编，任
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师长，奉
命“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但
他不愿替蒋打内战，1931 年 8 月被
蒋介石解除兵权，强令出国“考
察”。遂环游欧美，发表抗日演说，
寻求国际声援。

1932 年秋，吉鸿昌在北平加入
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新的革命征
程。他毁家纾难，变卖家产 6 万元

购买枪械。
1933 年 5 月，与冯玉祥等人在

张家口建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
军，任第 2 军军长、北路军前敌总
指挥，率部连克多伦等四县，将日
军驱出察境。1934 年，参与组织

“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被推
为主任委员，秘密印刷 《民族战
旗》 报，宣传抗日，联络各方，准
备重新组织抗日武装。11 月 9 日，
在天津法租界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受
伤被捕。1934 年 11 月 24 日，被蒋
介石下令杀害于北平陆军监狱，时
年39岁。

吉鸿昌牺牲了，但他的英雄事
迹广为传颂，彪炳史册。1945 年，
在党的“七大”上，吉鸿昌被定为
全党褒扬的革命烈士。2009年，当
选为“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
出贡献的英雄模范”。

“碗铭”，是一面明镜

在“吉鸿昌将军纪念馆”的展
台上，有一只瓷碗，碗壁上的铭文
——“作官即不许发财”，让人极其
难忘。

“这是吉鸿昌的父亲去世前对他
最后的叮嘱，铭文历经近一个世纪
的岁月洗礼，依旧清晰可辨。”面对
游客，副馆长尹发展无数次讲起这
只瓷碗背后的故事。

1920 年 5 月，吉鸿昌的父亲得
了重病。他回家探望时，父亲告诫
他：“吾儿正直勇敢，为父放心，不
过我还有一句话要向你说明。当官
要清白廉正，多为天下穷人着想，
作（做）官即不许发财！”

父亲病逝后，吉鸿昌把“做官
即不许发财”七个字写在瓷碗上，
交给陶瓷厂仿照烧制，亲手发给全
体官兵，勉励大家廉洁奉公。

1934 年，吉鸿昌遭国民党反动
派杀害，他的妻子胡红霞在他遗体
的贴身小褂口袋里，发现了一张小
香烟纸，上面写着“不要厚殓”几
个字。吉鸿昌生前将大部分钱财用
于购买军火支援抗日，牺牲后还不
许厚葬，用一生践行了父亲的遗愿。

英雄，是一座城市的灵魂

英雄是一个民族的脊梁，是一
座城市的灵魂。扶沟县是民族英雄

吉鸿昌将军的故里，更是一个英雄
辈出的地方。

在革命年代，受其影响而投身
革命的爱国青年不计其数，以剿匪
英雄姜鸿起、智勇双全的革命者何
介夫、川藏线上的筑路英雄张福
林、塔湾村18名烈士等为代表的扶
沟籍革命先烈，为民族解放事业献
出了宝贵生命。

新中国成立后，英雄故里的扶
沟人民用汗水谱写着一曲曲社会主
义建设的战歌，涌现出了反暴英雄
吴艳杰、见义勇为英雄王建设、“感
动中国十大人物”李高峰、全国劳
动模范梅根清、“周口市优秀共产党
员”张宁博等一大批英模人物，感
动了亿万中华儿女，这正是扶沟儿
女继承和发扬吉鸿昌精神的真实写
照。

在喜迎建党百年之际,扶沟县正
充分利用吉鸿昌将军纪念馆、姜鸿
起烈士纪念馆、张福林烈士陈列馆
和县烈士陵园、塔湾烈士陵园、吉
鸿昌故居“三馆两园一故居”等红
色历史文化资源，在传承发展中打
造更亮丽的红色名片，统筹推动全
域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红色故里英雄辈出
周口日报社融媒记者 金月全

▲河南省文保单位——吉鸿昌烈士故居。 (图片由周口日报社提供)
▼河南省扶沟县城市新貌。 (扶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福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