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遭受严重破坏遭受严重破坏 转入地下斗争转入地下斗争
——抗战相持阶段漯河革命斗争（三）

■本报记者 齐国霞 特邀顾问 刘志伟

共产党人遭迫害，形势
更加恶化

1 疯狂反共，党组织活动中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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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用“边角料”减少餐饮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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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路与泰山路交叉口，一男子骑电动车
闯红灯。

泰山路新大新超市门口，垃圾无人清理。 香堤左岸1号楼2单元，有人私搭乱建。月湾湖东路京华合木幼儿园门口，家长随
意停车。

魏新梅：投身公益14年

邢丽平：让社会充满爱

漯河被日本侵略军侵占前是国民党政
府政治战场的桥头堡，是各派系各阶层交
易的中转站。当时在日本占领区与国民党
统治区犬牙交错而漫长的边界线上，只有
洛阳—漯河—界首这条交通线是侵华日军
总司令冈村宁次与何应钦所达成协议中唯
一不受干扰的“国际”通道，其余交通线
均因战争而遭到封锁，来去太原、平津、
东北、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旅客商
人，都必须走这条道路。

漯河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战略地位，很
快引起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重视。1940年
初，蒋介石委任其心腹汤恩伯为第一战区
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驻防河
南。汤恩伯以叶县为巢穴，拥有第十九、
二十八、四十五、十五、三十一5个集团
军，还掌握了第十二、九十二、九十七军
以及暂十五军、暂九军、骑二军，加上统
辖的黄泛区以东各地的挺进部队约80个纵
队以及独立旅、补充团等共约40万之众，
分屯于河南中部及豫皖边境。汤恩伯一到
漯河，就设立了自兼主任委员的豫皖苏鲁
边区总司令部整训委员会，并在漯河设立
豫西警备司令部。

1941年，为加强对4省人民的统治，
汤恩伯又在漯河设立“鲁苏豫皖边区党政
分会”。这个独裁机构，比战区司令部和
各省政府权力都大，内部组织五花八门，
对其所辖地区有人事任免权、刑事审判
权、苛捐杂税征收权等，集党、政、军大
权于一身，因此，人称汤恩伯为“中原
王”。随后，汤恩伯又在郾城五里庙开办

“鲁苏豫皖边区司令部整训班”，培训骨
干，网罗爪牙；还和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
戴笠勾结，在叶县开办“中正学院”“政
治学院”，在漯河开办挺进部队训练班和
其他各种各样的军事学校、党政训练班，
诱骗青年充当他们独裁统治的工具。

1942年，汤恩伯接受蒋介石“迅速清
剿伏牛山区共产党”的密令，对特工人员
进行专门的反共特别训练，同省政府、省
党部共同组成“伏牛山区工作团”，专事
破坏豫西党组织，大搞“自首”“自新”
活动。此外，国民党还在漯河设置了各种
特务机关，有军统局河南站漯河组、国民
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特检处漯河邮电检
查所、财政部缉私署漯河检查所、财政
部战时货运管理局漯河运输站、军事委
员会华北工作督导团漯河招待站、中统
漯河站、县党部调查室等。这些特务机
关配合汤恩伯在漯河布下天罗地网，专
事破坏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士的抗日革命
活动。他们对共产党的政策是“有错
拿，没错放”“宁肯错抓一千，也不轻放
一个”“宁亡于日，不亡于共”。因此，
漯河乃至整个豫西面临抗战以来前所未
有的严峻形势。

1940 年春，由于叛徒告密，
郾城县县长刘焕东带人到小商桥学
校，妄图破坏中共郾城县委机关。
但由于县委应变及时，校内党员转
移迅速，刘焕东只抓到一名共产党
员。恼羞成怒的刘焕东勒令召开全
校大会，当众斥责，迫令校长下跪
认罪，最后以撤去校长职务了结。
之后，国民党郾城县党部、三青
团、县政府、军统、中统互相勾
结，互通情报，采取联合行动，抓
捕共产党人。在此情形下，郾城县
委书记张威紧急指示各区委：“郾
城局势更加恶化，反动派疯狂反
共，通知下边同志提高警惕，在学
校的同志要少接头，表现要更加灰
色；登记愿转移到新四军的同志名
单，下次接头时带给县委；某些同
志可以打入三青团掩护自己身份；
如果失去联络，可去商桥学校或老
官田村找东北区委书记田德甫（田
方）同志，让他转寻。”

不久，因形势进一步恶化，张
威夫妇遵照张维桢的指示离开了商
桥学校，蔡永令、田方亦离乡出
走，只有胡开化坚持领导郾城地下
斗争。4月，胡开化在郾城被捕，
郾城党的活动转入低潮。10月，因
叛徒泄密，国民党郾城县党部又逮

捕了达德高中许嘉祯、许嘉禄等多
名地下共产党员。12月，蔡永令受
豫东党组织的派遣，返回郾城了解
县委遭破坏的情况，准备恢复郾城
党组织，但漯河警备司令部特工大
队迅速抓捕了他。他先后被关押在
漯河、叶县、鲁山、许昌等地，后
因没有查出证据，才被取保释放，
以教书为名在郾城小曹学校隐蔽起
来。至此，郾城党组织遭受到严重
破坏，有组织的活动中断。

1941年秋，国民党舞阳县党部
书记长陈芾南及三青团干事长刘馨
吾协助国民党调统室派驻舞阳的栗
陶初进行调查工作，他们伙同驻舞
阳的国民党二十九军政工主任卢干
石逮捕了地下党员张复生等，严加
审讯后，强迫其自首。与此同时，
县政府又逮捕了多名地下共产党
员，威逼利诱，强迫他们脱离共
产党组织。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
军司令部下令逮捕陈林堂，并从
其家中搜出几十斤 《新华日报》。
后因其兄陈芾南贿赂大洋两万
元，陈林堂自首，声明脱离共产
党方才获释。

1943年初，共产党员贾增重被
捕。他长期在舞阳活动，又在豫皖
苏抗日根据地工作过，掌握当地党

组织的大量情况。当局把他关押在
舞阳南街督察处，施以酷刑，贾增
重懦弱怕死，供出了部分当时仍在
舞阳活动以及已撤往根据地的共产
党员，后移送至叶县警备司令部，
又被迫供出许多共产党员，加上第
一次供出的有近30人。根据贾增
重提供的线索，刘馨吾协助卢干石
及叶县任店青训团特务高述职等，
先后抓到李振华、王树文、高诚
忠、王世瑞、高文彬、张联芳等多
名共产党员，送叶县陆军监狱受
审，后转入叶县任店青训团集训，
企图改造他们思想，让他们为其反
动统治服务。汤恩伯驻军及特务、
当局互相配合，到处抓捕共产党人
的同时，汤恩伯还指派三青团大肆
活动，极力拉拢广大青年，发展团
员，与中共争组织，争人数，争力
量，进行诬蔑共产党的宣传活动。
国民党的爪牙机构警察局，更是配
合特务组织，以维持地方秩序，保
卫民众安全为由，到处刺探、逮捕
革命人士和进步群众，破坏共产党
的地下组织。在汤恩伯统治的几年
中，漯河地区的党组织遭到极大破
坏，绝大多数被迫停止了活动，隐
蔽下来的党员也纷纷遭到逮捕，被
强迫自首，并被送劳动营集训。

1941年6月，中共中央农村工
作委员会主任吴德峰先后派中共党
员胡赞扬、王方明从延安回到家乡
舞阳，负责建立联络站和开展策反
工作，并且指示他们可以加入国民
党，不与当地地下党组织联系，
见机行事，和中立的甚至反动人士
交朋友，用密信直接同中央农村工
作委员会联系。胡赞扬回到家乡
后，先是了解情况，站稳脚跟，向
上级汇报本地政治情况。胡赞扬以
担任教员、国民党塘澧乡乡长的公
开身份，与被认为可靠的失去组织
联系的同志以及有革命觉悟的群众

广泛接触，同他们交流对战争形势
的看法以及如何为抗日民族事业做
些贡献。他通过关系，密切了解新
四军在平汉线以西的活动踪迹，以
便相机联络。王方明深入国民党地
方武装内部，担任大队长。经过努
力，王方明掌握了部分兵力，以备
条件成熟时拉出队伍参加新四军。

1942年春，蔡永令主动找到
中共地下党员李学文，请求与党
组织取得联系。后因日军渡黄河
西犯，漯河一带形势紧张，蔡永
令接任了郾城县大刘镇镇长的职
务。他以此为契机，利用地方各

路土匪的矛盾，以匪治匪，除掉
多名残害人民、对党的活动有威
胁的匪首，并积蓄了一定的武装
力量。在此期间，临颍早期的9名
地下党员，通过酝酿、联络，在
夏城召开秘密会议，成立了“抗
日救国委员会”，组织抗日武装斗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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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玲玲
5月9日早上7点半，64岁的

义工魏新梅在烟厂花园广场开始
忙碌起来：拉横幅、搬桌椅……
早上 8点，待一切准备就绪后，
前来理发的老人已经排起了队。
魏新梅拿起理发器，一边与老人
拉着家常，一边娴熟地为老人理
发。

“她说话和气，服务周到，对
我们很好。”前来理发的刘阿姨
说。

当天上午，为最后一名老人
理完发后，魏新梅长舒了一口
气。顾不上休息，她又开始收拾
桌椅、工具，打扫卫生……

“说实话，忙了一上午很累，
但能帮助别人，我很开心。”魏新
梅说。

2007年以来，魏新梅每周六
上午都会在这里参加志愿服务活
动。目前，魏新梅累计为残疾
人、环卫工人理发2000多人次。

“每次她都来得最早、走得最

晚，脏活儿累活儿抢着干。”义工
苏永福说。

在石油小区，魏新梅是大家
公认的热心肠，被邻居称为“义
务清洁工”“编外主任”。

“只要有空儿，我就会打扫小
区卫生，所以大家叫我‘义务清洁
工’；大家不管有啥事，只要找到
我，我就会尽力帮忙解决。解决
不了的，我就反映给社区，所以
他们又叫我‘编外主任’。”魏新
梅说，“创文期间，社区要给我们
小区墙体喷漆，作业时需要吊
车，一些居民担心影响出入不配
合。我就挨家挨户地上门做工
作，最终得到了他们的支持，这
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除了小区居民，漓江路社区工
作人员对魏新梅也称赞不已。“有
求必应，不管啥事儿，她都做得很
好。”该社区工作人员王艳说。

“退休后，我积极参加志愿
服务活动，能帮助别人，我很充
实。”魏新梅说。

■本报记者 朱 红
43岁的邢丽平是全职妈妈，闲暇之

余，她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帮助他人。
“我第一次参加公益活动是在2019

年年初，当时跟着公益团队到舞阳县保
和乡朱耀环小学看望学校的留守儿童，

给他们带去了学习用品和生活物资，陪
他们吃饭、画画、做游戏，每个孩子的
脸上都洋溢着笑容。那天我很欣慰，觉
得孩子们需要更多的陪伴，我就想以后
有机会一定要多参与这样的活动。”5月
10日，邢丽平说。

近几年，邢丽平已经参加了50余场
公益活动。

“有一次，我和其他志愿者去敬老院
看望老人，当我们准备离开时，老人们
说，我们的到来给他们的晚年生活带来了
快乐。正是这句话，让我觉得我们做的事
情非常有意义，因此，只要有时间，我们
都会去看望敬老院里的老人。”邢丽平说。

今年“五一”劳动节，邢丽平又和
其他志愿者在马路街、顺河街等街道给
环卫工人送去口罩、水杯、毛巾等物
品，向他们表达敬意。

“我为我的孩子树立了榜样，得到了
家人的认可。同时，我也希望大家奉献
自己的爱心，让社会充满爱。”邢丽平
说。

友善如公民德行的阳光，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

剂。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显著区别，就是人与人的交往突破了血缘地域的限
制，构建起一个“陌生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
亲善、互助、友爱变得尤为珍贵。热心公益的邢丽平就是我市众多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代表之一。

4月26日至5月10日，市城管局园林绿化养护中心对市区19个路
口遮挡交通信号灯、指示牌和摄像头的行道树进行修剪。

本报记者 朱 红 摄

■见习记者 刘净旖
“过去炒莴笋，我把叶子扔

掉了，现在利用起来，搭配其他
蔬菜，可以做出新的菜肴。”5月
9日，家住市区民主路的钱女士正
处理着莴笋的‘边角料’，准备做
可口的饭菜。

钱女士告诉记者，她的孩子
最近放学后总念叨老师教育他们
要减少餐饮浪费。作为家长，她
要以实际行动为孩子树立榜样。

市区马路街新天地附近的一
家早餐店，每天早晨最受欢迎的
要数陈阿姨做的小菜腌萝卜皮。

陈阿姨告诉记者，她的早餐店经
常要用萝卜，她在网上看到有人
把萝卜皮利用起来，她也学习了
腌制方法，把萝卜皮腌成咸菜，
没想到挺受顾客欢迎。

“如今不少餐饮企业推行激励
机制，加强菜品研发设计，从源头
减少浪费。把‘边角料’巧妙利用
起来，既美味又养生。”市餐饮与
饭店行业协会秘书长张肖阳说。

“生活条件好了，我们更应该
从细微处节约食材，妙用‘边角
料’，让每部分都物尽其用。”采
访时，不少市民说。

■见习记者 刘净旖
“没有听过漯河那你一定听

过双汇，快打开高德地图锁定漯
河的方位。装备上一颗炽热的心
不会荒废，漯河人坦诚相待就连
喝酒都不会装醉……”近日，一
首节奏感十足的说唱歌曲《沙澧
之子cypher》悄然走红。歌曲的
创作者是我市的一群“00后”，他
们用歌声表达对家乡的热爱。5月
11日，记者通过微信采访了歌曲
创作者之一熊梓辰。

熊梓辰告诉记者，他们的团
队成员有谷子厚、陈昊、胡怿
寒、陈思宇，目前都在郑州上大

学。今年 1 月，他们组建了团
队。2月，他们创作完成了歌曲
《沙澧之子cypher》。“五一”假
期，他们把歌曲上传到网络，短
短几天，点击量超过20多万。

“我从小喜欢音乐，但那时学
习紧张，没有时间练习。进入大
学后，我想把小时候的梦想重拾
起来。”熊梓辰说，当他把这一想
法说出来时，得到了几个好朋友
的支持，他们便组建了团队。

“我们今后还会继续创作歌
曲，融入更多本土元素，让更多
的人了解漯河，爱上漯河。”熊梓
辰说。

大学生创作歌曲宣传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