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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路与燕山路交叉口向东约 15 米路
北，施工后路面未修复。

柳江路与柳江二巷交叉口向东约30米路
南，窨井盖破损。

沙北路与黄山路交叉口附近，路面坑洼不
平。

五一路与受降路交叉口附近，商贩占道
经营。

白色恐怖笼罩 革命转入地下
——大革命低潮期漯河革命运动（一）

老党员写诗庆建党百年

■本报记者 尹晓玉
“一个世纪的时间擦肩而过，

蓦然回首，是党治好了伤痕累累
的 屈 辱 ， 是 党 抚 平 了 民 族 的
创伤……百年党呀，你告诉我
们，穷则难善自身，富则惠及天
下，弱则饱受欺凌，强则屹立天
下。”这是我市75岁老人马文为
庆祝建党100周年写的诗《生机
盎然的中国共产党》中的一段话。

1976年，马文加入中国共产
党。45年来，他严格要求自己，
在工作中兢兢业业，退休后致力
于文学创作。他曾在报纸、杂志
上发表诗歌、散文 1000 多篇，
并出版了 《台北知府陈星聚传

奇》《战神岳穆王》等5部长篇小
说。

谈及《生机盎然的中国共产
党》 这首诗，马文说，近年来，
党的惠民政策越来越多，大家的
生活也越来越好。党员的身份让
他在社会上得到的尊重和信任越
来越多，他倍感自豪。尤其今年
以来，身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的氛围渐浓，让他总想
起自己入党时的情形，就有感而
发，写了这首诗。

“文字虽然简单，但都是我的
肺腑之言。衷心祝愿我们的党永
葆活力，期待党领导人民创造更
加美好的生活。”马文说。

■文/图 本报记者 朱 红
为满足沙河通航条件，3月

15日起，市区交通路沙河桥（漯
河大桥）主桥封闭施工改建。一
位老人得知消息后，专门赶到漯
河大桥拍照留念。“这是我曾参
与修建的大桥，我对它有着深厚
的感情。”4月4日上午，家住市
区滨河路的赵国聘老人站在桥上
说。

“我记得这座大桥是1960年
开始建设，1964年 7月竣工的。
因为它是市区最早建成的桥梁，
漯河人都叫它‘漯河大桥’。后来
市区又建了其他桥梁，漯河大桥
又被市民称为‘老大桥’……”
赵国聘一边抚摸着刻有“漯河大
桥”字样的石碑，一边说。

赵国聘今年82岁，修建漯河
大桥时才二十多岁。赵国聘说，
为了赶工期，有700多人参与了
漯河大桥的修建。大家每天早上7
点到工地，晚上6点才下班。“当
时修建大桥所需要的材料都是靠
人推、拉。为了保证大桥的质
量，每个工序都非常严格，所以
才有了这么坚固的大桥。”赵国聘
说。

“听说漯河大桥开始改建了，
我今天专门过来看看，特地和漯
河大桥合个影，留个纪念。希望
漯河大桥改建工程尽快完工，希
望漯河越来越好。”赵国聘说。

漯河大桥改建 老人拍照留念

■本报记者 齐国霞 特邀顾问 刘志伟

五谷杂粮“绘”出七彩梦想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实 习 生 应杲明

玉米、红豆、绿豆、黄豆、
黑豆、黑米、大米……这些看似
普通的五谷杂粮，在舞阳县保和
乡朱耀环小学的美术课上成为孩
子们的作画材料，丰富了孩子们
的生活。

董娟娟是朱耀环小学的一名
英语老师。这学期开学后，根据
学校安排，董娟娟除了教六年级
英语课外，还兼任四（2）班和二
（2）班的美术老师。

“虽然我不是专业美术老
师，但接到通知后，我就开始思
考如何让孩子们喜欢上美术这门
课。”4月5日，董娟娟说，他们
小学地理位置偏僻，就读的孩子
多为留守儿童，家里经济条件有
限。在不购买材料的前提下，如
何充分利用农村资源成为她备课
的重要内容之一。

“每个同学家里都有玉米、黄
豆等五谷杂粮，我就让学生上美
术课时把这些杂粮带到学校用来
作画。”董娟娟说。

上课时，董娟娟先引导学生
思考、发挥想象力，再指导学生
在白纸上画出足够大的植物或动
物，画好后再用胶水将从家里带
来的五谷杂粮一颗一颗地粘上
去。

在董娟娟的辅导下，孩子们
将这些谷物变成栩栩如生的画
作：红豆和绿豆制作的蝴蝶，绿
豆和黄豆组合成的菠萝，黄豆做
成的葫芦，绿豆、红豆和黑豆制
作的草莓……

“课堂上，我任由孩子们发
挥想象力。看到他们创作的认真
劲儿，我特别感动。”董娟娟
说，为了激发孩子们的积极性，
她特意挑选出优秀作品在班里进
行展览。

部分学生作品。

革命形势进入低潮

1927年6月，郑州会议、徐州会
议召开后，冯玉祥在河南开始了“清
党”、分共。6月15日前后，河南共
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18日，冯玉
祥采取了统一军权、党化教育、刷新
吏制等6项治豫措施，改组河南各级
国民党党部，组织黄色工会，实行强
化政治统治的乡村教育。因此，河南
的革命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

6月28日，冯玉祥签署命令，首
先开始清理军队中的共产党人，下令
凡共产党派来的政工人员一律撤职，
并发放路费，“礼送”出境。接着，
冯玉祥认为河南的国民党是共产党控
制的，必须改组和清理。他说“共产
党员占多数的国民党省党部执行了一
项引起后防混乱的错误政策”，并改
组了省党部，组成了国家主义派、西
山会议派分子占多数的右派党团。他
们派遣委员分赴各地筹备改组党部，
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进行清理，驱
逐共产党员。同时，对原党部领导的
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学生会及工会
等，强行接管。

冯玉祥还下令停止一切民众团体
活动，并派出大批改组委员，改组一
切民众团体，让工贼占据工人的组
织。工人领袖多数被指为共产党员，
或被捕入狱，或被驱逐出境。冯玉祥
在农村扶植和拉拢封建地主控制的枪
会武装，对抗农民中的革命力量，还
派大批密探监视共产党在农村的活
动，下令解散农民协会，逮捕从事农
运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100
多人。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共产党
在河南各地的领导人被通缉，省委主
要领导同志先后离开河南，革命形势
处于低潮。

革命运动重点走向农村

河南的革命形势发生变化后，由
于国民党中央与地方政治势力的矛盾
还没有消除，国民党省当局还没有从
根本上掌握全省各地的政局，在一定
时期内，各地的政治势力出现了不平
衡。因此，漯河地区的党组织利用一
切条件，继续做了一些党的发展和农
民运动的工作。

临颍支部在谷迁乔、韩光甫带领
下，由城内走向城外，先后在王曲、
繁城、黄连城、程庄、高宗寨等地发
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成立农民协
会，发动农民和学生大力开展农民运
动。为进一步加强领导，更好地应付
将来可能激变的形势，根据河南省委
的指示，8月23日，谷迁乔在城北七
里头村自己家里秘密召开全县党员代
表会议，到会党员60多人。会议决
定成立临颍县委，选举谷迁乔为书

记，程守道、张向明、牛天章、刘
晋、牛文昭、刘海旺、李彭年等9人
为委员。同时还决定成立东南、城西
两个区委和夏城、吕家、黄连城、岗
张、高宗寨、巨陵店、菜园刘、北七
里头、城内职业学校等13个党支部
及程庄党小组。同时，会议决定党内
同志准备以国民党党员身份加入国民
党临颍执行委员会，取得合法身份；
继续搞好农民运动，开展反对旧文
化、旧礼教的宣传活动；发展党员，
壮大党组织的力量。

临颍县委成立以后，根据临颍国
共合作暂时没有破裂，社会进步人士
同共产党仍保持紧密联系这一情况，
决定帮忙成立国民党临颍县执行委员
会。9月，国民党临颍县执行委员会
成立大会在县城天主教堂举行，到会
代表200余人，其中半数以上是有双
重身份的共产党员。大会选举谷迁
乔、周仿溪等13人为临颍县执行委
员会委员，其中除国民党省党部派
来的龚世卿为国民党党员外，其余
12人均为共产党员，分别担任组织
部长、宣传部长、工人部长、农民
部长、妇女部长、青年部长等职
务，实际上牢牢控制了县执委的领
导权。临颍县委以国民党县执委的
名义公开发表宣言和告民众书，鼓
励学生和农民积极行动起来，勇敢
投身革命，把学运、妇运以及破除
迷信、妇女放足、减轻赋税等活动
搞得轰轰烈烈。

当时，临颍县委的工作重点在农
村，工作内容主要是发动农民斗土
豪，分田地，使耕者有其田。为
此，临颍县委派人分别深入东南区
和城西区的一些村庄，通过个别交
谈、印发传单、互相串联等形式，
深入浅出地向群众讲述革命道理和
共产党的主张，启发群众组织起
来，共同进行斗争。他们在编写的
一些革命歌谣中写道：“农民生活真
可怜，杂差出不尽，钱粮纳不完；
种地没饭吃，织布无衣穿；钱粮送
不到，抓你到南监；老少皆啼哭，
无处申屈冤；拿起锄头和镰刀，砸
烂旧世界，穷人才能把身翻。”

这些歌谣是农民痛苦生活的真
实写照，激发了他们的阶级感情，
从而形成了东南区和城西区两个农
民 运 动 中 心 ， 成 立 农 民 协 会 13
个 ， 参 加 农 协 的 会 员 有 5500 余
人，并且从中选出思想进步、敢于
斗争、不怕牺牲的 1100 名积极分
子，组成了临颍党组织领导下的第
一支武装力量——“敢死队”。“敢死
队”拥有长 （短） 枪 5支，手榴弹
1000 多枚，大刀 200把，长矛 700
柄，形成了强大的武装力量。

农民协会成立后，临颍县委积极
发动贫苦农民，把斗争矛头指向土豪
劣绅。吕家村和岗张村的农民往日见
了本村的大财主就得笑脸相迎，唯命
是从，不敢说个“不”字，如今扬眉

吐气，公然敢于同他们算账，斗得土
豪威风扫地。夏城农民协会接到一农
民的口信，说他借一地主5枚银圆，
月息很重，请求农民协会做主。于
是，农民协会立即把该地主传来，当
面训斥：“农民协会规定，借钱只有
年息，没有月息，你住在本村，就得
服从农民协会规定，否则就给你戴高
帽子游街。”地主不敢反驳，只能按
农民协会规定办理。一次，县催粮人
员赵大定前来要粮，农民协会一边发
动群众不交粮，一边集合百余人，手
持棍棒和绳索，立即把他绑起来，给
他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

河南革命形势急剧变化，河南省
委密令郾城县党组织转入地下活
动。为使党员、团员及进步群众在
革命遭受挫折时不至于灰心丧气，
继续顽强斗争，郾城县委秘密联络
当地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于1927
年7月下旬成立了郾城县文化促进委
员会。该会明面上为民间文化团
体，实为党领导下的群众性革命组
织。共产党员赵伊坪等具体负责文
化促进会的工作，设会址于郾城县
财政委员会后院，借以掩护党员、
团员，以便开展各种革命活动。

这些活动一是油印出版《扶轮》
半月刊。党员、团员为主要撰稿人，
代表作有《倒霉的太阳》。该文章暗
喻当时的形势虽然是阴云遮住了太
阳，但那只是暂时的，光焰无际的太
阳一定会冲破层层阴云，照耀中国大
地。《扶轮》刊发的文章观念新颖、
耐人寻味，颇具启发性、引导性，吸
引了不少读者。由于革命形势日趋恶
化，《扶轮》仅出版3期便停刊了。二
是创办了扶轮小学，吸收城乡贫苦子
弟40余人到校学习，一些党员、团
员轮流到校担任教师。他们在传授知
识的同时，也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教
育，传播革命道理。三是在城内北大
街南头路西开设了文化书社。书社以
销售《三民主义》等书为名，秘密经
营《帝国主义论》《共产主义ABC》
《向导》《中国青年》以及《苏俄视察
记》等革命书刊，广泛传播马克思主
义及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四是创办
话剧团，编排演出《为谁牺牲》《巧
配》《孔雀东南飞》《缠足痛》等戏，
在传播反封建思想的同时，大力宣
传反对帝国主义、官僚买办阶级的
思想，启发人民的革命觉悟。如用
《苏武牧羊》调谱曲的一首歌谣内容
是：“农民生活真可怜，杂差出不
尽，钱粮纳不完。我们种谷麦，不
能吃饱饭，我们织布棉，常年无衣
穿。军阀使威风，官绅摇尾巴。农
民没有钱，小衙役，狗地保，铁锁
拿家下。”话剧团在郾城城内、漯河
车站戏院、五沟营镇等地演出，深
受群众欢迎。五是在郾城开办工人
补习班，招收工人、手工业者、饭
馆和商店学徒，给他们免费发放课
本，向传播文化知识，宣传革命道
理，并从中物色积极分子，发展壮
大党的力量。

河南开始“清党”以后，舞阳的
国民党临时县党部执监委员会也奉令
停止活动，全体解散。稍后，国民党
省党部又派国民党员马竹友、李一清
和没有公开共产党员身份的双重党员

郭培轩负责筹备国民党舞阳县党部的
工作，并在县城福善局成立筹备委员
会。郭培轩等利用政治身份尚未暴露
的有利条件，参与了县党部的筹备事
宜，并积极争取共产党员在县党部中
的位置，以此保存革命力量，继续开
展工作。12月15日，国民党舞阳县
第一届执行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北舞渡
马王庙召开。国民党省党部派视察员
侯建坤到会监选。选举后，有几位共
产党员当选为委员并担任了组织、商
民、宣传、青年、妇女等部门部长。
后来，舞阳共产党组织利用县执委的
名义成立了县农民协会、妇女联合
会、理发工会、学生联合会等群众团
体，以这些组织为纽带，联系指导全
县工农运动向前继续发展。

党的活动转入地下

1927年9月，河南省党部派往临
颍的县党部执委委员龚世卿看到临颍
革命形势仍在不断发展，便秘密向河
南省主席冯玉祥报告，说临颍县共产
党员利用县执委的身份进行共产党的
活动，请求派人到临颍“清党”。

冯玉祥立即派人调査，并在《河
南民报》上刊登缉拿临颍县执委中12
名共产党员名单的通缉令。随之，又
派河南绥靖公署特务队到临颍县城就
地执行捕杀任务。在这关键时刻，临
颍县委书记谷迁乔立即召开县委会
议，当机立断，决定撤出县城，转入
党的力量较强、群众基础较好的城东
南和城西区农村，继续坚持地下斗
争。此外，谷迁乔亲自撰文，发表宣
言，公开揭露国民党背叛革命、屠杀
共产党人、破坏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
的罪行，并严正声明在国民党临颍县
执委工作的共产党员一律退出国民
党。第二天，临颍县委机关和全体共
产党员带着油印机巧妙地躲过了岗哨
盘查，顺利转入农村。

同年9月，国民党中委、改组派
分子王乐平到郾城视察，成立国民党
郾城县党部筹备委员会，任用右派分
子。当年冬天，郾城县党部改组，极
右分子张廷赞当权，声言要捕杀共产
党人，摧毁郾城革命力量。面对反动
势力的疯狂进攻，刚受命重组郾城县
委的谷迁乔，会同县委其他领导，分
别在郾城车站、五里庙道棚、西南乡
蔡庄召开全县党员大会，决定党的斗
争重心转入农村，进行隐蔽斗争。
1928年春，国民党郾城县长孙至诚及
县党部书记常寿峰发出了追捕共产党
员赵伊坪等人的密令，郾城共产党的
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1928年3月，国民党河南省党部
进一步“清党”，推行关门主义，重
新登记国民党党员，排除异己，还下
令舞阳县执委会停止活动3个月。舞
阳的政治形势日趋紧张。共产党人根
据这一情况，采取更加隐蔽的方式，
继续开展各种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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