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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反蒋与抗日救亡运动时期漯河的革命斗争（二）

■本报记者 齐国霞 特邀顾问 刘志伟

困难时期，党的组织艰难发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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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好比国之气

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
国家增强活力。天人合
一、协和万邦、和而不
同。和谐蕴含了中国人的
生存智慧，体现着中国人
的精神基因，也昭示着中
国人的社会理想。

热心小区事务的倪军
富、李凤霞和王顺英就是
我市众多践行核心价值观
的代表之一。

如 发
现身边的
不文明行
为，可扫
描左侧二
维码下载
漯河发布
APP 进行
报料。

鸿安花园门口幸福渠，垃圾、水草多。太行山路百合园小区，居民飞线充电。 MOCO新世界小区，无障碍通道设置不合
理。

淞江美食街西段龙塔街道办事处门口，车
辆违停。

防疫小知识②

当好小区“管家”打造和谐家园

三、清洁时别忘手机等小物
件

新冠病毒可通过接触传播，
手机、鼠标、键盘等高频接触的
小物件尤其要注意定期消毒。

四、使用公厕期间全程佩戴

口罩
公共厕所容易藏污纳垢，加

上人员流动较大，若消毒不及
时，环境中容易残留病毒。进入
公共厕所时应先戴好口罩。

据《健康时报》

■本报记者 杨 旭
近日，漫画图解版《漯河市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在朋友圈流
传。据了解，这组漫画由漯河实
验高中动漫社的学生创作。他们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弘扬文明风尚。

4月14日，记者在漯河实验
高中见到了动漫社的部分成员。
指导老师陈兆琦表示，这组漫画
的创作历时5个月，创作初衷是
为建设文明城市贡献力量。

学生黄怡婷主要参与前期的
素材收集。“我们走上街头，根据
《漯河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内
容，拍摄市民的文明和不文明行
为，然后将照片整理后交给负责
绘画的同学，作为他们创作时的
素材。”黄怡婷说。

有了素材，接下来的创作就
水到渠成了。学生王彤利用课余

时间创作了5幅作品，其中让她
印象最深刻的是关于献血的漫
画。“小时候爸爸为了给我树榜
样，到路边的献血车上献血。画
画的时候，我脑海中就浮现出当
时的场景。”王彤说。

学生蔡一尘平时酷爱漫画，
是漫画创作的主力军，交出了5
幅作品。在他看来，参与这次活
动既可以提升创作能力，也能让
自己了解哪些是不文明行为。

在漫画创作完毕后，学生赵
巍然还精心制作了视频，并插入
了一个卡通人物解说每幅漫画，
力求漫画更加通俗易懂。

“社团里的很多学生都有特
长，大家通力合作，完成了一幅
幅漫画。希望他们的作品能被更
多人看到，为社会带来积极影
响。”陈兆琦说。

手绘漫画 传播文明

■本报记者 于文博
见习记者 吕雪莹

市区友爱街环卫处家属院，
有三个“爱管闲事”的人，他们
每天奔走在家属院的各个角落，
办实事、解民忧，深受居民的尊
重。他们就是倪军富、李凤霞和
王顺英。4月14日，记者对他们
进行了采访。

环卫处家属院是个老旧小
区，房龄老、规模小、住户少，
加上以前常年无物业管理，家属
院脏乱差，居民们抱怨连连。更
为严重的是，家属院的治安较
差，时有盗窃事件发生。看到这
种情况，热心肠的倪军富、李凤
霞和王顺英便站了出来，主动承
担起“管家”的角色。

为了保障居民安全，倪军
富、李凤霞、王顺英和其他居民
商议后，在家属院里安装了摄像
头。“安了摄像头后，偷盗事件明
显减少了。”李凤霞说。

为了方便居民生活，倪军

富、李凤霞和王顺英还主动承担
了收公共用电费、卫生费和协调
邻里矛盾的工作。“我们小区每栋
楼就建有微信群，有啥事，我们
都在群里发通知。”李凤霞说，

“大家有什么难事，有什么矛盾，
都愿意第一时间给我们发微信、
打电话，找我们帮忙。”有一次，
两户居民因为装修问题产生了矛
盾，早上 6点给李凤霞发消息。
收到消息后，李凤霞第一时间帮
助两家调解。

后来，马路街街道友爱街社
区对环卫处家属院进行了改造，
为家属院大门安装了智能门禁，
并为每个楼道安装了防盗门。楼
道防盗门安装好后，倪军富承担
起修理、维护的责任。“一开始我
不会修门，每次门坏了就打电话
让师傅来修。我就在旁边看，看
的次数多了，有些小问题现在自
己就能解决。”倪军富说，“有一
天半夜，有邻居打电话，说单元
门坏了，进不去了。我就赶忙起
来，帮他解决。”

“有时在家属院看到不文明行
为，我就要上前劝说，大部分人
很配合，但也有人不理解，认为
我们多管闲事，甚至说一些难听
的话。为了让小区生活环境变得
更好，我们愿意管这些事。”李凤
霞说。

“遇到事情就解决，碰到不自
觉的居民就多劝说，都是为了小
区更好。”王顺英说。

“现在，家属院环境变好了，
治安也好了，我们作为老居民，
很开心，会尽自己所能，为大家
多做一些事情，让我们家属院越
来越好。”倪军富说。

1933年深秋，中共党员沈
东平沈东平受党组织派遣，从
冯玉祥、吉鸿昌领导的察哈尔
民众抗日同盟军到许昌、西
华、郾城、漯河一带开展反蒋
武装活动。他在漯河以中山街
周记斋修表铺、东大街关寅征
的转运公司等为活动据点，从
事革命活动。

1934年春，共产党员吉鸿
昌与宣侠父、南汉宸开始广泛
联络各地反蒋力量，在天津组
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
同盟。他们一方面加强对西北
军旧部的策反工作，一方面联
络各地原西北军中具有抗日要
求和爱国思想的军官，动员他
们重新拿起武器组织武装，在
河南发动中原暴动。

沈东平积极投入这一革命
活动的组织工作，先后多次往
返天津，同吉鸿昌商议组建豫
东、豫西人民抗日自卫军和举
行中原暴动的具体办法。1934
年夏，沈东平和张有成持吉鸿
昌的亲笔信来到郾城，找到了
赋闲在家的原西北军上校团长
刘信合。几人志趣相投，很快
成为朋友。

此时，原中共郾城县委书
记谢梅村因组织山东沂水暴动
失败返回原籍。沈东平代表党
组织与谢梅村取得联系，协助
其开展抗日反蒋工作。当时豫
西宝丰、鲁山、郏县、临汝一
带枪会林立，一个叫马敬斋的
首领住在漯河牛王庙街。沈东

平了解到他有相当高的威望，
就同他接触，晓以大义，策动
他抗日反蒋。在打下了一定工
作基础后，沈东平又通过马敬
斋，多次派人到宝丰、鲁山、
临汝登门拜访当地地方武装，
号召他们加入抗日反蒋行列，
动员他们配合吉鸿昌举行中原
暴动。

沈东平等经过艰苦努力，
动员组织了两三万人。正当这
个计划将要实施时，国民党特
务在天津逮捕并杀害了吉鸿
昌。正在天津活动的沈东平逃
出敌人魔爪，潜回漯河。中原
暴动计划没能实施。

国民党郾城县党部书记常
寿峰，忠实执行国民党的反共
政策，四处刺探共产党情况。
常寿峰的反动行径对抗日反蒋
构成极大威胁。在此复杂局势
下，沈东平等一致认为必须坚
决打掉常寿峰，消除革命斗争
最大障碍，并决定由刘信合着
手进行准备工作。刘信合等利
用国民党开纪念周会的机会，
认准了常寿峰的特征，并反复
察看地形，熟悉城内情况，制
订周密的计划，最终派共产党
员蔡百川刺杀了常寿峰。

常寿峰被杀后，国民党郾
城县政府立即关闭城门，挨家
清查户口，寻找可疑人员，一
时间，满城人惶惶不可终日。
沈东平、刘信合、蔡百川等见
局势险恶，便利用身份掩护，
迅速撤离了郾城。

1932年12月，中共中央
得知河南党组织多次遭到破
坏、省委主要领导人牺牲
后，派在上海工作的原河南
省军委负责人张振亚重返河
南，与坚持斗争的中共豫中
中心县委取得联系，并指示
中心县委书记刘晋等人赴上
海，汇报豫中及河南党组织
状况并参加短期训练班。

1933 年 1月，中共中央
决定成立中共河南省工作委
员会，派吕文远任书记，刘
晋任组织部长，机关设在许
昌。省工委成立后，根据中
央的指示及河南的实际情
况，大力整顿和恢复全省
党、团组织，在此基础上动
员群众参加反帝、反日的民
族解放战争，发动并领导农
民斗争，在斗争中开展游击
运动，并创立新的苏区。

省工委决定首先打开豫
中工作局面，进而推动其他
区域的工作。省工委派员巡
视了漯河铁路党的工作和临
颍农村年关斗争情况，制订
了豫中地区年关斗争计划，
并派人分赴各县巡视，整顿
基层组织，布置年关斗争工
作。省工委巡视员杨维新首
先到舞阳、西平一带寻找党
的组织。在舞阳南乡，他同
当地党员取得联系并召集会
议，了解舞阳党组织的情
况。通过舞阳党组织，又找
到了西平县委。杨维新在西
平县于岗庄于绍文家主持召
开西平、舞阳两县联席会
议，西平张国鑫、胥玉清、
于绍文、焦向青和舞阳张鸿
宾、郭梧轩参加会议。会议
着重研究了整顿和发展党组
织的问题，同时布置了工
作。

3月 17日，省工委就工
作情况再次向中央报告：“决
定以叶县、西华、临颍为发
动的中心，同时为便于领导
及地位适中，决定把豫中中
心县委迁到漯河。”由于经济
原因，豫中中心县委由许昌
迁到漯河的工作拖延了一段

时间。后由于叛徒张乔的出
卖，省工委印刷机关遭到破
坏，省工委迁到了郑州。

1933 年 7月，省工委决
定重新设立中共豫中中心县
委，让西华县立师范学校中
共支部书记、西华县诸葛寺
人远学德到漯河组建县委。
远学德持省工委介绍信同西
平县委书记张国鑫取得联
系。随后，远学德在漯河正
式组建了中共豫中中心县委
（亦称中共漯河中心县委），
由远学德任书记，张国鑫任
委员、组织部长，马得山
（马胜） 任委员、宣传部长，
胥玉清任巡视员。后张国
鑫、胥玉清先后继任书记，
邹屏 （周泉森） 任委员。中
共漯河中心县委领导西华、
西平、上蔡、遂平、舞阳、
郾城6个县的党组织，其领导
成员均秘密住在漯河，接头
地点先后设在漯河中平里1号
共产党员杨体广家、中平里
12号共产党员卢发祥家、老
街东头路北庆福楼饭馆以及
铜匠巷刘木匠处。

中共漯河中心县委在极
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领导豫
中人民群众进行了英勇卓绝
的革命斗争，整顿、恢复、
发展了豫中各县党的组织。
中共漯河中心县委紧紧抓住
党的组织建设这个中心环
节，努力扩大党的影响，壮
大党的力量。中共漯河中心
县委成立后，工作区域是西
华县西南乡的丁庄、南头
村、马庄、湾张、逍遥、叶
桥一带。到1934年初，这些
地方的工作有了较大的发
展，如发动群众斗争、开展
拥护红军的工作、扩大党与
群众的组织等。湾张村建立
了30多人参加的群众组织，
瓦屋赵成立了党支部并创立
了约 40 人参加的红军朋友
会，叶桥也成立了十几人参
加的农民团体。由于工作的
推动，至3月份，西华党组织
有了较大的发展，全县共有7
个区，并共同选举成立了城

关区委，实际代行了县委职
责，有党员200余人。舞阳县
委领导城南、城北区委、城
东特支及城关中心支部等16
个支部，党员60余人。遂平
县委领导诸市、城关、潘庄
等 11 个支部，党员约 200
名。西平县委领导12个党支
部，全县党员达240余人。郾
城建有区委2个、学生支部7
个，党员50多人。临颍、上
蔡也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发
展了党员。据统计，中共漯
河中心县委领导的6个县党组
织中，先后有3个县委、10
个区委、约46个支部，750
名党员。

中共漯河中心县委在加
强党组织建设的同时，还非
常重视青年团的工作。1934
年 1月，共青团河南省工作
委员会成立。随之，团省委
加强了对各地团组织的巡视
与领导。1 月，豫中的西
华、漯河、西平共计成立 7
个团支部，约30名团员，并
着手进行党、团分开的工
作。3月，豫中的团支部发
展到 11 个，约 70 名团员，
同时还发展了约60名团的积
极分子参加了团的外围组
织，如儿童团、少先队、小
朋友会等。5月，正式组建
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漯河
中心县委，周泉森任书记，
马怀、刘风琴为委员，机关
设在漯河铜匠巷。这是当时
团省委组建之后河南最早成
立的团中心县委。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漯河中心县委为
广泛发动群众，成立了各种
形式的群众团体，如穷人
会、雇农工会、拥红会、反
帝青年团等，作为党、团的
外围组织联络群众，开展各
种斗争。

为了唤起广大劳动人民
的阶级觉悟，扩大党的影
响，中共漯河中心县委领导
各级党、团组织不断散发、
张贴传单和标语，大造革命
舆论，产生了很好的宣传效
果。

中共漯河中心县委十分
关心群众生活，组织领导了
分粮斗争。1934年 1月，农
民饥寒交迫，中共漯河中心
县委适时组织了分粮、抢
粮、吃大户的斗争。1月 27
日夜，召集了一次会议，由
于当时反动政府规定，晚上7
点上街行人要提灯，否则枪
杀，8点禁止行人。因此，当
晚参加会议的人不多。28日
晚，经过安排，28人代表7
个村庄参加了会议。会议
上，中心县委的同志作了政
治报告，报告了各村的情
形，随后发表了关于分粮斗
争的意见。会议经过充分讨

论，统一了思想和行动措
施，制订了周密的计划。由
于事先的宣传发动及周密的
计划，分粮斗争取得了胜利。

在此之后，豫中各地反
抗地主豪绅、抗捐分粮的斗
争不断进行。遂平县委领导
开展了驱逐遂平县中反动校
长和附小党棍教师的学潮，
进行了反法西斯教育。斗争
取得了胜利，成立了教育促
进委员会，建立了实验小
学，同时还进行了反对修寨
的斗争。西华、郾城等县不
断开展抢麦、抗捐、反豪
绅、算账等斗争。上蔡开展
了反对改用度量衡以及向地

主借粮、预支工钱的斗争。
舞阳发动农民开展了反对保
甲、反对抽壮丁、抗捐、抗
债、抗款的斗争。西平开展
了抢麦、劫狱等斗争。

中共漯河中心县委在紧
密结合群众利益、不断开展
日常革命斗争的同时，还着
重筹备发动遂平秋收暴动和
西华县年关暴动。但由于党
内出了叛徒，遂平秋收暴动
未能起事。西华年关暴动尚
未实施，也因省委遭到破
坏而搁浅。

1932年11月，中共郾城
车站支部根据当时铁路工人
遭受路政当局的压迫剥削情
况，紧紧围绕求生存、争人
权的现实，带领铁路工人进
行了一次又一次不屈不挠的
斗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争
取“车皮捐”的斗争和追悼
工人万斗山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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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末，由于河南省委
代理书记张国诚等叛变，致使
河南党、团组织遭到极大摧
残，省军委书记周骏鸣撤离郑
州，疏散隐蔽到漯河，先到南
郊大荆庄荆清顺家，又到中山
大街西段一民宅住下，并秘密
组建了省军委机关，寻找党的
组织，开展党的活动。沈东平
同周骏鸣在漯河取得联系后，
派谢梅村协助周骏鸣开展工
作。周骏鸣得知省委从郑州转
移到了开封，立即派谢梅村到
开封去找省委。

谢梅村临行前，见到原中
共郾城县委委员、已经叛党并
加入军统的董友坤，将自己去
开封的消息泄露。董友坤暗地
里派特务盯梢。到开封后，谢
梅村几次接头未果，落入军统
河南站的手中。谢梅村经不住
敌人的利诱和审讯，背叛了
党，并加入军统河南站，被派
回漯河充当通讯员。

1935年2月，原河南省委
派往上海学习的郑州豫丰纱厂
党员徐风山叛变，他冒充省委
书记回到河南，组织假省委，
疯狂破坏河南地下党。此后不
久，中共漯河中心县委宣传部
长马得山向省委汇报工作时被
捕。马得山贪生怕死，叛党投
敌，供出了中共漯河中心县委
组织及成员名单，并参加了中
统特务组织，到漯河一带大肆
搜捕中共地下党员。

由于马得山的告密，中共
漯河中心县委书记胥玉清、中
心县委委员兼团中心县委书记

周泉森与舞阳县委组织部长韩
赓尧先后被捕。其后，敌特又
逮捕了原中共漯河中心县委书
记张国鑫等人。3月，马得山领
着徐风山逮捕了周骏鸣。

随后，马得山又带领徐风
山和特务暴乃斌到西华县楚庄
逮捕在楚庄以教书为职业从事
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李子干。
叛徒拿着手枪，押着李子干去
归村。一位楚庄农民看到后飞
快跑回村里，高声叫喊李先生
被土匪拉走了。李子干在村里
教书，同群众建立了极为亲密
的关系。村民一听说李子干被
抓，就拿起武器，火速赶来救
援。附近穆庄、杨庄、柏庄的
群众闻讯也前来助战。徐风山3
人被缴了枪，并被捆绑在东岳
庙的柱子上。群众从他们身上
搜出执行任务信件和写有18名
党员的名单。愤怒之下，群众
将3人枪毙在沙河滩上。

中共漯河中心县委由于叛
徒出卖受到彻底破坏，活动也
就此停止，多名共产党员被捕
后关押在郾城、开封、徐州等
地监狱数年。豫中地区党的组
织活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空
档，中断两三年之久。直到抗
日战争爆发以后，党的组织才
得以恢复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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