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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武汉2月 4日电 易良
品，1914 年 9 月出生在湖北省麻城
县 万 义 乡 （今 乘 马 岗 镇） 易 家 畈
村。幼年在本村读私塾，高小毕业
后，考入长沙市第三师范学校。他
思想进步，求知欲强，经常接近进
步老师和学生，不久即加入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后经老师王树声介
绍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先 后 在 邱 家
畈、易家畈小学任教。

1928年，易良品参加中国工农红
军，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
团长、副师长等职。参加了红军长
征。因善于夜战，被称为“夜老虎”。
1937 年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易
良品先后任八路军第129师386旅772

团营长、团长。后到延安抗大学习，
毕业后，到 129 师随营学校任校长。
1940 年 5 月，冀南军区将冀南地区
部队主力统一编成 4 个野战旅，易
良品任新 7 旅旅长。他所领导的新 7
旅 3 个主力团，在华北敌后主战场
上，转战各地，顽强拼搏，威震敌
胆，屡立战功，成为冀南平原抗战
的主力之一。1941 年 2 月，冀南军
区新组建了第 6 军分区，他兼任分
区司令员。1942 年，敌人反复进行

“扫荡”，使我根据地遭受严重的摧
残。他率领新 7 旅 3 个团和直属大队
以及骑兵团部队，同敌人进行了殊
死搏斗，经受住了严酷的考验。同
年 6 月，新 7 旅与第 6 军分区合并，
他任第6分区司令员。

1943年3月，易良品参加完在冀
县刘庄召开的政工会议后，在枣南县
杨庄宿营时被敌人包围，突围时中弹
负伤。3 月 25 日，因伤势恶化牺牲，
年仅29岁。

《新华日报》华北版4月12日报
道了易良品牺牲的不幸消息，并对他
的抗日事迹进行了宣传。1949 年 11
月，易良品烈士的忠骨被移葬于晋冀
鲁豫烈士陵园。2014年9月，易良品
被收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
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为了弘扬革命烈士的英雄精神，
麻城市2015年在红星社区后山上建设
了大别山红星英烈园。背靠鲇鱼寨
山，面朝正冲水库，1200多名乘马岗
籍烈士长眠于此。

易良品：创新游击战的“夜老虎”

据新华社南昌2月5日电 彭雄，
原名彭文灿，1915年出生在永新县高
桥楼镇大元村。1929年参加红军，并
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班长、排
长、连长、营长。参加了中央革命根
据地历次反“围剿”和长征。到达陕
北后，任红1军团第4师参谋长。

1937 年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
彭雄任八路军第 115 师第 343 旅第 686
团参谋长，率部参加平型关战斗。后
任八路军路东支队司令员，鲁西军区
副司令员，黄河支队司令员等职。

1941 年 5 月，彭雄任新四军第 3
师参谋长。他非常注重提高军队的
军事素质，在严格练兵的同时，还

组织指战员学习、研究军事理论。
第 3 师还成立军事研究编辑委员会，
专门收集有关战争、战备、战术等
军事书籍，编成军事丛书，由参谋
处 陆 续 刊 出 ， 作 为 干 部 学 习 的 教
材。1941 年 9 月，第 3 师编写的第一
本军事丛书 《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
战略问题》 出版，彭雄在序言中，
要求大家把军事理论与革命战争实
践紧密结合，他批评只追求理论、
不顾实践的人是“空中洋楼”，而那
种只会“三冲两冲打几下的人是蛮
干，是狭隘经验论”。

1943年春，彭雄与第3师第8旅旅
长田守尧等赴延安学习。3 月 16 日，
他们乘帆船从苏北盐河口出发，计划
沿黄海绕过日军严密封锁的连云港，
经山东去延安。17日，在小沙东海面
与日军巡逻艇遭遇。敌艇用机枪、步
枪扫射，一再企图靠拢。彭雄指挥干
部战士用驳壳枪、手榴弹英勇抗击，
三次击退敌艇。在战斗中不幸中弹，
壮烈牺牲，时年29岁。

彭雄、田守尧牺牲的消息传到延
安，《解放日报》 发表了题为 《新四
军某师参谋长彭雄、旅长田守尧同志
壮烈殉国》 的报道。彭雄牺牲后，其
遗体安葬在江苏省赣榆县抗日山烈士
陵园。

“彭雄烈士生于永新，为了抗日
救国，壮烈牺牲在苏北赣榆。他身先
士卒、顽强作战、敢于牺牲的革命精
神永垂青史。”永新县委史志办主任贺
兰萍说。

彭雄：为国献身的“白马将军”

据新华社石家庄2月6日电 新四
军第3师第7旅第19团第4连是一支战
功卓著的英雄连队。连长白思才，江
西人，16 岁加入红军，参加了长征，
全国抗战初期参加了平型关战役，是
一位英勇善战的指挥员。政治指导员
李云鹏，江苏沛县人，青年学生出
身，曾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是
一位久经战火考验的政工干部。该连
班长、排长和战士大多数是全国性抗
日战争爆发后参军的贫苦农民，政治
素质高，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培养了
顽强的战斗作风、坚定的战斗意志和
纯熟的战斗技巧。

1943 年春，侵华日军对江苏北
部淮海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残酷

“扫荡”。3 月 17 日，日伪军 1000 余
人，分兵合围驻六塘河北岸的淮海
区党政领导机关。4 连在连长白思
才、指导员李云鹏的率领下，奋勇
阻击各路敌人，掩护淮海区党政机
关安全转移。是日，日伪军进行第
二次合围，4 连与日伪军在淮阳北老
张 集 、 朱 杜 庄 一 带 遭 遇 。 激 战 半
日，于黄昏后再次突围，转移至老
张集西北的刘老庄地区。18 日晨，
日伪军进行第三次合围，4 连奉命组
织防御，全连 82 人凭借村前交通
沟，英勇抗击日伪军攻击，使主力
部队和党政机关安全转移，全连却
陷入日伪军重围。

虽经数次突围，均未成功，4 连
决心固守。连部通信员在火线入党申
请书中写道：“在党最需要的时候，
我将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党和人民，决
不给我们党丢脸，决不给中华民族丢
脸！”日伪军集中炮火对4连阵地进行
了毁灭性炮击，并以大队骑兵实施冲
击。4 连官兵在强敌面前，坚定沉
着，不惧牺牲，浴血奋战，连续打退
日伪军 5 次进攻，毙伤日伪军百余
人，苦战至黄昏，终因寡不敌众，全
连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

新四军第3师第7旅为表彰4连的
英雄壮举，命名4连为“刘老庄连”。
朱德总司令在《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
主义》一文中对82位烈士作出了很高
评价：“全连八十二人全部殉国的淮
北刘老庄战斗……无一不是我军指战
员的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

“刘老庄连”：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英雄连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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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合肥2月 7日电 田守
尧，原名田作龙，1915年生于安徽省
六安县新安集 （今六安市裕安区新安
镇） 田家墩一个佃农家庭。1930年4
月，加入六安八区四乡少年先锋队，
次年参加六安河西农民暴动。1932年
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并加入中
国共产党，曾任红25军交通队政治指
导员。1934年11月参加长征，进入陕
南，参加庾家河战斗，后任第225团营
长。1935年4月被选为中共鄂豫陕省
委常委，参加创建鄂豫陕苏区的斗
争。到达陕北后任红15军团第78师师
长，先后率部参加劳山、榆林桥、直

罗镇、东征、西征等战役。西征回师
途中，他抓住战机，指挥部队攻克安
边、盐池两县城，受到彭德怀的嘉奖。

1937 年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
田守尧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第687
团副团长，参加平型关战斗，负伤后仍
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1938年春，任第
687 团团长，参加晋东南反“九路围
攻”，在张店阻击战中，指挥部队勇猛
善战，出色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1939年后，田守尧任第344旅副
旅长、八路军第 2 纵队新编第 2 旅旅
长、第 5 纵队第 2 支队司令员。1940
年奉命率部南下华中支援新四军，参
与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

1941年皖南事变后，田守尧任新
四军第 3 师第 8 旅旅长，率部在盐阜
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多次进行打击海
盗、土匪、伪军和封建会道门的战
斗，成功地指挥了郑潭口和响水口战
斗，表现出一个高级指挥员的优良素
质。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他善于团
结干部和密切联系群众，重视开展思
想政治工作。

1943 年初，田守尧与新四军第 3
师参谋长彭雄等一批团以上干部赴延
安学习。3月17日，在赣榆县九里乡
小沙东海面与日军巡逻艇遭遇，与敌
展开激战，腿部负伤后仍顽强坚持战
斗。彭雄牺牲后，他果断指挥大家涉
水上岸，并以重伤之躯为同志们开
路，最后壮烈牺牲，年仅28岁。

田守尧：少年从军 英年捐躯

据新华社杭州2月8日电 孙晓梅，
女，1914年生于浙江富阳龙门镇。出身
于封建大家庭的她，受进步书刊影响，
倾向革命，主张男女平等，积极参加妇
女解放运动。1930年，她参加中共富阳
县委领导的“五一”农民武装暴动准备
工作。七七事变后，在小学教书的孙晓
梅，积极联络当地爱国教师和进步青
年，参加抗日活动。

1938年10月，孙晓梅带领几位进
步青年步行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参加
新四军，进入教导总队第 8 队 （女生
队） 学习。1939 年初，被分配到新四
军政治部农村经济调查研究组工作。

1940 年夏，孙晓梅奉命随工作队奔赴
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民运工
作。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先
后担任中共武进县委妇女部长。

1941年10月，孙晓梅奉调到中共
长江工委，负责长江工委与路北特委间
的政治交通工作。遇有重大任务，或者
在斗争紧要关头，孙晓梅总是挺身而
出，勇挑重担。她和战友们经常扮作农
村妇女、贩货商人等，穿越封锁线，出
入敌占区，传送文件，收集敌情，护送
干部，惩罚敌伪，购买药品和军用物资
等，每次都出色完成任务。

1943年3月，日伪军开始大肆“清
乡”。孙晓梅冒着危险，日夜奔波于党
的秘密交通线上，多次安全掩护新四军
及地方党的领导干部、抗大九分校师生
等渡江北上。4月27日，孙晓梅护送一
批党的干部渡江北上后返回根据地途
中，在句容县营仿镇不幸被日军宪兵队
的特工人员所捕。日军宪兵对她软硬兼
施，先是软化诱降，接着是惨无人道的
酷刑和死亡威胁，妄图从她口中获得苏
南新四军活动情况。

面对凶残的日本侵略者，孙晓梅
宁死不屈，大义凛然，怒斥敌人：“你
们这些侵略者，掠我国土，屠我同
胞，无恶不作，妄想让我背叛祖国，
做你们的帮凶，那真是白日做梦！”
1943 年 5 月初，恼羞成怒的日寇，将
她押至南京龙潭老虎山坳残酷杀害。
孙晓梅壮烈殉国，年仅29岁。

孙晓梅：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女英雄

据新华社福州2月9日电 在福建
漳州，一个英烈的姓名历经70多年的
风风雨雨，依旧被传颂。他就是我党
金融事业的奠基人之一——高捷成。

高捷成，1909年9月出生，福建
漳州人。青年时期就投身革命。1926
年，国民革命军攻打漳州，他参加了
反帝大同盟。大革命失败后，他离开
国民党军队。1928年，他考入厦门大
学攻读经济学，未毕业即赴上海中南
银行就职。不久又回到漳州，在百川
银庄任出纳。

1932年4月，高捷成参加中国工
农红军，后在瑞金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宣传队长、总务处长、会计、组
织科长。他充分运用金融知识，积极
协助毛泽民筹划苏区经济工作及苏维
埃国家银行的货币发行工作，首创全
军会计工作制度。

1934年10月，高捷成参加长征，
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进入红军大
学第一期学习。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
后，他随八路军第129师赴华北敌后开
辟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任冀南税务
总局局长、晋冀鲁豫财经处处长，开
创了冀南与太行区财经工作之典范。

为了应对敌人的金融战，发展根
据地经济，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
方局作出决定，筹建冀南银行，并责
成高捷成担当此重任。1939年10月，
冀南银行成立，高捷成任总行行长兼
政治委员。冀南银行发行钞票，标志
着晋冀鲁豫边区军民揭开了与敌金融
战的序幕。在他的带领宣传下，冀钞
很快在市场站住了脚，在人民心中扎
下了根，被誉为“抗日货币”。他还提
出了旨在加强根据地物质基础，共同
应对外币，巩固抗币信用，调剂和增
加抗日军民供给，巩固根据地经济基
础的五行 （晋察冀银行、陕甘宁银
行、山东北海银行、晋西北农民银
行、冀南银行）通汇战略性计划。

1943年5月14日，高捷成在河北
省内邱县白鹿角村遭遇日军，在突围
中为解救战友、保护机密文件而壮烈
牺牲。

高捷成：晋冀鲁豫边区金融事业的奠基人

据新华社南昌2月10日电 曾仁
文，1906年12月生于江西省吉水县八
都镇兰花村。1918年秋，入本村私塾
读书，1922 年，入县八都镇高小学
堂。1927 年，曾仁文投身于农民运
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9年冬，参与领导吉水县仁寿区的
农民暴动，任少共仁寿区委书记。
1930年10月，任少共吉安县委书记。
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 年
后，任赣江游击总队政治委员、江西
省军区独立13团政治委员、红八军团
第23师团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央革命
根据地历次反“围剿”。

1934年10月，曾仁文参加了中央

红军长征。遵义会议后，任中革军委
收容队政治委员。红军到达陕北后，
曾仁文先后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侦察
组长、援西军保卫部长等职。

1937 年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
曾仁文任八路军兵站部大宁兵站特派
员。同年12月，任八路军驻太原办事
处政治部保卫科长。1939年春，任八
路军兵站部第2办事处政治委员，后
兼任办事处主任，领导从河南渑池至
山西壶关的8个兵站的工作。

1940 年秋，为开辟新的交通线，
晋中支队（即同蒲兵站）成立。任支队
长兼政委的曾仁文，很快把晋中支队培
养成了一支能打善战又会做群众工作的
特殊队伍。这支特殊队伍除安全掩护过
往领导和军需物资转送外，还多次组织
小分队、武工队出击日伪军。

1942年春，曾仁文任八路军总部
后勤部参谋主任，成为后勤部部长杨
立三的好助手。当时环境恶劣，日军
经常进山“扫荡”，筹措后勤物资十
分困难。如何使储存的物资不被敌人
搜去，成了一项重要的任务。为此，
他走遍驻地附近每条山沟，勘察地
形，选择洞库地址，然后组织战士夜
间施工，再加以伪装。日军数次进山
搜查，均一无所获。

1943年5月，为掩护杨立三和后
勤机关转移，曾仁文在山西和顺指挥
部队阻击日军。在打退敌人多次进攻
后，因弹药耗尽，曾仁文和十几名战
士跳下悬崖，英勇牺牲，时年37岁。

曾仁文：宁死不当俘虏

据新华社武汉2月11日电 黄骅，
原名黄金山，学名黄为有，1911年生
于湖北省阳新县木石港区凤凰乡良上
村。1926 年 9 月，被选为良上村和周
围村庄联合组织成立的儿童团团长。
1928年，参加阳新县赤卫队。1929年
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5月，黄骅参加中国工农红
军，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第
5军第4纵队团参谋长，参加了中央革
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和长征。到达
陕北后，他任教导师第3团政治委员、
红军大学干部团政治委员等职。

1937 年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
在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
前，改名为黄骅，立志在民族救亡图
存的洪流中，做一匹“革命的骏马”。

1937 年 9 月，黄骅被派到晋西南

去创建抗日根据地，任晋
西南游击支队队长。1938
年8月，调任晋西南边区
党委军事部长兼第115师
晋西独立支队（又名晋西
青年抗敌决死队）副支队
长，为创建晋西南敌后抗
日根据地勤恳工作，做出
重要贡献。1940 年 4 月，
任鲁西军区副司令员兼三
分区司令员。

1941年4月，黄骅任
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兼第
115 师教导 6 旅副旅长，
组织冀鲁边区抗日活动。

1942年初，黄骅率部在宁津县张大庄宿
营时，被敌包围。在突围战斗中，黄骅
沉着指挥，带领部队成功突出重围。

1943年3月，黄骅调任八路军冀鲁
边军区司令员。同年6月30日，他在新
海县大赵村主持召开重要军事会议时，
被叛徒杀害，时年32岁。为了纪念黄
骅，1945年新海县易名为黄骅县。1953
年黄骅烈士的遗骸由黄骅县迁到济南市
英雄山烈士陵园。2014年8月，黄骅被
列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著名
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近些年，黄骅市先后修复建设了黄
骅烈士牺牲地遗址等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拍摄了电影《英雄黄骅》。如今，
黄骅烈士的事迹和精神，在这片以他的
名字命名的土地上，不断得到传唱、传
承和发扬。

黄骅：血染疆场英名永存

这是一张拼版照片，左上图为黄骅烈士像，右
图为以黄骅烈士命名的河北省黄骅市。

据新华社太原2月12日电 马定夫
村位于山西省太谷县东南18公里处，
原名枫子岭，坐落在太行山脉的一个
小山头上。为纪念1943年7月23日在
枫子岭战斗中牺牲的马定夫烈士，太
谷县人民政府把村子更名为马定夫村。

马定夫，1915年出生，山西榆社
人。1935年考入北京镜湖高中，积极
投身反帝爱国运动。1936年春加入中
国共产党。全国抗战爆发后，受党组
织派遣回到家乡，参加山西牺牲救国
同盟会。1939年后，历任中共榆社县
委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八路军
晋中独立支队政治部教育科长、民运
科长，太行2分区政治部主任，新编

第10旅第30团政委等职。
1943年，马定夫率领全团参加了

著名的祁县印染厂战斗，重创日伪守
军。6 月，马定夫奉命带领部队赴晋
中地区的太谷县南山中北岭一带伏击
敌军，击毙30多名日军。

马定夫是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爱
民模范。他关心战士，热爱群众，所
率部队以遵纪爱民著称，深受广大指
战员的爱戴。

1943 年 7 月 23 日，由于叛徒告
密，盘踞在黄卦据点的 200 多名日伪
军偷袭南山枫子岭。为掩护群众转
移，马定夫率部与敌血战。战斗中，
马定夫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8岁。

82岁的赵守柱老人是那场战争的
亲历者，当年马定夫曾住在他家。赵
守柱回忆说，我军在地形处于劣势和
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仍英勇阻击，马
政委在掩护群众转移时对指战员们
说：“有我们就有群众，我们绝不能
让群众受到鬼子的伤害！”

马定夫牺牲后，噩耗传到烈士家
乡榆社县，人们悲痛万分，纷纷请
战，迅速组织起 120 多人的“马定夫
复仇连”。为纪念这位抗战殉国的勇
士，太行2分区将第30团第3连命名
为“马定夫爱民模范连”。

1964年，太谷县人民政府为纪念
在枫子岭战斗中牺牲的马定夫等12位
革命烈士，在位于枫子岭东南方向约
一公里处的甘草脑山顶修建了烈士纪
念碑及墓群。

爱民模范马定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