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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长沙 9月 15
日电 在成仿吾的家乡湖南
省新化县琅瑭乡澧溪村，

“成仿吾”三个字是村民们
心中永远的骄傲。尽管时代
变迁、山乡巨变，村民们对
于成仿吾的故事仍娓娓道
来，并在一代又一代中流
传。

成仿吾，1897年8月出
生于湖南省新化县，早年留
学日本，1921年回国。五四
运动后，与郭沫若等人先后
在日本和国内从事反帝反封
建的革命文化活动，建立了
著名的革命文学团体“创造
社”。1926 年 3 月，成仿吾
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任
教于广东大学，同时兼任黄
埔军校兵器处代处长，接触
了毛泽东、周恩来、恽代
英、刘少奇、孙炳文等许多
共产党人，以及鲁迅等革命
文化人士。大革命失败后，
成仿吾经上海、日本，流亡
欧洲，坚持革命，学习马克
思主义。1928年8月，成仿
吾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
主编中共柏林、巴黎支部机
关刊物《赤光》。

1931年9月，成仿吾回
国后，于 11 月初到达鄂豫
皖根据地，任中共鄂豫皖省

委常委、宣传部长及省苏
维埃文化委员会主席、教
育委员会主任，后又兼任
红安中心县委书记。1934
年1月，成仿吾到瑞金参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
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
央 执 行 委 员 会 委 员 。 会
后，成仿吾留在中央宣传
部和中央党校工作。1934
年 10 月，随中央红军参加
长征，途中与徐特立一起
任干部团政治委员。

1935 年 10 月 到 陕 北
后，成仿吾任中央党校高
级班教员、教务主任。1937
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大
批革命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
延安。中央决定成立陕北公
学，成仿吾任校长。1939
年，他带领几千名青年学生
奔赴敌后，创建华北联合大
学，先后任华北联合大学校
长、晋察冀边区参议会议
长、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委
员、华北大学副校长等。新
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
大学副校长、校长、党委书
记、名誉校长，东北师范大
学、山东大学校长和党委书
记，中央党校顾问。

成仿吾从 1934 年在瑞
金中央党校任教以来，一直
从事党的教育事业。他精通
德、英、日、法、俄五种语
言，长期致力于宣传和捍卫
马克思主义。他五次翻译

《共产党宣言》，并校译了
《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
从空想到科学》《反杜林
论》 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
作，为准确地宣传马克思主
义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倡导
革命文学，创作了许多作
品，对推动我国革命的新文
化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1984年5月17日，成仿
吾在北京病逝。终年87岁。

成仿吾：致力宣传马克思主义

据新华社石家庄9月16
日电 干净整洁、四通八达
的水泥路，宽敞明亮、设
施齐备的村两室，畜禽养
殖、金丝小枣深加工成为
支柱产业，这里便是张克
侠将军的故乡——河北献
县侯陵屯村。当地百姓现
在还常常谈论张克侠将军
的英雄事迹。

张克侠，原名张树棠，
1900年出生，少时就读于北
京汇文小学、汇文中学。
1923年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毕业，加入西北军。1927年
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
习。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成为周恩来直接领导下
的“特别党员”，开始了长
期地下工作的革命生涯。张
克侠牢记党的嘱咐，直到
1950年，才公开自己的共产
党员身份。

1937 年 七 七 事 变 前
夕，张克侠任国民党第二
十九军副参谋长，参加了
卢沟桥抗战。他在得到日
军 不 战 而 入 的 重 要 情 报
后，及时通知刘清扬、张
友渔等共产党员，使万余
名革命志士、抗日骨干得
到安全转移。

抗日战争期间，张克侠

任国民党第五十九军参谋
长、三十三集团军参谋长、
副司令等职，转战山东、河
南、湖北等地，对当地的抗
日救亡运动和抗日军队给予
大量支持，对团结抗战起到
很大作用。此外，他利用
自己的身份，为贯彻执行
共产党团结抗日、一致对
外的方针，在国民党二十
九军各派系之间做了大量
弥合工作，并尽力创造条
件，直接和间接支持掩护
地方党的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克
侠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其
间他积极参与对国民党将领
的策反工作，在国民党上层
人物中开展反内战、反独裁
活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
坏和平、发动内战的阴谋，
1945 年策动郝鹏举起义成
功。

1948年淮海战役中，张
克侠克服层层艰险，摆脱敌
人的严密监视，与何基沣一
起，在贾汪、台儿庄防地率
领三个半师、两万三千余名
官兵起义。此次起义，使淮
海地区东线的国民党军防线
出现了一个大缺口，使解放
军得以乘虚而入，直捣徐
州，加速了淮海战役的进
程，受到了毛主席、朱总司
令的嘉勉。

张克侠起义之后，任
解放军第三十三军军长兼
上海淞沪警备区参谋长，
参加了渡江战役和上海战
役，1955 年被授予一级解
放勋章。新中国成立后张
克侠曾任林业部副部长、
中 国 林 业 科 学 研 究 院 院
长，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
五 届 全 国 委 员 会 常 务 委
员。1984 年 7 月，因病在
北京逝世，享年84岁。

“特别党员”张克侠
据新华社武汉 9月 17

日电 1982 年，当时武汉市
公安局在舵落口、关山、
岱山、十里铺、青山、张
家湾等进入中心城区的道
口设立了第一批检查站，
它们成为武汉市治安防控
体系里的一道重要防线，
通过设卡盘查，将流窜作
案的犯罪分子以最有效的
方式进行堵截。武汉公安
增添了一种新岗位——检
查站民警，一批血气方刚
的青年离开城市的繁华喧
嚣，在寂静荒僻的郊外落
下了脚，20 岁的吴用智就
是他们中的一个。

1984 年 9 月 8 日晚上，
值班室的电话铃声突然响
起，电话那头声音急促紧
张，“舵落口检查站，两名
持枪歹徒正向舵落口方向逃
窜 ， 请 你 们 马 上 设 卡 堵
截！”“收到，立即执行！”
值班民警几乎条件反射般地
接收了指令。

此刻站里的时钟正指向
晚 10 时 10 分，值夜班的民
警连忙向领导报告。年轻的
吴用智正好也在值班室。

“站长，我去上岗！”吴用智
主动请缨。

“那时候，吴用智在站
里是最年轻的同志，他是个
上进的青年，时时处处都很
主动，也很勇敢。”时任检
查站站长的退休老民警宋文
琪回忆。

这是一次十分特殊的任
务，来不及任何准备，就在
接到紧急通报的同时，载着
两名持枪歹徒的卡车就已经
开到了舵落口检查站。

“民警好，路上碰到两
个需要帮助的同志，所以我
把车子开到这里来了。”司
机殷某某停下卡车后，热情
地向正在执勤的吴用智、饶

晓华打招呼，他背对着卡
车，表情有些不自然，眼睛
不停地眨着，似乎急切地在
向民警示意什么。

机警的吴用智瞬间捕捉
到了司机的眼神，他突然明
白了，这是司机在用特殊的
方式告诉他们，危险，车上
有持枪歹徒！

吴用智跟战友饶晓华默
契地交换了一下目光，已经
来不及商量如何应对这个完
全预想不到的现场了。更让
人没有料到的是，其中一名
狡猾的歹徒已经下车，尾随
司机过来了。而就在一个小
时以前，这两名歹徒从武汉
南湖机场某部弹药库盗取了
枪支、弹药。

连续作案已经丧心病狂
的歹徒海光伟端着枪，两眼
冒凶光，吴用智本能地拔枪
出套保护自己和战友。一言
不发的海光伟突然朝吴用智
胸部、腹部连开4枪。鲜血
染红了警服，倒地的吴用智
似乎完全忘记了疼痛，艰难
地翻身侧卧，用左手托起右
手腕对准已逃出数米外的海
光伟连续射击，暴徒当场被
击毙。

就在此时，歹徒吴寿云
持枪下车了，直接威胁民警
和群众安全。已倒在血泊中
的吴用智，又急转枪口击伤
吴寿云，闻讯赶来的战友及
群众当场将受伤的吴寿云生
擒。

激烈的枪战在短短几分
钟内结束。站长宋文琪急忙
组织民警将身受重伤的吴用
智送往医院紧急抢救，但因
伤势过重，吴用智经抢救无
效光荣牺牲了。1984 年 9
月，他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
党员和革命烈士。同年9月
20 日，他被公安部追授为
一级英雄模范。

吴用智：不顾生死斗歹徒

据新华社南昌9月18日
电 萧华，1916 年出生，江
西省兴国县潋江镇人。1928
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1930年3月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同年7月转入中
国共产党。他17岁任少共国
际师政委，22岁任八路军东
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
委，23 岁任鲁西军区司令
员……因年轻有为曾被称为

“娃娃将军”。
萧华还参加了中央苏区

历次反“围剿”，在长征中
任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
长、红2师政治委员，是我
军公认的杰出政治工作者。

1935 年 5 月，红军渡过
金沙江后，遇上拦路的彝族
部落，战士们剑拔弩张，萧
华严肃地说：“没有命令，
谁也不许开枪，一定要遵守
民族政策！”然后他通过翻
译，和彝民兄弟解释了此行
目的，并协助刘伯承同彝民
首领小叶丹结为异姓兄弟，
在大凉山腹地播下了革命的
火种。到陕北后，他又参加
了直罗镇、山城堡等战役。

抗日战争爆发后，萧华
任八路军第 115 师政治部副
主任，参加平型关战斗，后
任第 343 旅政治委员。1938

年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
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领导
创 建 冀 鲁 边 抗 日 根 据 地 。
1940年起任鲁西军区司令员
兼政治委员、第 115 师政治
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
任，针对敌后斗争特点，加
强部队和民兵的政治工作建
设，参与领导山东抗日根据
地的斗争。

萧华还是一名沙场骁
将。1946年冬天，解放战争
大决战在东北拉开序幕。国
民党动用了八个师计十万之
众发动进攻，其中五十二军
的二十五师，装备精良，有
蒋介石的“千里驹”之称。

在这场力量不对等的战
斗中，萧华指挥部队诱敌进
入新开岭我军伏击区，以少
击多并大获全胜，毙敌3150
人，俘获5877人，开创了东
北民主联军在解放战争中首
次歼敌一整个师的先例。

抗日战争胜利后，萧华
率先遣部队进入东北辽东地
区，开辟南满根据地。1948
年起任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
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司令员，
先后指挥本溪、鞍海、新开
岭作战，率部参加临江、辽
沈、平津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萧华历任人民解放军空
军政治委员、人民解放军总
政治部副主任、总干部部部
长、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
长、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
委常务委员。参与领导制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
条例》《连队管理教育工作
条例》等。1975年后任军事
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兰州
军区政治委员、中共甘肃省
委书记等职。1955年被授予
上将军衔。1985年8月于北
京病逝，享年70岁。

萧华：“娃娃将军”文武双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