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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福州10月22日电 吴富
莲，1912年生于福建省上杭县的一个
贫农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她幼年时
被迫做了童养媳，饱尝疾苦。

1929 年 3 月，红四军解放上杭，
开辟了闽西根据地，吴富莲毅然摆脱
家庭束缚参加了革命。由于表现出
色，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起，吴富莲先后在中共上
杭官庄区委、上杭县委、中共闽粤赣
省委工作，任区委委员兼区苏维埃政
府妇女部长、县委委员、省委委员兼
省委妇女部巡视员。1933 年 4 月，吴
富莲到中央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调
任闽粤赣省委妇女部长。

1934年10月，吴富莲随红一方面

军参加长征，任红军野战医院政治处
干事。1935 年 6 月，红一、四方面军
在四川懋功会师。10月下旬，吴富莲
调任红四方面军，担任妇女独立团第
一团政委，随红四方面军三过雪山草
地。1936 年 7 月，吴富莲被任命为红
四方面军妇女先锋团政委。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
肃会宁会师。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
红四方面军分兵组成西路军西渡黄
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吴富莲
被任命为红军西路军妇女先锋团政委。

10月下旬，妇女先锋团随西路军
渡过黄河西征。西路军部队在河西走
廊陷入了数倍于己的国民党马步芳、
马步青、马鸿逵等军阀部队的重重包
围。经过 3 个多月的殊死血战，红军
西路军及妇女先锋团在给敌人以重大
杀伤的同时，自身也损失惨重。

1937 年 3 月，吴富莲与团长王泉
媛奉命率妇女先锋团女扮男装，改用
红 30 军 88 师 268 团番号，接管 268 团
阵地，掩护主力突围。妇女先锋团在
甘肃临泽南部的梨园堡一带与敌血战
三昼夜，完成掩护主力突围的任务。
此后，妇女先锋团在祁连山中与敌周
旋多日，4 月上旬又被敌军包围。吴
富莲与团长王泉媛指挥全团同敌军激
战，终因敌众我寡，部队被打散。吴
富莲不幸被搜山的敌人抓住。

吴富莲负伤被俘后，敌人以官位
利禄诱惑，她丝毫不为所动。面对敌
人的百般折磨，吴富莲以绝食斗争进
行反抗，最后壮烈牺牲，年仅25岁。

吴富莲：为党捐躯的巾帼英雄

据新华社武汉10月23日电 孙玉
清，1909 年 3 月出生于湖北黄安县
（今红安县），1927年11月参加黄麻起
义，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不久
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鄂豫皖革命
根据地历次反“会剿”“围剿”的战
争，以及红四方面军创建川陕根据地
的斗争。

因作战勇敢、指挥出色、战功卓
著，孙玉清被授予“以一胜百”奖旗，
获得“战将”美称。1934年，孙玉清任
红四方面军第31军军长，1935年8月任
红四方面军第9军军长，参加了长征。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长征
胜利会师后，孙玉清率红9军与兄弟

部队一起，奉中革军委的命令，相继
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执行宁夏战
役计划，与长期盘踞在黄河以西的国
民党西北反动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等
马家军展开了艰苦惨烈的浴血拼杀。

经过五个月的浴血鏖战，西路军
在给反动军阀部队以重大打击后，终
因敌我力量悬殊，自然环境恶劣，部
队弹尽粮绝，遭受重大损失和牺牲。
孙玉清同王树声、李聚奎、方强、朱
良才等部分指战员一起，根据党中央
指示精神，率部向陕北方向突围。

1937 年3月，孙玉清带领数十名
被打散的干部战士突围，在甘肃省酒
泉南山一带与大批敌军遭遇负伤被俘。

孙玉清被敌人押到西宁后，在社
会上引起了很大震动。西北反动军阀
头目马步芳为抓住红9军军长而十分
得意，召集大批军政要员，亲自审讯
孙玉清。孙玉清大义凛然，义正词
严，当场揭露和斥责反动军阀当局拉
夫抓丁，耗国家资财，养兵祸国，不
抗日，却专打红军的罪恶行径。

马步芳不甘心失败，使出了一系
列软硬兼施的伎俩。他让孙玉清见被
俘后被迫服苦役的妻子和其他红军战
士。孙玉清告诉妻子:“不要害怕！”
他鼓励战士们说：“陕北的红军壮大
了，党中央在陕北建立了根据地，红
军是杀不完的！”

孙玉清宁死不屈、忠诚于党和人
民的硬骨头精神，使敌人恼羞成怒，
于1937年5月下旬，将孙玉清残忍杀
害。孙玉清牺牲时年仅28岁。

孙玉清：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战将”

据新华社石家庄10月24日电 佟
麟阁，1892年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一
个农民家庭。早年投身冯玉祥部队，
因英勇善战、善于用兵，先后升任连
长、营长、团长、旅长。1933年，佟
麟阁参加长城抗战，取得喜峰口大
捷。同年，他与冯玉祥等组织察哈尔
民众抗日联盟军，先后收复康保、宝
昌、沽源、多伦等失地，重创日军。
后退居北平香山。1936年，佟麟阁任
第二十九军副军长，驻守平津一带。

1937 年 7 月 7 日夜，日军在北平
西南卢沟桥发动卢沟桥事变，佟麟阁
时任北平南苑驻地指挥官，他在全军
将校会议上慷慨陈词：“日寇消灭中

国，是其根本目的。中国人只有一条
出路，就是抗战！日寇阴谋侵占平
津、吞并华北，吾辈首当其冲。战死
者光荣，偷生者耻辱！荣辱系于一人
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
难，军人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并
以军部名义发出命令：“凡是日军进
犯，坚决抵抗，誓与卢沟桥共存亡，
不得后退一步。”

大敌当前，佟麟阁视死如归，坚
守南苑。时其父在北平城内病重，家
人屡促归省，佟麟阁挥泪给妻子捎去
书信：“大敌当前，此移孝作忠之时，
我不能亲奉汤药，请夫人代供子职！”
部属闻之，无不为之感动落泪，纷纷
表示愿随将军共生死，奋勇杀敌。

1937 年 7 月 28 日，日军发动猛
攻。佟麟阁在指挥右翼部队向敌突
击时，腿部被机枪击中，部下劝其
退后裹伤，他对部下说：“大红门失
守，全局被动，事急如此，我不能
临阵而退。”佟麟阁不顾伤痛依旧坚
守 一 线 ， 官 兵 们 见 此 场 景 声 泪 俱
下，与日军舍命拼杀。日军地面进
攻遭到重挫后，派战机狂轰滥炸。
佟麟阁头部不幸被击中壮烈殉国，
时年45岁。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追悼抗敌
阵亡将士大会上，说佟麟阁等人“给
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1946
年，国民政府对佟麟阁进行了隆重的
国葬，将西城区一条街更名为佟麟阁
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佟麟阁
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佟麟阁：誓与卢沟桥共存亡

据新华社济南10月25日电 赵登
禹，字舜臣。1898 年出生于山东菏
泽。1914年加入冯玉祥的部队，由士
兵晋升为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
旅长、师长等职。1926年参加北伐。

九一八事变后，赵登禹主张抵抗
日本。1933年任第29军37师109旅旅
长。1933年第29军长城抗战时，赵登
禹奉命率部增援喜峰口、潘家口，与
敌激战，取得胜利，打击了敌军的嚣
张气焰，大涨了抗日军民的士气，赵
登禹因战功卓著被擢升为第 132 师师
长，并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1935年
8月，第29军被调到北平地区驻防。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 年 7
月下旬，日军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
下，分别向北平、天津以及邻近各战
略要地大举进攻。日军出动40余架飞
机轮番轰炸阵地，并有3000人的机械
化部队从地面发动猛烈攻击。担任国
民革命军陆军第 29 军 132 师师长的赵
登禹，率部守卫北京城外的南苑。

132师将士在赵登禹的率领下，不
畏强敌，奋勇抵抗。南苑一带地势平
坦，无险可守。日军将中国军队切成
数段，分割包围。部队孤军作战，在
敌人炮火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下，损失惨
重。赵登禹率部誓死坚守阵地，拼死抗
击。7 月 28 日，在奉命向北平撤退途
中，遭日军伏击，赵登禹指挥部队与日
军激战，胸部中弹牺牲，时年39岁。

抗战胜利后，北平市政府将北河
沿大街改名为赵登禹路，以示纪念。

1995 年，抗战胜利 50 周年之际，
山东省菏泽市为纪念家乡的抗日英
雄，在菏泽曹州书画院成立了赵登禹
纪念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纪念馆由四部分组成，用大量照
片、文字资料、实物以及根据赵登禹
事迹创作的美术作品，生动再现了赵
登禹不同时期的光辉形象和顽强抗战
的英勇事迹。

同年，英雄老家的农村中学更名
为登禹中学，校园内建有小型纪念
馆，还开发编写了校本课程《大刀英
雄赵登禹》。

赵登禹：将军血战不复还

据新华社南京10月26日电 郭纲
琳 ， 1910 年 生 于 江 苏 省 句 容 市 。
1929 年考入上海公学，并加入中国
左翼文学研究会，积极探求革命真
理。九一八事变后，她不畏校方阻
挠，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1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同年底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郭纲琳代
表中国公学爱国学生参加上海学联工
作，夜以继日地发动群众，参加战地服
务团，支援前线抗战。同年4月，根据
党组织安排，她化名刘英到上海美亚绸
厂工作，号召女工为争取自由解放而斗

争。1933年春，郭纲琳调任共青团江
苏省委内部交通，传送党的秘密文件和
指示。不久，到无锡任团中心县委书
记，领导无锡等地的共青团工作。

1934年初郭纲琳调任上海闸北区
团委书记。同年1月12日，因叛徒告
密郭纲琳不幸被捕，被关押在南京老
虎桥监狱。在漫长的牢狱生涯中，郭
纲琳始终保持着顽强的斗志和乐观精
神。除绣出的手绢和枕套，她还把两
枚铜板磨成心形，镌刻上“健美”

“永是勇士”的字样，表达自己决不
投降、永当无产阶级勇士的坚定意
志。

郭纲琳被关押期间，郭家想方设
法营救，几次都因她拒绝在国民党拟
好的悔过书上签字而作罢。

由于郭纲琳斗争坚决，敌人将她
作为重点惩处对象，对她施以皮鞭
抽、铁杠压等种种酷刑，都未能使她
屈服。1937 年 7 月，敌人把郭纲琳押
往雨花台刑场。她一路唱着 《国际
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
万岁！”走向刑场。

面对死亡，郭纲琳怒斥敌人：“我
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子，凭了真理，凭
了对人民的忠贞，凭了党给我的教
育，我将你们费了不少狗气力想出来
的一切阴谋诡计打得粉碎，可见我是
胜利了……”为了革命事业，郭纲琳
献出了年仅27岁的生命。

郭纲琳：“永是勇士”的革命女战士

据新华社广州10月27日电 姚子
青，谱名若振，号中琪，1909年出生
于广东省平远县。姚子青幼年就读于
本乡景清小学，后考入平远中学，读
书期间，成绩突出，操行优良。

1926年，姚子青考入黄埔军校第
六期。北伐战争爆发后，他加入北伐
大军，担任排长，英勇善战，屡立战
功。1930年11月，姚子青任国民革命
军陆军第11师步兵33旅暂编第1团第
1营第3连上尉连长。

1937年，姚子青被擢升为国民革
命军第 18 军 98 师 292 旅 583 团第 3 营
中校营长，驻防汉口。抗日战争全面

爆发后，姚子青率部开赴上海参加淞
沪会战，奉命驻守宝山县城。

1937 年 8 月 28 日，日军利用飞
机、军舰舰炮对宝山县城狂轰滥炸，
随后日军步兵发起攻击，姚子青率部
英勇还击。经过一个昼夜的激战，毙
伤敌军200余人。

9 月 3 日，日军会合小川沙登陆
的大量军队，在飞机、战车的掩护
下向西门外大街及西南城垣攻击，
企图截断宝山守军与后方联络。姚
子青识破了日军的阴谋，趁其立足
未稳，下令迎头痛击。在战斗中，
姚子青亲临前沿阵地指挥作战，还
深入各战壕做思想鼓动，勉励全营
官兵“团结战斗，坚守阵地，爱我
中华，杀敌立功。”全营士气大振，
斗志倍增。血战一昼夜，仅宝山城
金家巷一地就击毙日军 200 余人，伤
者不计其数。

9 月 5 日，日军 2000 余人从长江
东、南、北三面登陆，再次围攻宝山
县城，姚子青临危不惧，率部死守城
垣，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激战两昼
夜，毙伤日军600余人。

至 9 月 7 日早晨，与敌血战了两
昼夜的姚子青营官兵大部分阵亡。这
时，宝山县城东南一角被日舰轰毁，
日军蜂拥而入。姚子青率所剩官兵20
余人与敌鏖战，子弹打光了就与敌肉
搏，终因寡不敌众，宝山县城陷落，
年仅29岁的姚子青壮烈殉国。

姚子青：英勇悍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