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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辽沈战役胜利铺下序笔
———解放义县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张德新，辽宁省黑山县胡家镇前黑

山子村人，1932 年 ２ 月 11 日出生在一

个贫苦农民家庭里。他从小和父母过着

忍饥挨饿、吃糠咽菜的生活，11 岁时就

给地主家放羊顶债，经常遭受毒打，受

尽了地主的欺负和压榨，其幼小的心灵

里萌生了反抗地主封建压迫的思想。

1948 年 １ 月 26 日，黑山地区全

境解放。解放后的黑山，人民政权迅速

建立起来，前黑山子村也成立了农会等

群众组织。15 岁的张德新被小伙伴们

推选为儿童团团长。从此，他带领儿童

团员们站岗放哨、查路条，监视地主、抓

间谍，给农会跑腿送信。

1948 年 ９ 月 12 日，辽沈战役打响

了。为了战术上的需要，驻黑山部队奉

命撤离了黑山。10 月 19 日，国民党廖耀

湘兵团从新立屯、姚堡出发，兵分三路，

向黑山蜂拥而来。为了掩护农会干部转

移，张德新不幸落入敌手。

敌军进村后，把村里人都赶到一个

大院里，一个国民党军官点着 23 名农

会干部的名字大声喊道：“出来，赶快给

我出来！”敌营长也喊道：“限五分钟时

间，如果不说就开枪！”五分钟过去了，

敌营长见没动静，气势汹汹拉开枪栓。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张德新勇敢地走

出人群，大声说道：“我就是农会干部、

儿童团团长，你们想怎么样？”

敌营长说：“你是好样的，人群中还

有谁是农会干部？你说了，就放了你。”

张德新回答道：“农会干部是有，但是都

转移了，现在这里就我一个。”敌营长见

张德新戏弄他们，气急败坏地说：“把这

个小崽子拉进屋，给我审讯！”一天一

夜，张德新连续被审讯 ５ 次，受尽了老

虎凳、竹筷子夹十指、电击等酷刑，但他

宁死不屈，始终咬紧牙关，没有透露半

点消息。

敌军绝望了，在我军先头部队迫近

黑山时，气急败坏的敌军对张德新下了

毒手。10 月 21 日凌晨，张德新被敌人拖

到村南的田野里，随着几声枪响，小英

雄的身躯倒在了鲜血染红的大地上。

10 月 28 日，黑山解放了。人们在

村南面的苍松翠柏中修建了一座纪念

碑，纪念这位机智勇敢、宁死不屈的小

英雄张德新。

1967 年，人民群众为张德新烈士

修建了纪念碑，后又将其墓迁至烈士陵

园内。

渊赵镭饷冤

春日，重庆红岩村。“95 后”讲解员

王佩雯引导游客，沿着一条石板路，从

红岩革命纪念馆走向饶国模故居。

路口一株黄葛树，参天而立，正是

90 多年前，王佩雯的高祖母饶国模所

植。黄叶随风飘落，铺满了石板路，新

叶刚挂上枝头。

这片嘉陵江畔的坡地原名红岩

嘴，因地质属于丹霞地貌、岩石呈红色

得名“红岩”。20 世纪 30 年代，黄花岗

七十二烈士之一饶国梁的胞妹饶国

模，在此开办农场。1939 年，这位开明

进步的老太太将红岩村的土地、房屋

提供给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

庆办事处。

从那时起，红岩就不再只是一个地

理概念，而成为一个精神地标，与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紧密相连。

从饶国模故居再向前走一段路，

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

办事处旧址。旧址门前，一张拍摄于

1940 年的照片，令人不禁驻足细看。

照片中的重庆刚刚经历了日军数

小时的密集大轰炸，一颗炸弹就落在

办事处前不远处。空袭警报解除后，周

恩来和邓颖超站在被震坏的楼前。

“当时，周恩来鼓励大家说，日寇企

图用轰炸来摧毁我们的抗战意志、迫使

我们屈服投降，但我们是炸不走的。说

完，他特意让办事处工作人员拍下了这

张珍贵的照片。”讲解员的解说，让游客

仿佛又回到了那段峥嵘岁月。

在全民族抗战时期，周恩来、董必

武、叶剑英、邓颖超、秦邦宪等老一辈

革命家曾先后在红岩村办公和住宿，

积极发展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为争取抗战胜利和新中国建立，作出

了卓越贡献，在迷雾笼罩的重庆，燃起

一盏明灯。

抗战胜利后，在重要历史转折关

头，毛泽东从延安飞抵重庆，率领中共

代表团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开展和平

谈判，在红岩村住宿 40 多个日夜。毛

泽东在此重新手书了《沁园春·雪》，

“数风流人物”，尽显中国共产党人的

自信和气魄。

如今，走进经过全面保护修缮的旧

址，一张木桌，一把藤椅，简朴肃穆，凝

固了时光，也让这段历史继续照亮前

路，永放光芒。

在重庆，“红岩”还是歌乐山红岩英

烈一曲临难不苟的壮歌。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

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歌剧《江姐》中一曲《红梅赞》家喻

户晓，小说《红岩》和电影《烈火中永生》

也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1948 年 6 月，由于叛徒出卖，地下

党员江竹筠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

滓洞监狱。面对国民党特务的严刑拷

打，她始终坚贞不屈。“竹签子是竹子做

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1949 年

重庆解放前夕，满怀对新中国的无限向

往，江竹筠等革命志士壮烈牺牲。

如今，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

所辖红色景区，年均接待游客量超千万

人次。歌乐山烈士陵园，苍松翠柏掩映，

前来祭奠、献花的市民和游人常年不断。

相距不远的渣滓洞、白公馆看守所旧址，

推出了沉浸式史诗剧《红岩红》和情景式

体验剧《黎明之前》，身临其境的场景，让

书本上的红岩革命故事“活了起来”。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党委

书记朱军说，重庆是红岩精神的发源

地，红岩精神植根于重庆悠久的历史文

化和光荣的革命传统，植根于伟大建党

精神，是最具辨识度的重庆人文精神标

识，“传承弘扬红岩精神，就是不忘昨天

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

在红岩村，在自己高祖母和奶奶住

过的老屋里，每每对游客讲起红岩的历

史，讲起小时候听长辈讲的往事，王佩

雯总觉得自己与高祖母产生了某种交

集，仿佛回家的感觉。

在红岩村旅游旺季，王佩雯从每天

早上 9 点开始讲解，一直讲到傍晚关

门，中午几乎没有时间休息。经常有游

客问她，现在有没有红岩历史人物的后

人在这里工作。王佩雯会指指自己。“游

客们会惊讶，更多的是开心，因为这也

是一种红岩精神的代代传承。”她说。

渊周文冲冤

红岩，重庆的精神地标

张德新：
为掩护农会干部转移挺身而出的小英雄

中华英烈

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民族的希

望。在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

高度重视儿童工作，组建了共产主义

儿童团，作为红军的后备军，成为苏区

一支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

坚强有力的组织是儿童工作顺利

开展的根本保证。苏区时期，儿童团受

共青团的领导，各级共青团组织均设

有儿童局，专门负责领导儿童工作，胡

耀邦、陈丕显等先后担任过少共中央

儿童局书记。在中央苏区，年龄在 7 岁

至 15 岁之间的儿童几乎全部加入了

儿童团。1930 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儿童运动决议

案》，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儿童的政策。

决议案要求，儿童工作要适应儿童的

心理特点，用儿童感兴趣的方式开展

活动，根据儿童的兴趣、能力和需要组

建个性化的团体，如识字班、运动队、

旅行队等。

苏区儿童局创办了机关刊物《时

刻准备着》，设有社论、故事、图书识

字、模范儿童等栏目，凯丰、刘英等都

曾担任特约撰稿者，主要报道儿童新

闻以及指导儿童工作的言论。少共儿

童局还创办了《赤色儿童报》，通过形

象生动的图画和浅显易懂的文字，宣

传革命战争和苏区各项事业发展，深

受儿童们欢迎。

党和苏维埃政府十分关心少年

儿童成长，激励儿童向阳生长。加强

文化教育，培养革命接班人是党和苏

维埃的一项重要工作。在极端困难的

条件下，几乎村村办起了列宁小学，

接收适龄儿童免费进入学校学习文

化知识、革命道理，扫除文盲。鉴于中

央苏区师资极为短缺，苏维埃开展了

短期师资培训与师范教育，培养师

资。毛泽东指出：为了造就革命的知

识分子，为了发展文化教育，利用地

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当教师

为苏维埃服务。教学场地因陋就简：

把祠堂腾出来做教室，用门板和砖头

搭起台子做课桌。学校经常组织丰富

多彩的文体活动，寓教于乐，促进儿

童健康成长。各级儿童团组织把动员

和鼓励儿童到学校读书作为一项重

要工作来抓，认真做好宣传教育工

作，取得了良好成效，在中央苏区，适

龄儿童基本上都入学接受教育。

儿童团作为革命的后备力量，在

苏区各项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破除封建陋习。儿童团反对童养

媳制度、反对缠足、反对打骂儿童，说

服顽固父母允许子女接受教育。为保

障苏区军民的健康，儿童团组织儿童

卫生检查队，督促群众注重个人卫

生，改掉不良习惯，保持街道和家庭

卫生整洁。儿童团还对群众进行耐心

的解释和说服，号召群众崇尚科学、

破除迷信。

配合苏区保卫工作。为防止敌人

进入苏区刺探军情、武装侵犯，儿童

团担负着站岗放哨、检查路条、传递

情报等任务，实行赤色戒严。尽管他

们年纪尚小，却为革命战争贡献自己

的力量。为保卫红色政权，儿童团层

层布防、处处设卡，把红色区域织成

了一张敌人钻进去就跑不了的天罗

地网。黎川儿童团在放哨时发现两人

神色慌张，非常可疑，于是马上报告

赤卫队，赤卫队将其扭送至乡苏维埃

政府，经过审问，他们正是敌方派来

的侦探。在查验路条时，儿童团员严

格执行纪律，“认路条不认人”，就算

自己的家人路过，如果没有路条也不

允许放行。时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

毛泽东路过一个村庄时被几个小哨

兵拦住，非要看路条才肯放行，直到

乡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赶到村口才

了解事情的原委。毛泽东对儿童团铁

面无私的工作态度给予了高度赞赏，

并特意向乡苏维埃政府要了张路条，

随身携带。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

写道，“儿童团的纪律严得很，有些顽

皮孩子不服父母，也不服老师，只服

儿童团的纪律”。

参与苏区各项建设。由于苏区大

部分青壮年参加了红军，使得苏区劳

动力不足。儿童团员们响应号召，优

待红军家属，踊跃参加“少共礼拜六”

义务劳动，帮助红军家属看孩子、打

扫卫生、放牛、砍柴、捡肥料、除草、开

荒、收粮等。在红军家属联欢会上，儿

童团成员表演各种文艺节目，安慰和

宣传红军家属。儿童团积极拥护苏维

埃各项法令，参加轻骑队，反对苏维

埃政府中的官僚腐化分子；鼓动并与

家人一起提早春耕，参与生产运动、

植树运动，积蓄粮食和日用品，以供

红军和自家需要。为帮助红军解决武

器弹药短缺的困难，儿童团踊跃捡拾

弹壳、弹片等。据史料记载，闽粤赣的

儿童团员回收了 3 万多个子弹壳送

给兵工厂。

在扩大红军的运动中，儿童团员

积极行动起来，涌现了许多儿童动员

小能手。据《红色中华》报报道，在 1933

年红五月运动中，福建省儿童团员总

共动员了 1052 人参加红军，江西苏区

的许多儿童团员一人就能鼓励七八个

甚至 10 多个青年参军，其中包括他们

的父亲、叔伯和兄长。仅 1933 年 8 月

至 10 月，江西儿童团员就动员了 4000

多人参加红军。在经济动员工作中，才

溪乡儿童团为红军募集经费 1036 元。

在此期间，儿童肥料所增加到了 12167

所，建立了 571 个儿童菜园，宣传退回

公债票约 11347 元。

配合红军作战。在反“围剿”战斗

中，儿童团员通过撒三角钉、喊话、放

“土大炮”“机关枪”等方式诱敌深入，

与赤卫队一道削竹钉，布“竹钉阵”，密

切配合红军作战。战斗结束以后，儿童

团募集布鞋、草鞋、毛巾等物品慰劳红

军，组织扇子队，在红军战士休息地给

红军打扇、送水、送果品，前往红军医

院慰问演出。

红军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

后，中央苏区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和巩

固。为展示苏区儿童的精神风貌，苏区

中央儿童局在江西瑞金叶坪举行了中

央苏区儿童团大检阅，检阅内容包括

读书、识字、唱歌、跳舞、体操、游戏、秋

千、拍皮球等。江西儿童募捐购买了一

架“红色儿童”号飞机、福建儿童捐赠

一门高射炮送给红军。在战火中成长

起来的苏区儿童为革命不懈奋斗流血

牺牲，留下了不朽的英雄赞歌。

渊姚玉珍 曾繁中冤

张德新烈士塑像

红岩革命纪念馆渊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供图冤

解放义县烈士纪念碑位于辽宁省

锦州市义县烈士陵园内，是义县人民

为了纪念在解放义县战斗中牺牲的烈

士，于 1957 年 10 月建成。1996 年，义县

人民政府对烈士陵园和解放义县烈士

纪念碑进行了较大规模翻新和扩建。

纪念碑位于烈士陵园中心位置，苍松

翠柏环绕之中，底座为人工磨石铺成，

四周建有大理石围墙。纪念碑高 13 米，

为砖石结构，水刷石罩面，碑身正面镌

刻一颗红色五角星及“解放义县烈士

纪念碑”9 个镏金大字，下方雕刻《建义

县烈士陵园碑记》，全文如下（标点为

引者所加）：

公元一九四八年九月三十日袁中国

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三纵队尧四纵队

第五师和炮兵纵队一部袁为解放义县展

开了攻坚战袁 从而拉开了辽沈战役序

幕袁并取得首战胜利遥
在攻坚战斗中袁参战部队舍身渊生冤

忘死尧奋勇杀敌袁经一昼夜激战袁于十月

一日攻下义州城袁 全歼国民党守军袁从
而义县全境宣告解放遥 在此次战斗中袁
解放军官兵一千二百一十六人献出了

宝贵生命遥
义县人民没有忘记把热血洒在这

块土上的先烈袁为了缅怀他们的英雄业

绩袁悼念他们的不朽功勋袁启承先志袁激
励后人袁经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一次

会议决议袁 由县人民委员会组织实施袁
在城南后杨柳屯村山上建义县烈士陵

园袁于一九五七年十月工程告竣遥 陵园

呈长方形袁南北长二百米袁东西宽一百

六十米袁占地三万二千平方米袁围墙为

砖石结构遥 正门面北袁沿中心线由北向

南依次是五星花坛尧正方形四角纪念碑

一座袁为砖石结构袁水刷石罩面遥 碑高一

十三米袁正面镌刻院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八个遒劲大字遥 碑南即为安葬烈士的集

体陵墓袁地面上呈半球状圆顶袁为混凝

土建筑遥 园内植松柏数百株袁种有花草

数处袁更显陵园幽静肃穆遥
唯愿院
巍巍此碑袁永志先烈丰功伟业遥
阵阵松涛袁常悼英雄永垂不朽遥

义县人民委员会

一九五七年十月

碑文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人民军队浴血奋战的生动场面，深情

歌颂了解放军将士舍生忘死、斗争到

底的革命精神，真切表达了义县人民

对牺牲烈士的深切缅怀。70 多年过去

了，今天读起来仍然让人深受感动，战

士们冲锋陷阵的阵阵呐喊声仿佛在耳

畔响起。

解放义县
成为锦州攻坚战的关键点

1948 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

取全国胜利的决战阶段。此时，东北人

民解放军已经建立起较强的炮兵和工

兵部队，提高了攻坚能力，积累了打阵

地战的经验。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

的部署，选择在东北地区展开战略决

战，攻占锦州成为封闭国民党军于东

北地区的关键点。义县距锦州 50 余公

里，有铁路、公路相通，既是保障锦州

北方安全及掩护北宁线的屏障，又是

我军南下火力运输和后勤补给的重要

通道，更是攻打锦州的咽喉重地。因

此，我军攻打锦州必须先夺取义县这

一据点。国民党反动派也深知义县的

战略地位，派出半美械装备的第 93 军

暂编第 20 师驻守此地，拟定了一整套

防御计划，积极整训部队，周密构筑工

事。很快，义县守军基本形成了以旧城

墙为基础，配合城外多点联排据点，组

成前后错综配置的宽阔主阵地。同时，

县城前方主要村落构筑起前进据点，

既可单独作战，也可左右侧防，加之义

县城内兵强马壮、武器精良、弹药充

足，由此形成了一个广大纵深的立体

防御体系。国民党守军自认为义县已

是固若金汤。然而，让敌人没有想到的

是，义县城防虽然坚固，却抵不过人民

军队的强势进攻。此时的义县人民群

众已经被充分发动起来，他们热切期

盼早日获得解放，他们蒸干粮、送军

鞋、送子参军的情景随处可见，军民鱼

水一家亲的深情在硝烟弥漫的土地上

洋溢，军民众志成城，只为一个共同目

标：解放义县。

攻克义县
是步炮协同攻坚的成功实践

1948 年 9 月 12 日，我东北野战军

三纵、二纵 5 师、炮纵、热河独立师等部

队以优势兵力包围了义县，并开始进行

清扫义县外围的战斗。我军采取逐点攻

取的战术，先集中炮火轰击目标据点，

再以轻重机枪猛烈压制住两侧据点，最

后以步兵一举攻占。如此几日很有成

效，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最后只能龟缩

于城内守城待援。与此同时，我军一边

佯装进攻扰乱敌军视线，一边利用夜间

挖出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坑道，甚至

把平射炮利用坑道运输至距城墙仅二

三百米处，国民党军精心构造的防御措

施瞬间失去了威力。

10 月 1 日，对义县的总攻开始了，我

军上百门大炮一齐上阵，密集的炮弹把

县城炸成一片火海。步炮协同紧密配合，

步兵抓住机会，通过炸开的城墙冲进城

中，与负隅顽抗的敌军展开巷战。短短几

个小时，义县攻坚战胜利结束，敌师长王

世高被俘。这是人民军队步炮协同攻坚

的一次成功作战，为锦州攻坚战进行了

一次成功预演，刷新了我军城市攻坚战

斗最短时间内全歼守敌的纪录，为辽沈

战役的伟大胜利铺下成功序笔。

炮兵元勋
陨落在义县攻坚战的最后一刻

在义县攻坚战中，东北野战军有

1200 多名烈士将生命永远留在了这块

土地上，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员朱瑞就

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他也是解放战

争中我军牺牲的最高将领。

朱瑞早年参加革命，留学苏联期间

不仅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而且学习并钻

研了炮兵技术。抗日战争胜利后，朱瑞

参与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在炮兵建

设方面做了很多开创性工作。为了总结

我军在大规模运动战和攻坚战中的炮

兵作战经验，朱瑞参加了义县攻坚战的

实施准备工作。他亲自到一线查勘地

形，鼓舞炮兵攻城部队的士气，检查各

种类型火炮的性能、射向及隐蔽情况，

及时跟进并调整炮兵的前沿军事部署。

10 月 1 日上午，我军进攻义县的战斗打

响，各种口径的大炮以排山倒海之势轰

击敌人的各主要据点，炮兵为义县解放

作出了独特贡献。令人惋惜的是，朱瑞

在战斗中不幸踩雷牺牲，年仅 43 岁。10

月 3 日，毛泽东和党中央发来唁电，对

朱瑞光荣的革命的一生给予高度评价。

为永久纪念他对炮兵建设的贡献，中央

军委批准将东北炮兵学校更名为“朱瑞

炮兵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在烈士长

眠的闾山脚下，义县人民为朱瑞竖立了

纪念碑。

渊潘文曼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