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志敏同志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

和红十军的领导人之一。在长期的革命

斗争中，他一向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

1935 年 1 月，方志敏在江西怀玉山陇首

村附近的密林中不幸被捕。国民党匪兵

知道他是共产党的重要干部，认为他钱

一定不少，想趁机捞一把。两个国民党

军士兵搜遍方志敏全身，除了一块怀表

和一支钢笔，没有找到一文钱。“你们要

相信我的话，不要瞎忙吧！我不比你们

国民党当官的，个个都有钱，我今天确

实是一个铜板也没有，我们革命不是为

着发财！”他义正辞严地说道。

像方志敏这样的共产党“大官”，怎

么会没钱呢？在那两个士兵的眼里，哪个

国民党官员不是腰缠万贯的。抓住了方

志敏，他们满以为会搜出一千或八百大

洋，或者搜出一些金镯、金戒指类值钱的

东西。可是从他上身摸到下身，从袄领捏

到袜底，真的连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

虽然没能从方志敏身上搜出钱财

来，可那两个国民党军士兵还不肯善罢

甘休，猜疑方志敏或许把钱藏在哪里

了。于是，其中一个恼羞成怒的士兵，左

手拿着一个木柄手榴弹，右手拉出手榴

弹中的引信，双脚拉开一步，做出要抛

掷的姿势，用凶恶的眼光盯住方志敏，

威吓地吼道：“赶快将钱拿出来，不然就

把你炸死！”

“哼！你不要做出那难看的样子来

吧！我确实一个铜板都没有存。想从我

这里发洋财，是想错了。”方志敏说。该

用的招都用了，折腾了大半天一无所

获，这两个国民党军士兵终于泄气了，

这才相信方志敏所说的不是假话。

方志敏经手的款项，总额有数百万

元。只不过这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

一点一滴都用之于革命事业罢了。当

然，他的财产也还是有的，那就是“去年

暑天我穿的几套旧的汗褂裤，与几双缝

上底的线袜”。但就是这点“积蓄”也不

在方志敏的身边，他交给妻子放在深山

坞里藏着，准备今年暑天拿出来再穿。

这些就算是方志敏唯一的财产了。

“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

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有一天生

命，我就应该为它们工作一天！”从入狱

那一刻起，方志敏就抱定了为革命牺牲

的信念，尽管在肉体上受到了百般摧

残，可不管敌人用什么手段，都难以磨

灭他坚强的革命意志。他在铁窗下用敌

人劝降的纸笔写下了《我从事革命斗争

的略述》《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

实》等不朽华章，写下了一个共产党人

对信仰的忠诚与执着。

在《清贫》一文中，方志敏如是写

道：“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

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在

《可爱的中国》里，方志敏大声地疾呼：

“亲爱的朋友们，不要悲观，不要畏馁，

要奋斗！要持久的艰苦的奋斗！”“我虽

然不能实际的为中国奋斗，为中国民族

奋斗，但我的心总是日夜祷祝着中国民

族在帝国主义羁绊之下解放出来之早

日成功！”“目前的中国，固然是山河破

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

个光明的前途呢？不，决不会的，我们相

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敌人用“官、禄”引诱他，用“死”来威胁

他，但他大义凛然、慷慨激昂地说：“为

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

成功，我毫不稀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

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稀罕美味

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

根；不稀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

在猪栏狗窠似的住所！不稀罕闲逸，宁

愿一天做十六点钟工的劳苦！不稀罕富

裕，宁愿困穷！不怕饥饿，不怕寒冷，不

怕危险，不怕困难。”“一个共产党员，应

该努力到死！奋斗到死！”

方志敏烈士于 1935 年 8 月 6 日英

勇就义，为可爱的中国流尽了最后一滴

血。如今，方志敏烈士牺牲将近 90 年，

但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一直激励着革命

者和人民群众。习主席曾深情地说：“我

多次读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下的《清

贫》。那里面表达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

爱和憎，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穷和富，

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什么是革命者

的伟大信仰，人到底怎样活着才有价

值，每次读都受到启示、受到教育、受到

鼓舞。” 渊韩光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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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的延安革

命纪念馆中，收藏着一张保存完好的

“特等模范家属”奖状。白色粗布上印

有“陈敏同志：特等模范家属”字样，奖

状由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

渠、副主席李鼎铭题名，并盖有印章。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边区政府公开表彰

军属的重要历史见证，承载了八路军

军属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建功支前

事业的红色记忆。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集

中主要兵力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

新四军；加上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

区实行经济封锁，延安的财政经济遇到

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毛

泽东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抗日根据

地军民相继掀起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

动首先在陕甘宁边区展开，边区政府专

门成立生产委员会，数万边区军民迅速

投入大生产热潮中，涌现出一大批劳动

英雄和劳动模范。八路军第 120 师 359

旅 717团政委谭文邦的妻子陈敏，就是

其中的典型代表。

1938 年，陈敏参加革命。结婚后，

她在团政治处任组织干事，常年跟随

丈夫谭文邦日夜行军打仗。在大生产

运动中，谭文邦因为工作早出晚归。作

为军属，陈敏默默挑起工作和家庭的

两副重担。

1942 年 3 月，陈敏分配到瓦窑堡

鞋工厂任指导员。不久厂长调走，管理

教育和生产业务都落在了陈敏瘦弱的

肩上。为提高大家的积极性，她经常说：

“工厂是我们党的，我们是工厂的主人。

因此，我们要努力工作，多生产鞋，生产

好鞋，支援抗战。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战

士光着双脚去冲锋陷阵啊！”

鞋工厂在陈敏的用心经营下，越办

越红火，生产的鞋样式好，耐穿又便宜，深

受部队和当地群众的欢迎。各地机关、部

队都纷纷前来订购。一次，上级要求鞋厂

在两个半月时间内生产出 1000 多双鞋

子，这对只有20多人的小厂子来说，是十

分艰巨的任务。可接到任务的陈敏二话不

说，连夜制订出生产计划，第二天便召开

全厂工人会议，决定赶工生产。她自己也

日日待在车间里，糊鞋帮、缝鞋口，一缝就

是大半夜，甚至到天明。当工厂按时完成

生产任务时，陈敏瘦了一大圈。

1943 年秋，陈敏带着一个半岁的婴

儿和一岁半的大女儿，随谭文邦调回延

安。组织暂时没给她安排工作，陈敏得知

359 旅大光纺织厂急需棉纱、毛线，并动

员全旅纺纱的通知后，她主动响应部队

号召，带着两个孩子在家转车纺线。陈敏

用勤劳的双手战胜了重重困难，比原计

划超额一倍完成了生产任务，成为远近

闻名的纺纱能手。陈敏的模范行动，带动

了许多妇女走上生产战线。

正是因为陈敏在多个岗位上创造了

不凡的业绩，尤其是作为军属踊跃参加

纺纱工作、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展现了

革命军属的思想觉悟，传递了共产党人

的红色家风。1942年和 1943年，陈敏连

续两年被评为“特等劳动模范”，毛泽东

亲笔为她题写“模范家属”。1943 年 12

月，陈敏出席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代表

大会获甲等奖。时任 359旅旅长的王震

夸赞她：“陈敏同志不愧为八路军家属的

模范，她是勤劳淳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务的优秀建设者”，并号召部队、机关家

属向陈敏同志学习。1944年 1月，时任陕

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铭提出：“提

倡家属参加生产，开展陈敏运动……鼓

励抗属工属向陈敏看齐。”1944 年，边区

组织机关、学校、部队的女干部和家属展

开“学陈敏运动”。

1945年 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亲笔题名，给陈敏

颁发了“特等模范家属”的奖状。陈敏非

常珍惜这份荣誉，也非常爱惜这张奖状，

无论走到哪里，她都仔细地保存着。1972

年 8月，陈敏把这张精心保存了 20 多年

的奖状捐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

渊李达 尹邦吉冤

见证军属建功支前的奖状

方志敏：“我们革命不是为着发财！”
中华英烈

许昌烈士陵园始建于 1951 年，坐落

于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占地 63.6 亩。

陵园纪念广场东西中轴线上矗立着一

座高 29.6 米的纪念碑，外形是两支汉阳

造步枪造型，象征着解放许昌的华东野

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两支劲旅。碑体正面

镌刻着朱德题写的“革命烈士永垂不

朽”8 个金色大字。底座刻有 2017 年重

修许昌烈士陵园时的碑文，全文如下：

中原腹地袁汉魏故都遥 近代以来袁英
雄辈出袁为民族独立尧社会进步和人民

幸福袁前仆后继尧英勇奋斗袁谱写出许昌

历史的新篇章遥 其光辉业绩袁与天地同

在曰其革命精神袁与日月同辉遥
辛亥革命时期袁许昌的仁人志士为

灭帝制尧求共和慷慨赴义曰大革命时期袁
许昌的优秀儿女为援五卅尧助北伐血洒

桑梓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袁许昌的先锋

英华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暴动司堂尧浴
血中原曰抗日战争时期袁爱国将士为固

守许昌城尧 抗击日寇野蛮侵略喋血沙

场曰解放战争时期袁人民子弟兵为六次

解放许昌尧建立新政权不畏牺牲曰新中

国成立后袁 英烈楷模为国家和人民利

益尧为维护世界和平献出生命遥 长河悠

悠袁逝者如斯袁掬滴撮要袁实难胜表遥
适逢盛世袁慎终追远遥 为旌表先烈袁

垂训来者袁乃重修陵园袁以慰英灵遥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浴

中共许昌市委

许昌市人民政府

二 O 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碑文高度概括了许昌在近代以来英

勇斗争、浴血奋战的光辉历程，生动讲述

了英雄先烈为了谋解放幸福、求和平美

满前仆后继、顽强斗争的英勇事迹，充分

展现了党和人民对烈士的崇高敬意。相

传西汉时期灌夫曾在许昌修筑思故台，

登高遥望寄托思乡之情。如今敬读许昌

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更让人对英烈肃

然起敬，感慨万千。

1925 年五卅运动爆发后，许昌 10 万

余名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参加反帝斗

争。1926 年北伐战争开始后，许昌县农

民运动发展迅速，不仅成立了许昌县农

民协会、农民自卫团，还牵头成立了河南

省农民协会。中共许昌县地方执行委员

会积极组织农民协会配合北伐军作战，

造成京汉铁路中断，使奉军行动受阻，被

迫从许昌往北溃退。

1928 年 2 月 12 日，在中共许昌县委

书记李杜、县委委员薛朝立等人领导下，

司堂村及周边村庄的 2000 多贫苦农民

高举工农革命军大旗，举行农民暴动，杀

土豪、焚地契、开仓分粮，引起国民党反

动势力和土豪劣绅的恐慌。2 月 15 日，

国民党许昌县当局调集两个团的兵力，

对参加暴动的农民进行屠杀和迫害，先

后有 100 多名暴动骨干被逮捕，105 名暴

动骨干及其家属惨遭杀害。由于叛徒告

密，转移到开封开展地下工作的薛朝立

不幸被捕入狱，并于 1929 年 9 月壮烈牺

牲。司堂农民暴动打响了豫中农民暴动

第一枪，在河南农民革命运动历史上留

下了光辉的一页。当年上海《申报》发表

“共产党武装占领许昌西北乡一带”的消

息，轰动全国。

1944 年，侵华日军为打通平汉铁路

南段，发动了河南会战。许昌是平汉铁路

中段的交通枢纽，地理位置重要。日军在

飞机、大炮和坦克的掩护下，从北、西、南

三面同时向许昌发动进攻。面对 10 倍于

己的敌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 29 师爱国

官兵，在师长吕公良带领下浴血奋战，并

通电全国，决心抗战到底，誓与许昌共存

亡。终因实力悬殊，许昌城被日军攻破，

吕公良和 2000 多名官兵战死沙场，展示

了中国人民不畏强虏、不屈不挠的战斗

意志。

解放战争时期，许昌是国民党军的

重要屯兵站和军事物资补给站。为了切

断敌人的补给线，1947 年 12 月，陈毅、粟

裕领导的华东野战军发起平汉路战役，

三纵奉命破击官亭至许昌段铁路，于 12

月 14 日夜发起总攻。

许昌城城墙高约两丈，护城河宽约

五六丈且水深一丈有余，城门处的桥梁

是进城必经之地。西门外有一座木桥，是

进入西门的唯一道路。第 23 团担负主攻

西门的任务，纵队首长命令要确保这座

桥决不能让敌人破坏，同时想尽一切办

法集中火力攻破城门外的敌地堡，摧毁

敌人火力点。3 营 8 连指导员李华带领

爆破队趁着夜色越过护城河后，连续进

行了 4 次爆破，仅仅用了 8 分钟就炸开

了西城门。副连长杨佩山带领 30 名突击

队员，在炮火的掩护下跨过独木桥，没等

敌人发现便攀上了城楼。紧跟着，8 连战

士全部突进许昌城内。王明杰、吴之习、

陈祖德、宋玉华等战士占领了城头上第

一个碉堡，缴获了两挺机枪及 100 多颗

手榴弹，依托这个碉堡打退数十倍的敌

军 4 次夹击，使敌人未能前进一步，保证

了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冲进许昌城。某

团 2 连 2 班更以生动的“战场喊话”使敌

人一个完整的战斗连一枪未放即放下了

武器。该团排长夏登高带领一个班在城

墙上冲破敌火力网，接连攻下 40 个地

堡，打垮了敌人的两次反冲锋，生俘 40

余名敌军，全班无一伤亡。经过 13 个小

时的激烈战斗，共毙俘敌官兵 7000 余

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1947 年 12 月 23

日的《人民日报》头版以《解放许昌的勇

士们》为题，称赞此举为“解放军英勇机

智以少胜众之范例”。

为了配合解放战争形势需要，从

1947 年 12 月到 1948 年 6 月 7 日，我军

攻克许昌后又多次短暂撤离，先后 6 次

解放许昌，形成了“六进五出”的“拉锯”

局面，彻底打乱了敌人在中原地区的全

面防御体系。在 6 次解放许昌的战斗中，

宋左年、李启忠、赵宝金等许多年轻战士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值得告慰他们的是：

他们付出生命得来的许昌解放，使豫皖

苏解放区和豫西解放区连成一片，彻底

切断了中原之敌的南北联系，为我军在

中原战场上更主动地歼灭敌人创造了有

利条件。 渊闫惠惠冤

陈敏野特等模范家属冶的奖状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双方激烈

争夺东北。1946 年 5 月，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东北民主联军撤出四平，国民党

军随即向北满解放区发起猛烈攻势。

为配合北满作战，南满我军发起鞍

（山）海（城）战役，迫使国民党军 4 个

师回援，阻滞了国民党军向北满解放

区的进攻。鞍海战役是我军集中优势

兵力打击敌军与策动敌军起义相结

合，并取得成功的一次范例。

北满形势危急袁南满配合作战

1946 年 5 月，四平保卫战结束，东

北民主联军以伤亡达 8000 人的代价

撤出战斗，许多部队减员半数以上。为

了保存有生力量，中共中央东北局决

定撤出长春，加紧向松花江以北战略

转移。就在此时，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作

战科科长王继芳叛变，向国民党交代

了我军伤亡情况和下一步作战计划。

得知我军主力向北撤退的情报后，国

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要求正

在追击我军的国民党新 6 军等部以机

械化部队为先导，兵分多路以平行纵

队加速迂回包抄。我军许多部队被敌

人分割开来，难以组织有效防御。国民

党军遂接连占领公主岭、范家屯，直至

进占长春。

相比之下，南满情况则稍有缓和。

1946 年 5 月我军撤出本溪后，国民党

军在南满地区占据了大部分城市，集

中兵力向北推进。此时，南满国民党军

兵力空虚，仅留下三个师驻守城市和

交通线。第 52 军第 25 师驻沈阳市南

苏家屯与本溪、桥头一线；第 2 师驻辽

阳、桥头之间；第 60 军第 184 师驻防鞍

山、海城、大石桥、营口一线。为配合北

满部队作战，迟滞向北满增援的国民党

军，东北民主联军决定由第 4 纵队发

起鞍海战役，“展开向中长路南端进攻，

相机歼敌军第 184 师一部或大部，占领

鞍山、海城”。

集中优势兵力袁歼灭鞍山之敌

接到任务后，第 4 纵队随即分析

敌我态势，做出部署安排。此时，国民

党军第 184 师分散驻防 4 个城市，其中

任何一个城市遭到袭击，守备其他城市

的军队都难以抽出力量相互支援。由

于鞍山市区面积较大，国民党军在这里

只派驻 1 个团的兵力守备，很难再留出

机动兵力。同时，国民党军误认为我军

可能重点进攻大石桥，便将炮兵集中于

南大桥一线。鉴于上述情况，第 4 纵队

决定集中优势兵力进攻鞍山。

5 月 25 日，经过充分准备，各作战

部队向鞍山守敌发起攻击。我军一部

先后攻占神社山和对臼山高地，扫清敌

驻防各重要据点后，追击逃往市内的残

敌，将敌军压缩在团指挥所所在地———

市公署内。另一部于铁西逐步向东压

缩，一路沿中央大街向东进至炼钢厂附

近与敌对峙。战斗异常激烈，敌人在两

架飞机掩护下重新占领对臼山高地，我

军立即组织反击夺回高地。敌机离去

后，各部队继续进攻。驻守对臼山的我

军以该高地为依托向前压进，迫使敌人

退入女子中学主楼内。城内我军一部

向市公署大楼进攻，将敌人守军指挥

系统打乱，残敌退入女子中学固守。此

外，沿中央大街推进的部队也继续压

缩敌人至女子中学。至此，鞍山残敌全

部集中于女子中学待援。我军除继续

组织围攻外，还加紧展开政治攻势。纵

队前线指挥部给敌军写信，“陈述了顽

抗与放下武器的利害关系，指明放下

武器才是出路，别无选择”。最终，国民

党军 350 余人全部放下武器，鞍山战

斗取得胜利。

巧用政治攻势袁策动敌军起义

鞍山战斗结束后，第 4 纵队部署

下一步行动。此时，国民党军第 184 师

师长潘朔端驻扎海城。潘朔端是云南

威信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持

同情态度。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

政变时，潘朔端因“赤色”嫌疑而被“清

洗”出部队，复应邀参加滇军。红军长

征时，潘朔端对途经云南的红二方面

军暗中加以保护。台儿庄战役中，他身

先士卒裹创指挥，获一级宝鼎勋章。抗

战胜利后，潘朔端率部入越南受降，随

后部队被海运至东北用于打内战。有感

于民心向背，潘朔端秘密收听记录延安

广播，准备待机反正。因此，我军决定争

取潘朔端起义。

完成海城外围作战后，我军逼近

城下，随即展开政治攻势。我军释放部

分鞍山投诚人员，携宣传品回到海城做

争取工作。同时，韩先楚副司令员亲自

致信潘朔端，指明了出路。面对我军抛

出的橄榄枝，潘朔端最终下定决心投身

人民阵营。同副师长郑祖志等人商议

后，潘朔端派员联系我军。纵队司令部

作战参谋邓东作为代表谈判，与潘朔端

部就起义具体事宜达成协议。5 月 29

日夜，潘朔端率官兵 2700 余人宣布起

义，翌日撤离海城。我军继续争取大石

桥守敌起义，然而，守敌团长已接到担

任代理师长的密令，企图固守待援。因

此，我军于 6 月 3 日将其歼灭。潘朔端

率国民党军第 184 师起义，受到中共中

央的高度赞赏。1946 年 6 月 6 日，朱德

总司令致贺电，称赞潘朔端、郑祖志等

“揭和平之义旗，张滇军之荣誉，全国人

心，无不为之振奋”，勉励他们“再接再

厉，以竟全功”。 渊李波 赵巍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