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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江路与嵩山路交叉口东南角，有人在人行
道和非机动车道设置障碍物。

柳江路与交通南路交叉口向西约 120 米
路北，污水井盖缺失，用木板代替。

东山北路与黄河东路交叉口向北约50米路
东，绿化带内水井井盖缺失。

建设路与牛行街交叉口向东约50米路南，
人行道上污水井盖破损。

齐心协力 支援北伐
——北伐时期漯河革命运动（下）

积极支援北伐1

■本报记者 齐国霞 特邀顾问 刘志伟

临颍战役歼灭了奉系军阀的有
生力量，奉军退出河南。冯玉祥率
领部队从陕西经潼关进军河南。北
伐战争取得胜利，国民革命军与国
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在郑州、开封
胜利会师。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
民党上层代表人物6月 9日抵达郑
州。同日，冯玉祥抵郑，并于 10
日、11日举行了“郑州会议”，就军
事、各省政府组建、党务，特别是
工农运动等问题进行了会谈，并达
成了一致意见。

会议分析了河南工农运动的情
况后，认为应限制和取消河南的工
农运动。汪精卫、何健在会上大肆
攻击两湖的农民运动和武汉地区的
工人运动，说河南的农民运动虽不
及湖南的农民运动严重，但也有反
动派，有幼稚病，共产党搞阶级斗
争破坏了国共合作，破坏了国民革
命。他们认为国民革命已到了争舵
的时候，要阻止河南农民运动仿效
湖南农民运动，矫正其幼稚病。他
们还认为河南的工厂很少、工人不
多，无产阶级的组织很难在河南建
立，只要关注手工业者就可以了，
这实际上是取消工人运动。他们认
为解决河南问题的方法是尽快建立
县、乡、区自治机关，彻底纠正原
河南各级党部和农协的做法。特别
是要在最短时间内建立农村自治机
关，把农民协会纳入农村自治机
关，反对一切权力归农会。在城
市，用自治机关调整劳资关系，解
决劳资冲突，使双方都能接受，实
际上是反对向资本家斗争。会议还
要求“清党”“分共”。冯玉祥也觉
得要打倒北洋军阀，完成国民革
命，就要“清党”“分共”和限制工
农“越轨”。

汪精卫等国民党上层人物回到
武汉后，解除了苏联顾问鲍罗廷的
职务，加快了镇压工农运动、进行

“清党”的步伐。冯玉祥于6月20日
至21日，到徐州同蒋介石会谈，表
示坚决“清党”“分共”。中原会师
后的冯玉祥对中国当时的政局发展
有着重要影响。“郑州会议”之后，
冯玉祥政治态度急剧右转，蒋、
汪、冯合流，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发
展，扭转了原来蓬勃发展的河南革
命形势，轰轰烈烈的河南大革命运
动失败了。

参考文献：
①《漯河革命史》，河南人民出

版社1999年6月版。
②《漯河市革命遗址通览》，中

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3月版。

在北伐军攻占郾城、漯河的战斗
中，郾城人民及“红枪会”改编的农
民自卫军，在中共郾城县委的组织领
导下，冒着枪林弹雨，挑茶送饭，担
任向导，救护伤员，帮助运输，袭击
溃散之敌，有力配合了北伐军作战。

北伐军工作组奉命穿过奉军北舞
渡至许昌百里防线北上。蔡庄党支部
立即派得力人员护送其顺利到达目的
地。奉军荣臻残部溃逃至颍河渡口
时，当地党员率领老官田村农民自卫
军进行截击。一时间，风声鹤唳、草
木皆兵，奉军望风而逃。

奉军败退之后，又暗中派遣特务
藏匿漯河，搜集情报，伺机破坏。宁
香山等人察觉顺河街福音堂对面一家
染房内窝藏5名特务，立即报告北伐
军将其逮捕，并搜出了相关物证。经
过审讯，根据特务口供，顺藤摸瓜，
又捕获两名特务。

漯河战事结束，北伐军总指挥部
从驻马店移驻车站西北角一家工厂
内。在郾城县委组织下，工商各界
代表协商后，在总指挥部附近搭
台，召开欢迎北伐军大会。唐生
智、彭泽湘等出席大会。县委负责
人首先以郾城各界代表的名义致
辞：“过去，我们郾城工商各界和居
民群众，受尽了直奉军阀官兵的凌
辱欺压。他们横行霸道，坐车、吃
饭都不给钱，简直是一群官土匪。

唐总指挥率领北伐军拯救我们于水
火之中，让我们过上了安乐的日
子。郾城广大人民群众向北伐军全
体官兵表示衷心感谢！”

郾城车站的铁路工人也为北伐军
歼击奉军做了大量工作。中共郾城县
委工运部长兼郾城车站党支部书记马
绍琴带领工人党员，在铁路工人中大
力宣传北伐军讨伐直奉军阀的意义，
揭露直奉军阀残害人民的罪行。他们
根据中共豫区执委下发的宣传大纲，
编印了“反奉歌”，在工人中广为传
唱。此外，他们还组织工人参与北伐
军铁道大队对铁路的修复工作。马绍
琴派共产党员王既清带领部分工人直
接到信阳柳林车站加入北伐军铁道大
队，帮助维修铁路。

当北伐军重兵逼近漯河准备与奉
军交战时，马绍琴又带领共产党员郑
逢时、凌汉、王既清等冒着枪林弹
雨，到漯河以南的郭店（人和）车站
迎接，还向北伐军提供了奉军在漯河
一带的布防情况，并自告奋勇担任北
伐军的向导。当北伐军攻下漯河，向
沙河北岸进发时，沙河水势陡涨，两
军隔河相持，互相猛烈射击。为了不
使军阀有喘息的机会，铁路工人立即
行动起来，赶制土造铁甲车，运载部
分北伐军冲到北岸，同敌人展开肉搏
战。

北伐军追击奉军进入临颍境内

时，当地党组织发动沿途人民群众，
通过集会、写标语等形式，广泛开展
宣传活动，热烈欢迎北伐军。

战斗打响后，在当地党组织的配
合下，北伐军政治部会同各界群众团
体成立了救护伤兵委员会，下设总
务、调查、茶饭、输送、医疗、看护
6个部，发动群众踊跃参加战斗，支
援北伐战争。许多农民主动为北伐军
担茶送饭，贴布告，送情报，当向
导，运送枪支，袭击溃散之敌。在战
斗最激烈的时刻，当地“刘义会”

“红枪会”带领会内成员高举大刀长
矛，勇猛冲锋，堵截敌人。大捷之
后，当地群众纷纷举行庆祝会、纪念
会，欢庆胜利，悼念烈士。

1927年6月9日，汉口《民国日
报》以《临颍追悼阵亡将士大会》为
题，对十里头人民同第十二师在欢庆
胜利之后，为死难的烈士举行追悼大
会进行报道。两万余名群众和各界团
体代表参加。群众杀猪宰羊，点烛焚
香，隆重公祭。临颍县女子学校校长
薛南卿任大会主席。他在祭文中说：

“吾人备受奉贼压迫，望党军若大旱
之望云霓。今奉贼已除，我民得享受
安乐。吾人要知道这都是革命诸将的
鲜血换来的，吾人要一致起来，完成
烈士未完成的事业。”参会者群情
激奋，一致高呼：“烈士精神不死！”

“不清奉鲁，誓不回头！”

农民运动持续发展2

1927年3月，毛泽东在武昌创办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以下简称“农
讲所”），并亲自讲授农民问题和农
村教育等主要课程。恽代英、方志
敏、彭湃等都曾在那里任课工作。根
据中共豫区执委指示，郾城县委选派
共产党员蔡永令、和绍仲、张家修，
舞阳党组织选派共产党员李令一、尚
延年和进步青年尚振华，临颍党组织
选派刘晋、张洛蒂、程守道等赴武昌
参加农讲所学习。

农讲所主要讲授农民教育和农民
问题，围绕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组织教
学活动。讲习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
原则，学员不仅学习了马列主义和农
民运动理论，还参加了农村调查、军
事训练及捉土豪劣绅、平息匪乱等实
际斗争。农讲所里还设有特别训练
班，主要是培训农民武装骨干，蔡永
令参加了特别培训班的学习。

3月16日，河南省武装农民代表
大会在武昌雄楚楼中央农民运动讲习
所召开，包括郾城、临颍在内的全省
45个县的武装农民代表69人出席。
大会听取了毛泽东、李立三、陈克文
等关于工农运动的报告，通过了《河
南全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宣言》《发
展河南农民协会组织决议案》等11个
决议和4份通电，拥护并要求武汉国
民政府举行北伐进军河南，号召河南
广大农民群众团结起来，建立农民协
会及农民自卫武装，反对军阀，支援
北伐战争。这次大会有力推动了河南

革命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的发展。
4月下旬，北伐军沿京汉铁路向

河南进发。不久，前线急需人员在军
前做政治宣传工作，便在农讲所学员
中挑选了百余名河南籍的同志，蔡永
令也随军北上。6月18日，农讲所学
员学习结束，少数学员被派往部队工
作，刘晋、李令一、和绍仲等学员返
回当地，继续开展党的活动，发展当
地的农民运动。

北伐军占领漯河以后，5 月 29
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战区农民运动委
员会派员抵达漯河，中共郾城县委组
织当地各界群众热烈欢迎。根据漯河
及附近各县农民运动开展情况，战区
农委会均派人到各县从事农民运动工
作。

战区农委会派遣袁正道、范璞
甫、陈鑫、汪远4人筹备郾城附近各
乡村农协事宜，并会同中共郾城县
委、国民党郾城县党部成立县农协筹
备处，将全县划分为五区，派人筹备
分区农协。中共郾城县委以此为契
机，同战区农委会同志一起加速培训
农运骨干，立即举办了一期农民运动
训练班，学员60余名。训练班开设政
治课和军事课。政治课的内容是三民
主义、农民协会组织法、农协与农民
自卫军、党对农民宣言及决议案、帝
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华民族革命运
动史大纲、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以及
各地农运状况等。军事课主要讲解普
通军事知识并进行射击训练。

战区农委会派遣张耀南、雷则
然、田振南、王可则4人到临颍从事
农民运动，招收学员80人。训练班由
张耀南等及共产党员王永寅、张树
兰、凌邦干任教员，讲授马列主义和
国民革命以及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等。

此外，战区农委会也派了两名同
志到舞阳指导举办农民运动训练班，
共产党员焦景青、董振宇、庞献岑等
人授课。李令一、尚延年从武昌农讲
所学习归来，加强了对训练班的领
导。训练班主要学习发展河南农民协
会组织案，河南省农民军组织大
纲，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农民革
命运动的方向道路、斗争方法，两
广、两湖农民运动的形势和经验，帝
国主义军阀和土豪劣绅残害人民的罪
行，共产党关于农民运动的方针政策
等，并研究开展本县农民运动的问
题。训练班为期10天，训练农运骨干
200多人。中共舞阳党组织还在训练
班中发展了农民积极分子张鸿宾入
党，壮大了党的力量，培养了大批农
运骨干，为在全县广泛开展农民运动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风云突变革命失败3
本报讯（记者 齐国霞） 4月

1日，记者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了
解到，市烈士陵园作为我市的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现安葬有200
多位英烈。

市烈士陵园内的市革命纪念
馆东西两侧分别有一条红色文化
长廊，长廊两边静静地矗立着烈
士墓碑，现有闫春元、袁典钦、
周连省等80名烈士的骨灰分别安
葬在东西两侧。他们有在朝鲜战
场牺牲的同志，有在剿匪斗争中
牺牲的英雄，还有公安系统的楷
模。两侧墓区南侧，分别建有两
个纪念亭，亭内立着朱德同志题
写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碑和
宋任穷同志题写的“赵伊坪纪念
碑”。

市革命纪念馆正北侧是无名
烈士墓，里面安葬着117位革命
烈士，他们都是为了漯河的解放

而英勇献身的英雄。无名烈士墓
造型是1948。1948年8月，陈谢
兵团四纵部队和襄城独立团攻克
漯河，结束了拉锯局面，漯河重
新获得解放。

2020 年 6 月，漯河籍战士
王焯冉在中印边境冲突中，为
奋力救助战友脱险，献出了自
己年仅 24 岁的宝贵生命。6 月
30 日，一等功臣王焯冉烈士骨
灰安葬仪式在市革命纪念馆隆
重举行。2021 年 2月 19 日，烈
士事迹公开报道后，市革命纪
念馆成为缅怀英雄的圣地。来
自全国各地的群众自发来到烈
士墓前，敬献鲜花，寄托无尽
的哀思。

市革命纪念馆每天都有群众
从全国各地赶来。瞻仰英雄、缅
怀烈士的感人场景，成为全社会
2021年初的鲜明时代印记。

本报讯 （记者 杨 光） 3 月
31 日上午，冒着淅淅沥沥的小
雨，93岁的谷爱荣老人带着一家
人来到烈士陵园，给父亲谷迁乔
烈士扫墓。

谷爱荣老人坐着轮椅，和家
人一起祭拜父亲后，又参观了烈
士陵园展厅。父亲的照片又一次
勾起谷爱荣的回忆。

谷爱荣介绍说，1928年，父
亲离家开展革命后她才出生。她4
岁那年听到父亲牺牲的消息，其
间一直没见过父亲。虽然一生未
见父亲一面，但从小母亲和哥
哥、姐姐就给她讲父亲的革命故

事。
“父亲为革命奉献一生、不怕

牺牲的精神，激励了我一辈子。
每年都带着家人来祭拜我父亲，
既是对他的缅怀，也是对后辈的
激励，希望他们不忘革命先辈抛
头颅洒热血的铮铮铁骨，珍惜现
在的好生活。”谷爱荣说，父亲曾
创建临颍地下党组织，先后在郾
城、许昌、开封领导农民运动和
学生运动。父亲被叛徒出卖入狱
后，受尽折磨仍未透露半点党的
秘密，表现了对党组织的无限忠
诚。这种革命精神、红色基因要
让孩子们一代代传承下去。

■见习记者 刘净旖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3月30日下午，沙北街
道泰山社区开展“清明祭先烈 诗
歌响社区”主题活动。大家用老
歌和诗词抒发爱党爱国和缅怀革
命先烈的真挚感情。

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以

饱满的热情、满怀的激情，用心
表演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烈士之歌》《红军长征的故
事》《映山红》 等经典革命老歌
和诗词朗诵，表达对党和祖国的
深情祝福以及向英烈学习的决
心。活动现场，节目精彩纷呈，
高潮迭起。

■见习记者 刘净旖
清明将至，我市各大公墓倡

导文明祭祀，开展“纸钱兑换鲜
花”活动，在墓区设置鲜花置换
处，向市民免费提供鲜花。

3月30日上午，记者来到解
放路南段的龙凤公墓、卧龙公
墓。“您好，墓区倡导文明祭祀，
送您一支鲜花，以表达对逝者的
哀思，感谢您的配合！”龙凤公墓
门口张贴着“墓区内严禁烧纸
钱、燃放鞭炮”等宣传标语，工
作人员为前来祭祀的市民送上鲜
花。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引

导市民用鲜花寄托对逝者的哀
思，改变以往烧纸钱的老思想。”
公墓工作人员介绍道。

家住烟厂花园的李卓告诉记
者，他刚刚将带来的两捆纸钱换
成了鲜花。“原本不太同意，但在
家人的劝说下，改变了想法。”李
卓表示送上一束鲜花缅怀故人，
同样能表达悼念之情。

采访中，不少市民对禁止烧
纸钱表示赞同。“以前来墓区，烟
雾萦绕，眼都睁不开。”市民陈先
生坦言，现在大部分人主动通过
献花、植树等环保祭祀方式，缅
怀故人。

市烈士陵园安葬200多位英烈

各界人士瞻仰无名烈士墓。 本报记者 齐国霞 摄

93岁女儿祭奠烈士父亲谷迁乔

鲜花寄哀思

朗诵诗歌 缅怀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