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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郑州9月 2日电 吉鸿
昌，1895年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吕潭
镇，因家境贫寒，只间断地念了两年
书。1913年入冯玉祥部当兵，因骁勇
善战，屡立战功，从士兵递升至军
长。他为人正直，不畏权势，人称

“吉大胆”。1930年9月，吉鸿昌所部
被蒋介石改编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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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不愿替蒋介石打内
战，对“围剿”红军态度消极。

1931年8月，吉鸿昌被蒋介石解
除兵权，强令其出国“考察”。临行
前，恰逢“九一八”事变，吉鸿昌发
电报向蒋介石请命：“国难当头应一
致对外，愿提一师劲旅，北上抗日，
粉身碎骨，以纾国难。”未得允许，
遂环游欧美，发表抗日演说，寻求国
际声援。

1932 年，吉鸿昌在上海“一二
八”抗战炮声中回到祖国后，随即联
络与发动旧部，为抵抗日本侵略奔走
呼号，并毁家纾难，变卖家产6万元

购买枪械，组织武装抗日。1932年深
秋，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5月，在中共北方组织的
领导与帮助下，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的
抗日武装“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在张家口建立，吉鸿昌任第 2 军军
长、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察哈尔警备
司令，率部进攻察北日伪军，连克康
保、宝昌、沽源、多伦四县，将日军
驱出察境。

蒋介石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
内”的政策，反诬同盟军破坏国策，
令何应钦指挥16个师与日军夹击同盟
军。吉鸿昌率部战斗至10月中旬，弹
尽粮绝而失败，随后潜往天津继续从
事抗日活动。

1934年，吉鸿昌参与组织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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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
法租界被军统特务暗杀受伤，并遭逮
捕，后引渡到北平军分会。敌人使出
种种手段，迫害逼供，吉鸿昌大义凛
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由于党的
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转到
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头来。我能够
加入革命的队伍，能够成为共产党的
一员，能够为我们党的主义，为人类
的解放而奋斗，这正是我毕生的最大
光荣。”11 月 24 日，经蒋介石下令，
吉鸿昌被杀害于北平陆军监狱，时年
39岁。

民族英雄吉鸿昌：恨不抗日死

据新华社昆明 9 月 3 日电 施
滉，字动生，1900 年出生于云南省
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一贫困家
庭。1917 年考入清华学校 （现清华
大学的前身）。他勤奋刻苦，博览群
书，善于思考，喜欢阅读 《新青
年》 等刊物，接受新思想、新文
化。他关心国家大事，常常为国家
民族的前途命运忧虑。1919 年参加
五四爱国运动，参与发起成立了清
华学校进步社团——“暑假修业
团”。1920年该社团改名为“唯真学
会”，施滉任会长。1923年秋，施滉
被选为清华学生会会长，后在广州
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和中国共产党创
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李大钊热情地
肯定了他们的革命活动，鼓励他们
的斗争精神。

1924 年 7 月，施滉赴美国斯坦
福大学学习。学习期间，他经常参
加美国共产党组织的各种反帝活
动，大量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
作。在美共领导下，施滉等人成立

“ 美 洲 华 侨 和 中 国 工 农 革 命 大 同
盟”，筹办 《国民日报》（即后来的

《华侨日报》） 等，团结爱国侨胞，
声援国内反帝爱国运动。1927 年 3
月，施滉加入美国共产党，并当选
为美共中央中国局首任书记。在美
共中央领导下，施滉在华侨和留学
生中宣传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建
立党的组织。他多次遭到南京国民
党政府的通缉，在云南的老家也遭
到查抄。面对白色恐怖的威胁，施
滉毫不动摇，更加坚定了革命到底
的决心。

1928年12月，施滉被美共中央
派往古巴、加拿大，在华侨中发展
共产党的秘密组织。1929 年，施滉
受党组织派遣到莫斯科学习。在搞
好工作的同时，他抓紧一切机会，
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组
织职工会和开展群众斗争的经验和
方法。

1930 年秋，施滉从苏联回到阔
别多年的祖国，先后在中共中央机
关、香港海员工会等处工作。他还
被党派往河北，先后担任中共河北
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长、中共河北省
委书记。1933 年冬，施滉在北平召
开会议时，因叛徒出卖而被捕，随
即被押解到南京。在狱中，面对残
暴的敌人，他坚贞不屈，视死如
归，大义凛然地痛斥反动派的罪恶
行径，坚信革命必胜，共产主义一
定会实现。1934 年初，施滉被反动
派杀害于南京，年仅34岁。

氵晃

据新华社合肥9月4日电 在安徽
枞阳县枞阳镇东寺巷的一处老民宅内，
81岁的童承英像当地的普通老人一样过
着朴素、简单的生活。家中最醒目的就
是入门可见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和她
的父亲童长荣的肖像。2015 年 9 月 3
日，童承英作为安徽抗日英烈子女代表
之一，参加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
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

童长荣，1907年出生在安徽省枞
阳县，14岁考入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
校。就读期间，童长荣积极参加学运
斗争，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踏上了
革命道路。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与
东京的中共党组织取得了联系。1926
年春成为中共日本特别支部负责人。
1928年5月，日军枪杀中国军民，制
造了“济南惨案”，童长荣领导爱国
志士组织“中国留日各界反日出兵大
同盟”，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日活动，
遭到日本当局逮捕，后被驱逐出境。

1928年，童长荣回国，先后担任

中共上海沪中区委书记、中共河南省
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中共大
连市委书记等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存亡
进入关键时刻，为加强对东北抗日的
领导，中国共产党抽调大批骨干力量
紧急赶到东北各地。童长荣等人第一
批接受发展武装斗争的任务，被任命
为东满特委书记。

在艰苦卓绝的东北地区抗日战争
中，童长荣组织创建反日游击队，团
结各方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为东
满后来的抗日奠定了良好基础。童长
荣非常重视东满地区的党团组织建
设，形成了县委、区委、游击大队的
党委会，中队的党支部，小队的党小
组等比较健全的组织网络。到1933年
3月，东满地区党员人数已达到1200
余人，几乎占当时东北党员总数的一
半，成为东满抗日斗争的中坚力量。
令人钦佩的是，1933年前后，东满特
委与满洲省委有近一年时间联系几乎
中断，年轻的童长荣完全凭着自己多
年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政治素质、辨别
能力，独立支撑着东满的抗日局面。

然而，童长荣积劳成疾，患有严
重肺结核病，几次大口吐血，生命垂
危。1934年3月21日，身患重病的童
长荣和部队被敌人包围，他坚守在阻
击敌人的一线，腹部中弹后仍继续战
斗，直至牺牲，年仅27岁。1935年8
月1日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
同胞书》中，称他是为抗日救国而捐
躯的民族英雄。

施 :“清华最有光荣的儿子” 童长荣:为抗日救国捐躯的民族英雄

据新华社西安9月 5日电 王泰
吉，1906年生，陕西省临潼县北田镇
（现为西安市临潼区北田街道） 尖角
村人。1924年5月考入广州黄埔军校
第1期，离开西安前曾吟诗怀志：“七
尺男儿汉，足立天地间；满目不平
事，蹈覆待何年？！”王泰吉到校不久
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冬，王泰
吉被派到驻河南开封的国民2军学兵
营任排长，他在所在连队组织党的外
围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进行革
命活动，参加成员达40余人。

1926年王泰吉转入陕军甄寿珊部
教导团任营长，从事兵运工作，并介
绍在该营任班长的胞弟王泰诚秘密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春，王泰吉
率全营在陕西麟游县起义。

是年5月，王泰吉参与领导渭华
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参谋长。起
义失败后，王泰吉只身到河南南召
县，从事秘密革命活动。不久被捕，
被押往南京。虽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但并未动摇他的革命信念，反动当局
施以刑讯折磨，他也毫不屈服。

1930 年王泰吉经杨虎城保释出
狱，在杨部任第十七师补充旅副旅长
兼参谋长。1931 年后任西安“绥靖”
公署新兵训练处长、骑兵团团长等职。

1933年，王泰吉的骑兵团移驻至
陕西耀县后，他找到老同学何寓础，
帮助自己寻找党的组织，并向党组织
汇报率领全团起义的想法。7月，在中
共陕西省委领导下，王泰吉率骑兵团
2000余人在耀县起义，成立西北民众
抗日义勇军，任总司令，并恢复党组
织关系。后在三原以北战斗失利，率
余部撤往照金，与习仲勋、李妙斋等
领导的游击队会合。8月，任中国工农
红军陕甘边游击队临时总指挥部总指
挥，率部智取张洪镇，夜袭合水城，
在毛家沟门战斗中以少胜多，使部队
转危为安，粉碎了敌军的“围剿”。

同年11月，陕甘边特委、临时总
指挥部党委决定，将所属部队改编为
中国工农红军第 26 军第 42 师，王泰
吉任师长，率部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
陕甘边根据地。

1934年1月，为了扩大革命武装
力量，王泰吉主动要求去豫陕边做兵
运工作，途经陕西淳化通润镇时被
捕。王泰吉在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后，恳切地对杨虎城部队旧友们说，
希望十七路军能为全国的团结抗日事
业出力。3 月 3 日，王泰吉被秘密杀
害于西安西华门“绥靖”公署军法处
的大院内，年仅28岁。

王泰吉：生死利害，在所不计

据新华社石家庄9月6日电 季
振同，1901年5月出生于河北沧县。
1919年春，赴北平谋生，深受当时五
四运动的影响，立志做一名爱国军
人，同年进入冯玉祥部队，后毕业于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4 年 10 月，
他跟随冯玉祥参加了推翻贿选总统曹
锟的北京政变，深受冯玉祥器重，先
后由排长逐级晋升至旅长。1926年9
月，参加冯玉祥部五原誓师，任国民
联军第14师师长，参加北伐战争。

1931 年，季振同任国民党第二
十六路军第74旅旅长。九一八事变
后，他明确反对蒋介石对日不抵抗
方针和“剿共”政策，多次向74旅
官兵讲话表示：“国家兴亡匹夫有
责。我们不当亡国奴，我们要自
强，雪国耻，收复国土和主权！”

“我们要有勇气，回北方去，坚决抗
击日军去！”他领头联名给蒋介石发
电报，要求回北方与日军作战。蒋
介石则严令二十六路军继续“围

剿”红军，“侈谈抗日者杀无赦”。
这更加激起季振同等二十六路军官
兵对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策的不满。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与党组织的
推动下，1931年12月14日，季振同
与赵博生、董振堂、黄中岳等一
起，发动了著名的宁都起义，率领
二十六路军 1.7 万名官兵弃暗投明，
被改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中
革军委任命季振同为红五军团总指
挥，萧劲光为红五军团政治委员。

起义后不久，季振同即向党中央
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1932年
1月，由朱德和周恩来介绍，经党中
央批准，季振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整编训
练，红五军团开赴前线，投入到反

“围剿”作战中，先后参加了赣州、
龙岩、漳州、水口等重要战役。特
别是水口一战，红五军团与敌人展
开了激烈拼杀，表现了极其英勇顽
强的战斗作风。红五军团成为中央
红军的一支劲旅，作为军团总指挥
的季振同功勋卓著，屡建奇功。

1932年8月，由于党内“左”倾
错误的影响，季振同被误定为反革命
分子，入狱监禁。1934年10月，中央
红军长征前夕，季振同被错杀于江西
省瑞金县叶坪村，牺牲时年仅33岁。

1981年12月，纪念宁都起义50
周年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
先后发表了萧劲光等老同志的文
章，对季振同的革命功绩进行了公
正评价，予以平反。

季振同:宁都起义的领导人

据新华社长沙9月 7日电 周以
栗，1897年10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
桥头驿九福乡 （今望城县桥驿镇） 一
个佃农家庭。长沙师范学校毕业，曾
在周南女校等当教师。期间，周以栗
认识了徐特立、何叔衡等，并通过他
们认识了毛泽东，开始接受马克思主
义。1924年，周以栗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春，周以栗任国共合作的
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第一届执行委员、
省党部中共党团书记，参与统一战线
和工农革命运动的领导工作。五卅运
动发生后，周以栗以青沪惨案湖南雪
耻会负责人之一，领导了长沙市的罢
工、罢市、罢课和示威游行。

1926年，周以栗任国民党湖南省
党部组织部秘书、青年部部长，参与
组织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运
动。1927 年初，根据党组织的指示，
到武汉筹办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
所，后任农讲所教务主任。

大革命失败后，周以栗回到湖

南，任中共湖南省委军事部部长。不
久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后留在
上海担任党中央刊物 《布尔什维克》
的编辑。

1927年底，周以栗任中共河南省
委书记。在严峻的白色恐怖形势下，
他临危不乱，大力恢复发展党的组
织，领导发动农村武装暴动，在中原
大地点燃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
熊熊烈火。

1928年4月15日，周以栗在开封
被捕。1930 年 1 月，经党组织营救，
周以栗获释出狱。

出狱后，周以栗任中共中央长江
局军事部长，1930年9月以中央代表
的身份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同年10月
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总政治部
主任，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
二次反“围剿”斗争。1931 年 6 月，
周以栗被增补为苏区中央局委员，担
任中共闽赣边界工委书记。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瑞
金召开，周以栗被选为中央执行委
员，并担任临时中央政府内务人民委
员。同时，他还兼任红军总前委组织
部长，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
主任，红中社负责人，临时中央政府
机关报《红色中华》主笔等职。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周
以栗因病不能随大部队行动，党组织
决定安排他去上海治病。11月，在转
移途中被国民党军包围，突围时壮烈
牺牲，时年37岁。

周以栗：热血铸丰碑

据新华社杭州9月 8日电 陈寿
昌，1906 年 11 月出生于浙江镇海。
1922 年离开家乡先后来到武汉、郑
州，进入郑州电报局工作。

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
工期间，陈寿昌积极参加组织电报局
职工声援铁路工人的斗争。二七惨案
后，工人运动转入低潮，陈寿昌从郑
州转到武汉电报局从事工人运动，坚
持革命斗争，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26年秋，在李立三、刘少奇的
指导下，陈寿昌发动工人，组织工
会，配合北伐军胜利进军，参与组织
收回英租界的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陈寿昌到上海，先
后担任中共中央机关秘书、中共上海市
政总工会党团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委
员、中共上海沪西区委书记。1928年
秋，到中共中央特科做情报和党的地下
组织联络工作，为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
和党组织的安全做出了贡献。

1929 年，陈寿昌被派到苏联学

习，不久回国，继续在中央特科工
作。1931年4月，参与领导中央特科
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对中共中央
领导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构成
极大威胁。在周恩来、陈云、聂荣臻
等中央领导的果断指挥下，陈寿昌和
其他同志日夜战斗，抢先采取有效措
施，保卫了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
的安全。

1931年12月，陈寿昌离开上海到
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1932 年 1 月，
参与组建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苏区执
行局，任党团书记、主任，1933年2
月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933年7月
任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兼湘鄂赣军区
政委，1934年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同年6月兼任
红十六师政委。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
后，陈寿昌受命于危难之际，留在中
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在反动派到
处悬赏捉拿他的极其艰苦、险恶的斗
争环境中，陈寿昌带领红十六师在湘
鄂赣边界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人兵
力，配合中央红军长征。

1934年11月，陈寿昌率部在湖北
崇阳、通城之间的老虎洞与国民党军
遭遇，不幸身负重伤，在崇阳县河坪
村壮烈牺牲，时年28岁。

为纪念陈寿昌烈士，1992年，浙
江宁波镇海区委、区政府建造了寿昌
公园，并在公园内修建了陈寿昌烈士
纪念馆、纪念碑和陈寿昌烈士的半身
铜像。

党的忠诚卫士陈寿昌

据新华社长沙9月9日电 陈树
湘，1905年1月生，湖南长沙县人。
1919 年参加新民学会发动的长沙反
日爱国运动。1921 年与在长沙清水
塘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毛泽东结
识，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
1922 年秋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1927 年参加北伐军叶挺部，历
任班长、警卫团排长。同年9月随部
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
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上井
冈山，历任红4军第31团连长、第3
纵队大队长。参加了井冈山和赣南
闽西地区的游击战争。

1930年6月，陈树湘任红1军团
总指挥部特务队队长，8月任红一方
面军司令部特务队队长，负责对毛
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警卫工作。
1931年后，历任红12军团长、红19
军第 56 师师长、红 5 军团第 34 师第
101团团长、第34师师长，率部参加
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

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
区的斗争中，陈树湘身经百战，屡
建奇功，逐步成长为红军的一位优
秀指挥员。

1934 年 10 月，陈树湘率部参加
中央红军长征，担任全军总后卫，同
国民党追兵频繁作战，掩护红军主力
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连续突破
国民党军第一至第三道封锁线。

11 月下旬，在惨烈的湘江之战
中，陈树湘率领全师与十几倍于自己
的敌人殊死激战四天五夜，付出重大
牺牲。12月1日，中央红军主力和中
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渡过湘江。

完成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
后，陈树湘指挥红 34 师数次强渡湘
江，都先后失利，陷入敌人的重围。
面对严峻形势，陈树湘执行退回湘南
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命令，率部突
围。在激烈战斗中，陈树湘腹部中
弹，身受重伤。他用皮带压住伤口，
躺在担架上继续指挥战斗，终于突出
重围。部队到达道县泗马桥时，遇到
国民党地方保安团的截击。

危急时刻，陈树湘命令大部队
突围，自己和两名警卫员留下掩
护。经过激战，大部突出重围，陈
树湘不幸被俘。敌人为抓到一名红
军师长而欣喜若狂，立即将他押往
长沙。途中，陈树湘趁敌不备，忍
着剧痛，从伤口处掏出肠子，用力
绞断，壮烈牺牲，年仅 29 岁，实现
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
滴血”的誓言。

陈树湘：“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据新华社长沙9月10日电 何宝
珍，又名保贞、葆珍，1902年4月出
生于湖南省道县。1914年入县女子小
学读书。1918年考取衡阳湖南省立第
三女子师范学校，在学校里积极参加
学生运动，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同年9月因领导学潮被校方
开除。经过学校党组织的联系，很快
来到长沙中共湘区委员会。同年10月
被分配去安源工作，在安源路矿工人
俱乐部子弟学校任教员兼工人俱乐部
书报科委员。1923年春转入中国共产
党，4月与刘少奇结成革命伴侣。

1925年春，何宝珍随刘少奇起程
奔赴广州，开始新的斗争。从此，随
刘少奇为革命多方奔走，四海为家，
先后在上海、广州参加中华全国总工
会的工作。1926年10月与刘少奇来到
武汉，曾任汉口市妇女协会组织部
长。大革命失败后，又随刘少奇辗转
于华北、东北、上海等地，参加当地
党的、工会的、妇女群众的许多工

作。
1932年冬，刘少奇离开上海前往

中央苏区后，何宝珍带着小儿子留在
上海坚持地下斗争。此前为了便于从
事革命工作，她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
先后送他人代养。何宝珍任全国互济
总会的领导职务兼营救部部长，化名
王芬芳，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四处奔
波，争取社会力量，千方百计地营救
被捕同志。她的营救活动引起反动当
局的注意，1933年3月被国民党宪兵
逮捕，关进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

在狱中，何宝珍机智地向敌人隐
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与狱中的共产
党员一道组织难友同敌人展开各种形
式的斗争。她还常常利用难得的放风
等机会，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鼓励难
友，感染同伴。由于叛徒告密，她的
身份终于暴露。面对敌人的酷刑拷
打，何宝珍始终坚贞不屈，坚守党的
机密，1934年秋，在南京雨花台英勇
就义，年仅32岁。

何宝珍英勇牺牲后，当刘少奇得
到消息时，沉痛地称赞她“英勇坚
决，为女党员之杰出者”。

1950年，刘少奇到南京雨花台缅
怀烈士，在烈士纪念碑前深情地说：

“几十年来，无数的革命先烈被处死在
这里，何宝珍同志便是其中的一位。”

何宝珍的革命情怀和英雄斗志激
励着家乡人民。2015年以来，中共道
县县委、道县县政府募集资金对何宝
珍故居进行修缮，并广泛征集革命文
物，对故居文物进行复原陈列布展。

何宝珍：“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之杰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