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省本溪市革命烈士纪念碑建

成于 1961 年 11 月，位于本溪望溪公园山

顶。上世纪 50 年代后期，为使革命英烈

更好地安眠本溪，有关部门决定在本溪

望溪公园山顶修建革命烈士纪念碑。纪

念碑碑身高 18 米，须弥座高 6 米，刻有

四块浮雕，分别是东北抗联第一军抗击

日寇等场景。碑座上层层重叠起来的花

岗岩组成的抱角托出高高的碑身，如同

众多只手托着一枚宝塔模样。碑座正面

是汉白玉雕刻而成的由麦穗、齿轮和鲜

花组成的花圈。在题词和碑文的处理

上，设计者依据汉字的摆法和特点，以

花纹斑驳的花岗岩做边石组成四框，中

间镶以洁白的汉白玉石。这种如同中国

画的处理方法，色泽层次鲜明，避免了

碑身一律的平面感，突出了党和国家领

导人的题词和碑文，又增加了庄严壮丽

的气氛。碑身正面最上方镶嵌金色五角

星，下面是朱德的亲笔题词“革命烈士

永垂不朽”；左面是董必武的题词“光昭

日月”；右面是谢觉哉的题词“与日月同

光”；背面是《辽宁省本溪市革命烈士纪

念碑》碑文，全文如下：

向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英勇牺牲

的烈士致敬

向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烈

士致敬

向在解放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烈

士致敬

向在一九六 O 年特大洪水斗争中

牺牲的烈士致敬

烈士们忠于人民忠于革命的伟大

精神和光荣事迹万世长存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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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文虽短，却字字千斤，烈士们不

惧牺牲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事迹历历在

目，读来令人心潮澎湃，备受激励。

举行野八二三冶工人大罢工

从 1905 年日俄战争开始，日本帝国

主义开始染指本溪地区，本溪人民陷入

黑暗与贫困之中。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带领本溪的工人们进行了多次有影响

的工人运动，其中最著名的是 1927 年 8

月 23 日由共产党员孙林和石云组织领

导的“八二三”工人大罢工。日本军警对

工人进行了残酷镇压。工人们手持镐

把、铁锹与日本军警展开殊死搏斗，共

有 400 多人惨遭杀害。日本帝国主义的

暴行引起了国内外爱好和平人士的极

大愤慨，其中仅沈阳就有 6 万多群众游

行抗议日本屠杀本溪工人的暴行。“八

二三”工人大罢工中许多工人牺牲，大

批工人被开除，其代价是沉重的。但是，

大罢工为本溪工人阶级争得了一定的

经济利益，更为重要的是锻炼了队伍，

显示了本溪工人阶级的力量和不屈不

挠的斗争精神，涌现出大批优秀分子，

为此后党在本溪开辟工作新局面、发展

本溪地区党的组织奠定了阶级基础。

坚持 14年抗战彰显民族大义

九一八事变之后，本溪人民在日本

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受尽了压迫和凌辱。

英勇的本溪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反抗日

本侵略者的斗争此伏彼起。其中有抗日

义勇军，有工人、农民的抗日武装等力

量。特别是抗联一军的将士们，在长期

孤悬敌后、缺衣少粮、武器装备极为落

后的斗争条件下，依然给予日本侵略者

以沉重的打击。在这场捍卫民族尊严、

收复失地的伟大斗争中，本溪大地涌现

出一大批抗日民族英雄和仁人志士。他

们亲临武装抗日斗争的第一线，为中华

民族的解放事业奋勇拼杀献出了宝贵

的生命。如出生在本溪县的中国少年铁

血军总司令苗可秀，在他的带领下，少

年铁血军在辽南三角地区纵横驰骋，取

得了多次战役的胜利，苗可秀也逐渐成

长为一名令日军闻风丧胆的辽南义勇

军领导人。1935 年，苗可秀受伤被俘。敌

人以高官利诱，苗可秀不为所动，严刑

拷打亦不屈服。当时有一个日本军官对

他十分敬佩，请其最后题字留念，苗可

秀当即书写“正义千秋”4 个字留给他。

苗可秀为国捐躯时年仅 29 岁。本溪人

民的抗日斗争，贯穿中华民族 14 年抗

战的全过程，其坚持时间之长久、斗争

环境之艰苦、参与群体之广泛、斗争手

段之多样、斗争影响之深远，在东北乃

至全国同等级别的城市中并不多见。

一切为了本溪的解放和发展

1945 年 9 月，按照我党制定的迅速

占领东北的工作方针，曾克林率部挺进

本溪。10 月，东北局组建本溪市委和市

政府。1946 年 4 月，新生的本溪人民政

权还未得到巩固，四平保卫战就打响了。

国共两党在东北战场上形成僵持局面。

这期间，本溪军民为保卫新生的人民政

权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国民党久

攻四平不下，开始调整兵力重点进攻本

溪城。保卫本溪的民主联军损失较大，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民主联军决定撤出

本溪，本溪市委、市政府也随之撤出。一

年之后，民主联军第四纵队 12 师与国民

党守军决战平顶山，激战 2 个小时一举

将敌击溃，本溪第二次解放。随后国民

党组织众多兵力反扑，民主联军坚持战

斗三昼夜后撤出。辽沈战役打响后，1948

年 10 月中下旬，辽东军区一支队准备发

起解放本溪的最后战斗。一支队的很多

战士是土生土长的本溪人，听说要解放

家乡，每个人都憋着一股劲。在攻打本

溪火车站时，一名叫张子财的本溪籍战

士手持冲锋枪冲在最前面。手榴弹的弹

片击中了他的左眼，身后的排长喊医疗

队去救人。张子财抹了抹满脸的血，大

喊“别管我”，迎着敌人冲去。至 10 月 30

日 16 时，敌人被逼至平顶山顶负隅顽

抗。“攻下平顶山，解放本溪！”战士们喊

着口号向山顶进攻。双方持续激战至午

夜，敌人见败局已定，纷纷向沈阳溃逃。

至此，本溪解放。

1960 年 8 月 4 日凌晨，由于本溪境

内连降暴雨，本溪全境发生近 200 年未

遇的特大洪水灾害。洪水发生后第一时

间，全市领导干部、驻本溪的部队、公安

警察、企事业职工、广大群众纷纷投入到

抗洪救灾中，他们当中有的为了保护国

家和集体财产不受损失、有的在巡堤途

中、有的在抢救受灾群众过程中不幸牺

牲。本溪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渊郗德才冤

1947 年夏季，东北战场上的战

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民党军

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解放军

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夺取了

战局的主动权。解放军东北民主联

军为歼灭国民党军和扩大解放区，

于 5 月 13 日发起了强大的夏季攻

势，对国民党军发起了猛烈反攻。其

中，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于 17 日

攻克怀德、歼敌 5000 余人后，又奉

命奔袭辽宁省昌图县。

29 日，二纵主力进入昌图地区。

昌图县城是敌人扼守的重要据点，

城四周有高 2 米的围墙，敌人在围

墙上筑有火力发射点，围墙外有深 2

米、宽 4 米的外壕一道，并设有鹿

砦、铁丝网，城内主要路口均筑有地

堡。守敌为国民党九十一师、八十八

师、暂编第三师残部以及康平、通辽

等地方保安部队，共 4200 余人。针

对上述情况，二纵首长命令六师和

五师东西夹击，围歼昌图守敌。战斗

打响后，五师由城西北和西南突破，

歼灭小河以北的敌人；六师由城东

南和东面突破，歼灭小河以南的敌

人；四师阻击开原方向援敌。

为了夺取外围制高点，六师命

令十八团以 1 个营的兵力，利用暗

夜为掩护进攻南岭。31 日 20 时 40

分，六师炮兵向南岭守敌进行了猛

烈射击，各分队利用炮兵射击的效

果向敌发起了冲击。激战 5 个多小

时，全歼守敌 1 个加强连，俘虏百余

人，胜利夺取了南岭。接着，六师、五

师参战各部按预定计划，迅速解决

了昌图县城全部外围据点和工事，

扫清了攻城障碍。

6 月 1 日 20 时，二纵集中炮火

对守敌设在城下、城上的工事展开

轰击。20 时 20 分，六师十八团、十七

团在五师的配合下发起进攻。十八

团突击队在火力掩护下，以隐蔽迅

速的动作通过了 100 多米宽的开阔

地。爆破组将围墙炸开缺口后，突击

队立即冲入城内，一面肃清突破口

的残敌，一面组织力量打退敌人的

反扑，并向纵深进攻。与此同时，十

七团尖刀连在火力掩护下实施连续

爆破，已越过外壕和围墙进至大庙

附近，消灭守敌一个营。

激战至 2 日 2 时，随着攻城部

队相继冲入城中，残敌已被驱赶到

城中心伪县政府院内和其他几个互

不相连的院内。攻城部队指战员迅

速将敌人包围起来，发起连续冲击。

在二纵强大攻击和政治攻势下，城

内守敌纷纷举手投降。拂晓前，六师

十六团与五师指战员对顽抗之敌发

起前后夹击，突破守敌最后一个阵

地伪县政府大院。

这次攻坚战，二纵全歼昌图县

城守敌 4200 余人 （其中俘虏 3820

人），缴获汽车 6 辆，各种火炮 52 门，

轻重机枪 360 挺，使昌图这座千年古

城获得新生。

渊赵荫棠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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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月同光的本溪烈士
———辽宁省本溪市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中央苏区时期，各级党组织、苏维埃

政府和红军部队以及群众团体，对新闻

宣传工作十分重视，尽管条件非常艰苦，

仍因陋就简创办和发行了 160 余种报纸

刊物。其中，由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

版的《红星》报，宛如一颗闪闪的“红星”，

照亮了红军将士砥砺前行的伟大征程。

在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珍

藏着一份 1933年 9月 3日出版的《红星》

报（第五期），为国家一级文物。

《红星》报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

部机关报，1931 年 12 月 11 日在红都瑞

金由中革军委总政治部（1932 年 1 月改

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创办，其宗

旨是：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提

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文化水平线，实

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

成使红军成为铁军的任务。《红星》报创

刊初期定为 5 日刊，实际不定期，一般

为 4 开 4 版，有时 6 到 8 版，由中革军

委印刷所铅印出版。1934 年 3 月 4 日第

31 期起，改为 32 开油印期刊。

1933 年 6 月下旬，在中国工农红军

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举荐下，邓小平

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任秘书长兼《红

星》报主编。邓小平是办报能手，早年他

曾在法国巴黎协助周恩来编辑旅欧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赤光》，

在撰稿的同时还负责刊物的编辑、刻板

和油印，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印博

士”；任瑞金县委书记后，又领导创办了

《瑞金红旗》。在担任《红星》报主编后，

他重操旧业，得心应手，决心要把《红

星》报办好，让它成为传播党的思想和

文化知识的一个主阵地，更好地为红

军、为革命战争服务。他将《红星》报恢

复为 4 开版铅印报纸，并重新开始编

号。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到 1934 年

10 月止在中央苏区共出 66 期。从 1931

年 12 月创刊到 1934 年 10 月，前后共出

124 期，发行量达 1.7 万余份。

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生动活泼，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从政治、思想、军

事、文化、娱乐等各方面，对红军建设进

行宣传，有力地配合了苏区党、政和红

军的各项中心工作，深受广大红军指战

员的喜爱，被称为“战士的良友”“革命

战争的一只有力喇叭”，加强了红军全

军的政治思想建设。

《红星》报成了“红军党的工作指导

员”。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

委、红军总部作出的关于军事斗争和红军

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与方针政策，《红星》

报都给予及时宣传。《红星》报是“一架大

无线电台”。该报通过“最后电讯”“捷报”

“前线通讯”“革命战争”等专栏，迅速及时

地报道了红军的战斗情况和胜利消息。

《红星》报成了红军“政治工作的讨论会”。

该报经常以社论、署名文章和开辟“党的

生活”“支部通讯”专栏以及专题报道等形

式，从各个侧面全面反映红军党的建设、

青年工作、政治工作、群众工作、教育训

练、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情况，总结交流经

验，指导部队建设。《红星》报是红军部队

的“一面大镜子”。该报开辟了“铁锤”“自

我批评”等专栏，揭露红军中存在的官僚

主义、消极怠工、贪污浪费等不良现象。

《红星》报敢于碰硬，既敢于批评普通干部

战士，也敢于批评高级领导干部。《红星》

报还是“红军的俱乐部”。开设了“军事测

验”“军事常识”“卫生常识”“猜谜”“问题

征答”“小玩意”“诗歌”“列宁室工作”等专

栏，深受红军战士喜爱。

《红星》报倾注了邓小平的大量心

血，很长时间编辑部只有两个人，除邓小

平外，只有一名通讯员给他做帮手。组

稿、采写、编辑、排版、手写美术标题、印

刷、发行等工作，几乎都要他一个人去

做，尽管编务繁忙、条件有限，他还是竭

尽全力把《红星》报办成了红军一流的报

纸。在《红星》报编辑部所在地瑞金沙洲

坝白屋子，经常可以看到邓小平在昏暗

的油灯下挑灯夜战的身影。《红星》报中

许多没有署名的社论和文章，都出自邓

小平的手笔。

中央领导人特别关注《红星》报。毛

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在《红星》报写过

不少社论和文章。1933 年 8 月 13 日《红

星》报第 2 期第 4 版“红军故事”栏目里

用整版篇幅发表了毛泽东以“子任”为笔

名写的《吉安的占领》，全文共 2000 字。

文章中，毛泽东用生动活泼的笔调，绘声

绘色地叙述了红一方面军于 1930 年 10

月 4 日成功占领江西吉安的全过程。文

章通篇贯穿“集中兵力歼灭弱敌”等运动

战、游击战军事思想，身处逆境的毛泽东

正是用这种迂回曲折的笔法，表达对当

时“左”倾冒险主义推行的进攻路线与敌

人死打硬拼的不满。文章发表后立即在

广大红军指战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1934 年 10 月 10 日晚，邓小平带领

《红星》报编辑部随第二野战纵队（红章

纵队）从瑞金出发，踏上了战略大转移的

万里征途。在长征途中邓小平依然坚持

编辑发行《红星》报，在长征中发行了 28

期，成为宣传报道长征、记载长征的原始

报刊，在长征中起到了它担负的宣传者

和鼓动者的作用，对红军的思想政治建

设作出了出色的贡献。长征刚开始的时

候，红军屡屡受挫，损失很大，军队中出

现了低落的情绪。为了振奋革命队伍的

士气，《红星》报接连发表了《突破敌人封

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以坚

决勇敢的战斗消灭当前的敌人》等文章，

号召“每个红色战士在革命转变的紧急

关头，都要坚信党的力量，坚信自己的力

量”，要同对目前红军行动表示怀疑，在

前进中所发生的困难面前表示投降无办

法、悲观失望的现象做坚决的斗争。进一

步阐明了红军转移突围的行军作战意

图，使广大指战员明确了前进的方向。遵

义会议后，《红星》报先后发表了《为创造

云贵川边新苏区而斗争！》《以进攻的战

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等

社论和文章十多篇，准确传达了党中央

和中革军委的战略部署，使红军指战员

理解中央的作战意图。《红星》报于 1935

年 8 月停刊，至此，《红星》报完成了它创

刊时的使命。

《红星》报的创办，犹如黑暗中的一道

闪电，在宣传党和红军的方针路线、动员

红军和群众支持参与革命战争方面，发挥

了宣传喉舌和战斗号角的重要作用。

渊苏春生 刘俊林冤

解放军勇夺昌图城

中华英烈

曾天宇率农军奇袭遂川城

1927 年 6 月底，中共江西省委派

曾天宇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前往万安

县开展革命斗争。

在此前后，万安县的 11 名共产党

人和进步青年被国民党抓获，关押在遂

川监狱。7 月 26 日，中共遂川党组织负

责人陈正人得知国民党政府将于 8 月

1 日杀害这 11 名同志。于是，立即把消

息告诉了万安党组织，并随即带领 30

多名遂川农民自卫军指战员来到万安

罗塘，找到曾天宇，共同商议对策。曾天

宇等人立即派出两名侦察员前往遂川

县城先行侦察，并叮嘱他们：28 日一早

务必返回报告，党组织将根据侦察到的

情况研究制定作战方案。

两名侦察员按照组织安排，化装成

百姓进入遂川县城，顺利掌握了有关情

况，并立即返回向党组织汇报。

根据侦察员带回的情报，曾天宇等

人经过研究，决定万安、遂川两县的革

命力量联合突袭遂川县城，营救被关押

的革命同志。

1927 年 7 月 28 日下午，在罗塘至

善小学的草坪上，曾天宇和陈正人向参

加营救行动的 80 多名农民自卫军战士

进行了战前动员。当晚，在夜幕的掩护

下，80 多人的武装队伍从罗塘出发，翻

山越岭，于 29 日拂晓前到达遂川城外，

悄悄埋伏在遂川北门的山脚下。

按照既定部署，部分农民自卫军战

士秘密来到遂川县城东门、西门外，准

备在战斗打响时发起佯攻，吸引敌人的

火力；农民自卫军主力在敌人集中力量

防守东、西两门时集中攻打北门；事先

潜入县城的侦察员则在城内接应。

黎明前，埋伏在东门和西门的战士

向城头开枪。睡梦中的敌人听到枪声，

慌忙爬起，在头目的指挥下，分成两队

向东、西门赶去。城内准备接应的侦察

员见敌人已被调动，立即拿出准备好的

汽油和茅草，点燃了县衙大门。前往守

城的敌人见状，只得分出部分人退回县

衙救火。

与此同时，埋伏在北门外的农民自

卫军战士看见火光后，立即向北门发起

进攻。接着，几名侦察员也赶到北门，从

背后向守城敌人发起攻击，当场击毙了

防守北门的敌人头目。守敌见状，纷纷

丢下武器，向城内逃走。侦察员遂打开

北门，迎接城外战士入城。

进城后，曾天宇一面命令部分战士

向东西两门的敌人发起猛攻，一面率领

部分战士直奔监狱。曾天宇乘胜指挥战

士们劈开牢门，救出了被关押在监狱中

的 30 多名党员、干部以及近百名革命

群众。

天亮后，附近敌人开始向遂川县

城反扑。而此时，曾天宇早已率领农民

自卫军战士掩护被解救的干部群众、

携带缴获的战利品，走在了返回万安

的路上。

渊郭志峰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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