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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济南 3 月 7 日电 （记者
滕军伟）王克山，生于1919年，山东
寿光人，从小家境贫寒。1940 年初
冬，参加八路军，同年编入八路军胶
东军区第5旅13团2营4连，踏上抗日
救国征途。

王克山每次战斗总是争着领最
艰巨的任务，打起仗来冲锋在先，
撤退在后，挂彩不下火线。战斗的
洗礼、革命烈火的考验，把王克山
熔炼成坚强无畏、机智勇敢的战士。
1943 年，王克山所在的 13 团 2 营 4 连

在掖县马山与日军遭遇。王克山身强
胆大，勇猛过人，又有跟日军徒手交
锋的经验，击毙伪军1人，俘虏伪军1
人，缴获机枪1挺。

1944 年春，13 团奉命攻打莱阳
河源西沟，这是伪军赵保原老巢的
屏 障 ， 有 守 军 2000 余 人 ， 装 备 优
良，并筑有 9 座长方形大碉堡。赵保
原以此与莱阳城、马连庄的日伪军
犄角相助，互相配合，多次进犯根
据地，成为胶东军民的心腹大患。
为打好这一仗，王克山自告奋勇，
化装成商贩，暗入河源西沟密画地
图，潜探情况，为制定作战计划提
供了重要情报。经过慎重谋划，13
团将士在敌军到河源西沟看戏的夜
晚发动了突然袭击，激战一晚，炸
毁了敌人的 5 个大碉堡，彻底摧毁了
河源西沟据点。王克山在战斗中头
部负伤，但仍坚持作战，一人就炸
掉 3 个大碉堡，创造了胶东军区连续
爆 破 的 新 纪 录 ， 被 胶 东 军 区 授 予

“爆破大王”的光荣称号。同年 3
月，王克山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4 年 4 月 ， 八 路 军 驻 防 的
莱 阳 县 王 家 夼 遭 日 、 伪 军 突 然 袭
击 。 危 难 时 刻 ， 王 克 山 奉 命 率 领
2 班 向 村 东 南 方 向 突 围 。 激 战
中 ， 王 克 山 的 子 弹 打 光 ， 就 同 敌
人 展 开 了 拼 刺 战 ， 不 幸 牺 牲 ， 年
仅 25 岁。

王克山：青春之鹰征途未竟 战斗英雄浩气长存
新华社武汉 3 月 6 日电 （记者

冯国栋） 李汉卿，1903 年出生在湖
北新洲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家靠
种 田 度 日 。 1927 年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投身农民运动。1928 年当选中
共黄冈县县委常委。1935 年，李汉
卿被国民党抓壮丁，此后受尽折磨
痛苦，在几次私逃未能成功后，终
于在 1938 年 9 月的一天夜里逃离虎
口。

随后，李汉卿参加共产党领导
的独立游击 5 大队 （隶属于国民革
命军第 21 集团军），曾任排长、连
长 。 1940 年 7 月 ， 参 加 彭 思 桥 战
斗。战后，奉命率部至蕲 （春） 广
（济） 开辟抗日根据地。9 月任中共
蕲广边县委委员、武装部部长。

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后，中共
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1 月 25
日 ， 新 四 军 新 军 部 在 苏 北 盐 城 成
立，随即将全军整编为 7 个师和一
个 独 立 旅 ， 以 李 先 念 率 领 的 豫 鄂
边区部队编为第 5 师。李汉卿历任
新 四 军 第 5 师 独 立 1 团 2 营 营 长 、
独 立 1 团 参 谋 长 、 独 立 4 团 团 长 、
第 4 军 分 区 挺 进 17 团 团 长 、 赣 北
指挥部指挥长等职。

第 5 师这支鄂豫边区人民的子
弟 兵 ， 在 党 和 人 民 的 培 育 与 支 持
下，逐步成长为日益正规化的游击
兵团，军事政治素质日益提高，不

仅善于进行灵活的游击战，而且能
进行较大规模的运动战。1941 年 9
月，在反击日、伪军对蕲广边军政
联合办事处驻地黄土岭“扫荡”的
作战中，李汉卿率部队击毙日军指
挥 官 以 下 数 十 人 ， 粉 碎 了 日 军 的

“ 扫 荡 ”。 1942 年 12 月 至 1943 年 3
月，日军在“扫荡”大别山和进攻
鄂西的同时，对豫鄂边区各地进行
了“扫荡”。第 5 师主力军一面出击
敌伪，牵制敌人对大别山和鄂西的
进攻，一面配合民兵广泛开展游击
战 ， 粉 碎 日 、 伪 军 对 边 区 的 “ 扫
荡”“清乡”，抗击国民党顽军一次
又一次的“清剿”。

在全面抗战的战略相持和战略
反攻阶段，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
游击队，根据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
示，广泛开辟敌后战场，放手发动
群众，积极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和创
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第 5 师
发展、壮大成坚持敌后抗战的坚强
的人民武装力量，创建并巩固了鄂
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其中，李汉卿
参与了开辟鄂豫敌后抗日根据地和
赣 北 抗 日 根 据 地 ， 并 发 挥 重 要 作
用。

1944 年 11 月，李汉卿率部攻打
湖北省广济县杨家桥张家湾日、伪
军据点时，在指挥作战中牺牲，时
年 41 岁。

李汉卿：长在战场血染战场的抗日英烈

新华社杭州 3 月 8 日电 （记者
顾小立） 吕公良，原名吕周，1903年
2 月 20 日出生，浙江开化人。吕公良
自幼聪颖好学，平时喜爱去茶馆听说
书。好学的他练就了一手遒劲端庄的
好字，时常帮左邻右舍写对联。

1923年，吕公良在衢县第八中学
师范部读书，经常以革命思想为主题
为同学们题词。1926年，他目睹国家
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后，
决定投笔从戎。他只身跑到广东，寻
找岳父的朋友、在黄埔军校工作的张

育夫。
在张育夫的鼓励下，吕公良集中

精力备考，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因
崇拜孙中山先生，故以其题词“天下
为公”而正式改名为吕公良。

1928年毕业后，吕公良分配在国
民党军第89师任见习排长、连长。全
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吕公良以其出色
的作战指挥能力得到快速升任：1937
年10月升任第89师参谋长，后参加台
儿庄会战，并升任第 85 军参谋长；
1941 年春升任第 31 集团军高级参谋，
后任华中抗日总队第 5 纵队司令、周
家口警备司令等职。1943年冬吕公良
任第15军新编29师师长，1944年兼任
河南许昌警备司令。

1944年春，日军集结大部队大举
进犯豫中，全面打通平汉铁路，攻取
洛阳和豫西广大地区。4 月 29 日，日
军全面包围许昌城。3000名中国将士
对 8 万日军，装备上更是存在着极大
的差异，但新编29师打得堪称英勇顽
强，寸土不让，给日军以重创。当时
吕公良身着整齐的黄呢将军服，在部
队中十分显眼，部下苦劝他更换便
衣，但吕公良凛然正色道：“我身为堂
堂中国军人，沙场捐躯，虽死犹荣，
岂能丧失民族气节为人耻笑！”

因敌我力量悬殊，5月1日，日军
攻占许昌城，吕公良壮烈牺牲。1986
年，吕公良被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

吕公良：铁骨柔情视死如归的硬汉将军

新华社成都 3 月 9 日电 （记者
叶含勇） 李家钰，1890年出生在四川
省浦江县大兴镇，1909年考入四川陆
军小学堂第四期，1911年毕业后，又
先后在四川陆军军官学堂、南京陆军
军官预备学校学习。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时任第47
军军长的李家钰主动请缨杀敌，率部
转战河北、山西、河南等地，1939年
任第36集团军总司令，1944年5月遭
遇日军伏击壮烈殉国，被国民党政府
追赠为陆军上将。1984年，经四川省
人民政府批准，李家钰被追认为革命
烈士。2014年，经中共中央、国务院
批准，李家钰被认定为著名抗日英烈。

“他生前极少回到这里。当时村民只知
道这个‘李矮子’进村下马，对人随
和，乐善好施，哪知道他还是第二个
战死抗日疆场的集团军司令官。”李家

钰的“邻居”高天福说。
“抗日救国出四川，不灭倭寇誓

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
青山。”1937 年 10 月，李家钰在抗日
动员誓师大会上“以诗言志”，率领
104师、178师步行北上。

长治是晋东南重镇。1938 年 2 月
19日，日军在飞机大炮助威下开始攻
城。李家钰令104师312旅旅长李克源
率 624 团守城。21 日，长治北门被日
军大炮轰开，川军与敌肉搏，千余人
阵亡，日军伤亡也在千人以上，成为

“山西东南角抗战中最悲壮的一幕”。
1944年，日军集结14万重兵发动

豫中会战，先后占领郑州、许昌、洛
阳等地。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奉
命率部进至河南陕县阻击日军，掩护
40多万友军撤退。5月21日，在陕县
秦家坡旗杆岭，李家钰和 200 余名总
部官兵遭到日军伏击，壮烈牺牲。从
主动请缨出川抗日，到血洒旗杆岭，
李家钰用生命践行了铮铮誓言。

李家钰之子李克林说，父亲留给
他终身不忘的印象，是遗体运回成都
时，灵柩队伍中“遗笔亭”上的14个
大字“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
善终”和“血衣亭”上那弹痕累累、
血迹斑斑的呢军大衣与浸透了血迹的
圆口布鞋。

抗战期间，李家钰也与八路军结
下了深厚友谊。他总结实战经验，发
现敌我力量悬殊，我军不能和日军硬
拼。于是，他就和八路军交朋友，派
干部去八路军驻地学习游击战术，还
亲自请八路军 129 师师长刘伯承为 47
军营以上干部讲授战略战术。

李家钰：男儿欲报国恩重 死到沙场是善终

新华社海口3月 10日电 （记者
李金红） 黄魂原名符权重，1903 年
出 生 于 琼 山 石 桥 乡 ， 家 中 排 行 老
二。在符方标家里，记者看到黄魂
唯一的一张“遗照”。照片中的黄魂
仪表堂堂、浓眉大眼、鼻梁笔挺，
相当威武。其实这并不是他本人的
遗像，而是依照他弟弟符权贵的照
片临摹的。

“我二叔公从小就是个好动的
人，而且很爱打抱不平，敢说敢做。
1922年考进琼山中学读书后，受革命
思想熏陶，更加活跃，是学生领袖之
一，经常组织学生走上街头贴标语、
发传单和演讲，大力宣传革命，揭露
反动军阀互相勾结，瓜分琼崖的阴谋
和罪行。”符方标说。

1926年3月，积极参加各种革命
活动的黄魂在琼山中学加入中国共产

党，成为该校第一批共产党员。毕
业 后 ， 黄 魂 又 回 到 家 乡 和 周 边 地
区，成立农会，发展党员，建立支
部。父亲符经安、哥哥符权尊和弟
弟符权贵受其影响，也先后成为共
产党员。

原琼山县党史办主任王万江曾对
黄魂的事迹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

“黄魂善于动‘笔杆子’，对敌人也是
有勇有谋。”

上世纪 30 年代，由于敌人的疯
狂“围剿”，琼崖革命处于风雨飘摇
之中，此时宣扬革命思想的宣传阵
地 显 得 尤 为 重 要 。 王 万 江 介 绍 ，
1936 年 5 月，黄魂被任命为琼崖特
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他撰写以及主
持出版了一系列文章和刊物，对党
员、群众的教育起到了积极的鼓舞
作用。据资料记载，黄魂曾参与或
负责主持出版过 《特委月刊》《红旗
报》《党团生活》《布尔什维克》《抗
日新闻》 等报刊。

1944年4月，黄魂被任命为琼崖
独立总队政治部主任，奉命回独立总
队部赴任。5 月途经昌感县四荣乡上
荣村附近时，与日军“扫荡”马队遭
遇，在激战中黄魂身负重伤，为掩护
战友撤退被俘，壮烈牺牲。

从入党到就义，18年的时间，黄
魂为琼崖的革命事业倾注了一腔热
血。中共琼崖特委对黄魂做出了如此
评价：黄魂同志参加革命十多年来，

“对革命从未表示悲观、灰心或气
馁，对革命工作永远是镇定、积极，
对革命必然胜利的前途永远是抱定乐
观、充满希望。”

黄魂：热血忠魂浩气长存

新华社昆明3月 13日电 （记者
白靖利） 王甲本，字立基，1901 年 8
月出生于云南平彝（今富源县）。1918
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炮兵科，历任
排长、营长。1929年任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51师151旅旅长。1937年任国民
革命军陆军第18军98师副师长。先后
参加了鄂西会战、第一、二、三次长
沙会战、常德战役、衡阳战役，屡立
战功。后升任第79军军长。

1944年，日军为挽回败局，发动

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9
月，日军以十余万兵力分三路进犯广
西。79军奉命在湖南零陵、东安一线
阻击日军。9月7日，王甲本带领军部
直属部队进驻湖南东安县附近的一个
小村庄。探知这一消息后，数千日军
化装成友军和农民，向王甲本军部驻
地袭击。王甲本亲自率领军部手枪排
拼死反击，与日军展开肉搏战，激战
中王甲本被日军刺中腹部牺牲，后被
追晋为陆军中将。

富源县胜境博物馆馆长潘庭宏介
绍，王甲本以善打硬仗出名，抗日战
争中正面战场21次会战，他参加了其
中的11次，其中包括淞沪会战、长沙
会战、常德战役等。“他是一位真正的
抗日英雄，爱国爱家乡，为了国家的
利益不惜牺牲一切。”

王甲本将军最小的儿子王宁生介
绍，王甲本将军一直秉持“中国人不
打中国人的观点”，是抗日统一战线最
坚定的践行者，与朱德、陈毅等革命
前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父亲曾经将
20万发子弹支援给罗炳辉将军所在的
新四军第五支队，他生前曾对部下官
兵说，等抗日战争结束后要带着他们
到大西北（延安）去看看。”

“父亲一生朴素，死后没有给我
们留下什么钱财，只有他随身带着的
八箱书，这些都值得我们后人世代学
习。”王宁生说。

王甲本：铁骨铮铮的“硬仗将军”

新华社福州 3月 11日电 （记者
陈弘毅） 1895年11月，邹韬奋在福建
永安出生。从1909年开始，邹韬奋先
后就读于福州工业学校、上海圣约翰
大学等，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22
年，他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编辑股主
任，开始从事教育和编辑工作。1926
年，邹韬奋接任 《生活》 周刊主编，
力主正义舆论，抨击黑暗势力。

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坚决反对
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主编的

《生活》周刊以反内战和团结抗敌御侮
为根本目标，成为国内媒体抗日救国
的一面旗帜。1932 年 7 月成立生活书
店，邹韬奋任总经理。生活书店成立
后，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的作者，短短
几年，使其在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扩
展到56家，先后出版数十种进步刊物
和包括马克思主义译著在内的1000余

种图书。
1933 年 1 月，邹韬奋参加了宋庆

龄、蔡元培、鲁迅等发起的中国民权
保障同盟，并当选为执行委员，不久
被迫流亡海外。 1935 年 8 月回国后，
邹韬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上
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同年12
月，由于旗帜鲜明地支持一二九学生
爱国运动，《大众生活》周刊发行量达
20万份，打破当时中国杂志发行纪录。
其间，邹韬奋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与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
1936年11月，因积极宣传抗日，他同
救国会的其他领袖沈钧儒等被国民党
当局逮捕，成为著名的“救国会七君
子”之一。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邹韬奋
获释，在上海创办 《抗战》 三日刊。
上海沦陷后，他转至武汉，继续主编

《抗战》。武汉沦陷后，到重庆创办和
主编《全民抗战》。这些以抗战为主题
的刊物和生活书店的出版物，把一批
又一批青年引上革命道路。

邹韬奋生前多次向中国共产党提
出入党要求，还利用国民参政员的身
份，反对和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消极
抗日的种种倒行逆施和专制暴行。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当局
加紧了对他的迫害，使他再次被迫流
亡香港。1942 年秘密赴广东游击区，
并辗转来到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后
因病被秘密护送到上海治病。

1944 年 7 月，邹韬奋在上海病逝。
9 月 28 日，中共中央追认他为中国共
产党正式党员，对其一生及其从事的
事业给予高度评价。

邹韬奋：犀利之笔铸丰碑

新华社石家庄3月12日电（记者
白明山） 在河北赵县王西章村，老人
们还记得1944年8月发生的那场惨烈
的反“扫荡”战斗。在这场战斗中，
名闻冀中的“缴枪英雄”杨小根，血
洒这片热土。

杨小根，原名杨名哲，1922年出
生于河北博野，1940 年 3 月参加八路
军，1941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随部队穿过平汉铁路到达
太行山后，杨小根在晋察冀军区警备

旅2团3营9连9班当战士。他作战勇
敢，1941 年底升任 9 班班长，1941
年、1942 年连续两年被评为模范战
士，《子弟兵报》专门刊登杨小根的事
迹。1942年底调任冀中6分区44区队
1大队2小队6班班长。1944年担任冀
中军区第 6 军分区 44 区队 2 小队副队
长。他先后参加了赵县城西傅家庄战
斗和河渠战斗。在战斗中，冲锋在
前，不怕牺牲，5 年间，亲手俘虏伪
军6名，缴获步枪6支，机枪3挺和大
量战利品，成为 6 分区战士们学习的
榜样。

1944 年 8 月初，杨小根受冀中军
区通令表彰，被授予“战斗英雄”称
号。8月9日，日伪军到赵县大西章村
（现名“王西章村”）“扫荡”。杨小根
带领区小队参加反击“扫荡”的战
斗，在追赶溃逃日军时中弹牺牲，年
仅22岁。

杨小根的侄女杨云芝表示，要和
家人继承伯父的奉献精神，一心一意
跟党走，为建设美丽家乡贡献自己的
力量。

杨小根的家乡博野县南小王镇南
小王村党支部书记杨小包说，我们要
发扬革命烈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
革命精神，把家乡建设得更好。如
今，村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
民的收入逐年提高，2018年全村人均
收入首次突破1万元。

杨小根：战斗英雄

新华社郑州 3月 14日电 （记者
孙清清） 彭雪枫，1907年生于河南省
镇平县。大革命时期，彭雪枫在党的
影响教育下，接受了马列主义，开始
了“出生入死，致力革命二十年”的
光辉斗争历程。

1932 年 9 月上旬，红三军团师长
郭 炳 生 企 图 挟 所 属 第 五 团 叛 变 投
敌。彭雪枫仅带随行武装潜行北上追
了 5 天，将全体指战员带回来与主力
会合。

在中央红军一渡赤水中，彭雪枫
派出掩护部队，掩护中央纵队过河，
进入川南；二渡赤水时，彭雪枫率领
缩编后的红十三团，与兄弟部队一
起，在二郎滩背水作战，为中央红军
二渡赤水创造了条件。

攻打娄山关时，彭雪枫率领红十
三团担任正面主攻任务。战斗之后，
彭雪枫又率部向遵义方向猛追，与兄
弟部队全歼守军，重占遵义。后来，
他又在彭德怀等率领下，占领了老鸭
山，取得了遵义战役的胜利。

西安事变爆发后，彭雪枫沉着冷
静地向阎锡山转达中共中央与毛泽东
的抗战主张，促使其态度从反对到中
立，再从中立转到“共维大局”的立
场上来，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
共两党以及其他各势力的联合抗战作
出了卓越贡献。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彭雪
枫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少将参
谋处长兼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这
个办事处为八路军后来开赴抗日最前
线铺平了道路。

1939年2月，在开辟豫皖苏边抗日
敌后根据地的战略决策下，彭雪枫率
领部队挺进敌后，宛如一把利刃再次
插入敌人心脏，取得了一次次胜利。
不幸的是，1944年9月11日，彭雪枫
在指挥河南夏邑八里庄战役时，被流
弹击中，壮烈殉国，时年37岁。

彭雪枫：文武兼备的虎胆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