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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暑假，一系列红色研学活动

在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的

察哈尔抗战纪念地开展。一座古戏

台前，学生们肃穆而立，聆听自治区

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任月海讲述

抗战故事。

“92 年前，收复多伦后的吉鸿昌

将军就是站在这座戏台上，号召民众

团结抗日。”任月海说，“收复多伦是

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民第一次从

日本侵略者手中夺回军事重镇，为全

国人民带来抗日御侮的希望。”

多伦是察哈尔省（主要辖区在今

河北西北部和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

部重镇，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被日军视

为攻掠华北、进逼平津的战略要地。

1933年 5月，日军攻占多伦，随后向南

推进，欲占领整个察哈尔。形势危急，

国民党政府却急于对日妥协，签订了

《塘沽协定》，整个华北门户洞开。

在日本侵略军大兵压境的关键

时刻，一支抗日武装在察哈尔迅速聚

集。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和参与

下，爱国将领冯玉祥改编、整顿了察哈

尔地区的零散部队和义勇军，并与爱国

将领方振武的抗日救国军会合，成立了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1933年 6月，

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冯玉祥任命爱国将

领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方振武为

北路前敌总司令，率领抗日同盟军北上

迎击日、伪军，直逼多伦城下。

7月 7日，吉鸿昌率部从南、东、西

三面包围多伦。当天，抗日同盟军向

多伦发起总攻。

没有重型武器的抗日同盟军官兵，一次次向

城内发起冲锋。日军以优势火力顽抗，机枪不断向

抗日同盟军阵地扫射，还派出飞机轰炸。

战士们架起高射机枪扫射、伤员靠在战壕内

休息、当地老乡组成的担架队在枪林弹雨间穿

梭……在察哈尔抗战纪念地的展馆内，一张张黑白

老照片记录着抗日同盟军浴血攻城的战斗瞬间。

任月海指着老照片说，多伦城久攻不下，冯玉祥向

前线抗日将士发出决战多伦以死报国的电令。

7月 12日，抗日同盟军再次发起猛攻。面对日

军的机枪扫射、手榴弹阻击，吉鸿昌赤膊上阵指挥，

一批批敢死队员匍匐拼力攻城。后抗日同盟军攻

入城内，打得敌伪如“汤浇蚁穴”。经过城内巷战，

战斗于中午结束，收复了失守 72天的多伦。

当时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章太炎对收复多伦

之战评价道：“以争一县，死将士几二千人，虽在一

隅，恢复之功，为九十余年所未有。”

1933 年 7月 15日，为进一步发动群众，抗日同

盟军在多伦城的山西会馆组织召开万人抗日动员

大会。“多伦民众从吉鸿昌身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抗日斗争的坚强信念和卓越能力。”任月海说

道，红色火种自此在多伦生根发芽，县里一批青年

响应号召，加入抗日同盟军，走向抗战前线。

如今的山西会馆内，察哈尔抗战纪念地被列

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内蒙古自治区爱国

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每年接待近万名游客。

动员村民保护红色遗迹、挖掘红色资源内涵、

建起红色文化研学教室和展览厅……在多伦县城

郊的多伦诺尔镇中村，红色火种，生生不息。这里

曾是多伦之战的主要战场。当时村民们将自家门

板卸下，制成简易担架，救助负伤的抗日同盟军官

兵。多伦诺尔镇党委书记饶亚伦说：“在这片土地

上，先辈们曾浴血奋战、百折不挠，这不断激励着我

们奋勇拼搏、鼓足干劲建设好家乡。”

新华社呼和浩特7月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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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市大

坪镇上大塘村，一座“三堂二

横”泥砖瓦结构的房子依山傍

河而建。这座始建于清朝的房

屋，是革命烈士黄文杰的故

居。

不久前，大坪中心小学的

一群少先队员在这里上了一堂

特殊的课。隔着数十年的光

阴，革命先辈为家国、民族舍

生忘死的身影跃然眼前。

1902 年 10 月 6 日，黄文杰

出生于广东省兴宁县大坪区

（今广东省兴宁市大坪镇）的

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中学期间

他曾多次带领同学走上街头查

禁日货、宣传爱国思想，是学

校中反帝爱国学生运动的积极

分子。此后，他以优秀成绩被

黄埔军校录取，并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经由军校中共组织推

荐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因

成绩优异、精通俄语，毕业后

被分配到苏联的伯力、海参崴

一带从事党的工作。

1931 年，黄文杰回国，在

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此

后，他辗转多地，历任中共上

海临时中央局代理书记、书

记，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副

部长、秘书长，中共中央南方

局领导成员之一等，为开展党

的组织工作、恢复建设中共地

方组织、指导开展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工作等不懈努力。

1938年 10月 12日，日军在

惠阳大亚湾登陆，国民党军队

不战而逃，次日惠州沦陷，广

州形势危急。南方局特派黄文

杰到广州指导广东省委应对这

一事变。黄文杰当机立断，采

取应急措施，作出“省委机关

和八路军广州办事处迁往粤

北”“广州市委留下组织部长

陆新率领部分党员坚持地下斗

争”等决定。此后，他日夜操

劳落实，直至日军占领广州前

夕才撤离。

长期在艰苦环境下东奔

西跑、忘我工作的黄文杰，1938
年冬发现自己患了肺病。经过

一段时间的治疗，病情刚有所

好转，他又毅然接受周恩来布

置的任务，长途跋涉抵达重

庆，在南方局负责党的组织工

作，以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

其间，他认真抓党的组织

建设和思想建设，在重庆主持

举办党员训练班，并参与叶剑

英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翻

译了不少苏联文章供叶剑英等

人讲课参考。他还撰写政论文

章，出版了《论政党》一书，并

以“绚云”“烂光”等笔名在《群

众》《解放》《新华日报》等报刊

上发表了不少文章，积极宣传

中共的抗日救国纲领和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政策。到 1939 年

上半年，南方局领导的各地党

组织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党员

人数发展到 8万多人。

黄文杰为党的事业埋头

苦干，生病的事连妻子也不知

晓。 1939 年 7 月，因躲避日机

轰炸，他在防空洞里受了凉，

发高烧，抢救无效，于 8 月不幸

逝世，终年 37岁。

黄文杰逝世后，八路军重

庆办事处的全体同志为之致

哀，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

亲自送葬至墓地。“他是我们

党的骆驼，从来没有计较到他

所担负的轻重，而能任重致远

的渡过艰难的沙漠。像这样一

个人，恰恰死在革命艰难的时

代，实在是革命的损失。”在

《悼黄文杰同志的死》一文中，

叶剑英动情写道。

1983 年，民政部批准黄文

杰为革命烈士。 2020 年 9 月，

黄文杰被列入第三批著名抗日

英烈、英雄群体名录。

在黄文杰的故乡，他的事

迹被深深铭记。 2021 年 6 月，

当地对黄文杰故居进行修缮，

并在故居基础上设置了“黄文

杰烈士事迹陈列展”，布置了

黄文杰的雕像、主题浮雕墙、

文字墙和相关实物等。

梅州兴宁大坪镇党委宣

传委员黄凯波介绍，如今，故

居已经成为当地开展革命传统

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

所。“我们会继续深挖英烈的

革命事迹，让更多人了解他忠

诚无私的革命精神，传承红色

基因、弘扬党的优良传统。”

新华社广州7月13日电

“党的骆驼”黄文杰：无限忠诚的战士
新华社记者 邓瑞璇

在河南新县郭家河乡土门

村，有一座前后五间瓦房组成

的院落，每年都会有众多游客

前来参观学习，这里就是抗日

虎将叶成焕的故居，瓦房内的

展板上记录着叶成焕短暂而光

辉的一生。

叶成焕，1914年出生，1929
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在鄂豫皖苏区，他先后

任指导员、营政委、团政委、师

长、师政委等职，率部屡建战

功，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员虎将。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

他担任八路军第 129 师 386 旅

772 团团长。 1938 年 2 月至 3
月，他率部参加了长生口、神头

岭、响堂铺等战斗，有力地打击

和钳制了日军，为创建晋东南

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8 年 4 月 16 日晨，山西

武乡的长乐村战斗打响，叶成

焕率第 772 团与兄弟部队一起

将东撤的日军截为数段，压缩

到狭窄的河谷里。战斗一直持

续到傍晚，八路军共歼敌 2200
余人。

这时，有千余敌人从辽县

来援。鉴于全部歼灭该敌已无

把握，上级决定以一部分兵力

迷惑牵制敌人，主力立即撤出

战斗。叶成焕接到命令后，一

面指挥部队打扫战场，装运战

利品，准备撤离；一面跑上一个

高坡，观察敌人增援部队的情

况，完全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

外。突然，一颗子弹射中了他

的头部。18 日凌晨，叶成焕壮

烈牺牲，年仅 24岁。

新中国成立后，叶成焕的

遗体迁葬至河北省邯郸市晋冀

鲁豫烈士陵园。

在叶成焕的家乡，鄂豫皖

苏区首府烈士陵园建有他的衣

冠冢，方便家乡人民前来祭

奠。在烈士陵园的烈士纪念

馆，其英雄事迹鼓舞着无数前

来参观的人。

“叶成焕牺牲时那么年轻，

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是用烈士

们的鲜血换来的，我们应该更

加珍惜。”带着孩子自驾来新县

接受红色教育的河南信阳市民

胡洁说。

现在，叶成焕的部分后人

依然生活在土门村，守护着故

居，讲述着叶成焕的英雄事迹。

“从小就听爷爷讲我曾祖

父的故事，我要学习他的精神，

不畏牺牲，勇当先锋，守好祖国

的每一寸土地。”已是一名军人

的叶成焕侄曾孙叶文文说。

新华社郑州7月15日电

抗日虎将叶成焕：不畏牺牲杀敌寇
新华社记者 刘金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