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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人讲周口故事”红色文化篇第四讲———

红色三川地 英雄周家口
王爱民

周口市区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

和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原古镇。 她是由周
家渡口———周家埠口———周家口镇———
周口市演变而成川汇区的。 我所讲故事
中的周家口 、 周口就是指现在的川汇
区。 在周口这片热土上， 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 无数中华优秀儿女， 为了救
亡图存、 英勇奋斗， 书写了一个个鲜活
的革命故事。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的今天 ， 重温党的历史 ， 回忆革命故
事， 缅怀革命先烈， 接受红色教育， 对
于振奋精神、 激发斗志、 再创辉煌具有
重要意义。 现在， 我以时空为经， 以事
件为纬， 和大家一起， 重温周家口党的
历史及革命故事。

一、 我党在周家
口的早期组织及抗战
活动

(一) 我党在周家口播撒革命火种
周口是革命老区 ， 早在第一次国

内革命战争时期 ， 周家口就有了党的
秘密活动。 1928 年 5 月， 中共豫东特
委派遣共产党员李子纯打入国民党周

口市党部 ， 开展党的活动 ， 播撒革命
火种 。 1929 年 ， 中共豫东特委派徐
庶 、 张文清来周家口 ， 在沙河南北两
岸设立两个联络站 ， 开展党的秘密活
动 ， 印发革命传单 ， 传播马列主义 。
1931 年 6 月， 豫东中心县委由淮阳移
驻周口 ， 建立中共特别支部开展党的
工作 ， 徐庶任书记 ， 张海波任组织委
员……1937 年抗战爆发后 ， 周口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 积极投身抗
日救亡活动 ， 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
英雄人物和英雄故事。 2014 年， 民政
部公布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
为国捐躯的 3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
雄群体名录 ， 其中就有高志航 、 沈东
平 、 彭雪枫 。 他们都与周口有着密切
的联系 。 高志航烈士曾经血洒周家口
机场 ，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称赞他
是 “中华民族的英雄， 为抗日牺牲的，
为民族牺牲的”。

（二） 周家口抗日保卫战时的局势
1938 年 9 月， 淮阳沦陷后， 日军

为了控制整个豫东 ， 就对周口虎视眈
眈 ， 妄图占领 ， 以便切断豫皖交通 ，
扼死豫东南水上交通 ， 控制平汉铁路
线 ， 驰援武汉会战 ， 占领全部中原 。
10 月中旬， 日军对周口发动了持续数
天的猛烈进攻 。 当时由于北大堤挡住
了汹涌的黄水 ， 周家口以北变成了宽
达 20 余里的水乡泽国———黄泛区。 日
军从开封 、 商丘 、 徐州等地调来了大
批汽艇 、 木帆船 、 橡皮舟 ， 调集装备
精良的铃木旅团 ， 作为进攻周家口的
主力部队 。 铃木旅团因在徐州会战中
没有遭到顽强抵抗 ， 因而十分狂妄 ，
叫嚣着要 “打到周家口吃月饼！”

当时 ， 周口市区一带由国民党骑
兵十四旅旅部和直属的四个连———机

枪连 、 迫击炮连 、 特务连 、 学兵连共
千余人驻守 ， 还驻有七区行政督察专
员的保安队 ， 贾鲁河以西驻有张位明
领导的共产党的游击队 。 十四旅是骑
兵 ， 没有重武器 。 全旅只配有 4 门迫
击炮、 6 挺重机枪， 其余全是马步枪、
手榴弹和大刀 ， 而日军却拥有飞机 、
大炮和大批汽艇 、 船只 ， 敌我力量悬
殊 ， 抗战形势非常严峻 ， 周口一旦失
守 ， 将对豫东抗日根据地 ， 对整个中
原地区造成严重威胁。

（三） 抗日期间， 我党在周家口开
展革命工作

为了打赢周口抗日保卫战 ， 中共
豫东特委 、 中共周家口市委做了大量
的统一战线 、 党的组织建设 、 宣传发
动和后勤保障工作 ， 为周口抗日保卫
战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是做好统一战线工作 。 在豫东
地区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是河南省委

军事部长后来兼新四军四师师长的彭

雪枫 ， 他到周家口做河南省第七行政
督察专员公署专员 、 国民党中央监察
委员刘莪青的统战工作 ， 邀请豫东特
委与第七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联合在周

口举办抗战建国训练班 ， 培养抗日干
部 ， 由第七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出面 、
出钱， 由豫东特委派出教官进行培训，
使抗战培训工作合法化、 公开化。

二是 做 好 党 的 组 织 建 设 工 作 。
1938 年 9 月， 周家口抗日保卫战即将
发生的时候 ， 中共豫东特委委派张先
舟到周家口组建中共周家口市委 。 张
先舟利用合法身份 ， 除做好抗建班工
作外 ， 积极发展党组织 ， 组建了周家
口第一个中共基层党组织———抗建班

党支部 ， 自己兼任支部书记 ， 先后发
展了十多名中共党员 。 随着党员队伍
的扩大 ， 1938 年 10 月 ， 报豫东特委
批准 ， 成立了中共周家口市委 ， 张先
舟任书记 ， 贾兼善任组织委员 ， 汪治
任宣传委员 ， 李波人任青年委员 。 汪
治利用在十四旅合法身份 ， 在士兵中
秘密发展党员 ， 在十四旅秘密建立党
支部 。 1938 年 10 月 ， 经张先舟等介
绍 ， 周家口电话分局局长白毅之加入
中国共产党 ， 并在电话局建立党支
部 。 1939 年 4 月 ， 中共豫东特委指
定白毅之担任中共周家口市委第二任

书记 ， 并组建了杨脑 、 苑寨 、 黄楼 、
市内四个党支部。

三是做好宣传动员工作 。 周家口
抗日保卫战开始前 ， 中共周家口市委
组织宣传发动民众 ， 到大街上张贴宣
传标语 ， 白毅之油印大量的宣传单分
发给士兵 ， 张侠向士兵们宣讲抗战道
理 ， 教唱抗战歌曲 ， 汪治给士兵宣讲
毛主席的 《论持久战》， 坚定士兵抗日
救国的坚定信心。

四是做好战斗的后勤保障工作 。
周家口市委做好周家口商会的工作 ，
动员周家口爱国商人积极为抗战捐款

捐物 ， 保障战时士兵的食品 、 水和物
资供应 ， 为战斗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
后勤保障。

（四） 周家口抗日保卫战
日军对周家口进犯， 是从 1938 年

10 月 6 日开始的， 每天天刚亮， 日军
就出动成批飞机对我军阵地进行轮番

轰炸。 10 月 9 日拂晓 ， 几乎于飞机轰
炸市区的同时 ， 日军从淮阳子午营出
发 ， 一个旅团几千人的兵力 ， 乘坐百
余只汽艇 、 橡皮艇和木船 ， 架着机关
枪 、 迫击炮 ， 向周口进犯 。 周口防守
军民于曹寨英勇抗击 ， 打死打伤日军
多人。 日军进攻受阻后， 动用了飞机、
大炮进行猛轰滥炸 ， 我方战士进行有
效阻击后撤退到李多楼村进行防御 。
日军在曹寨设立了指挥部 ， 又发动了
对李多楼村的进攻 。 我军将士凭借房
屋 、 断垣残壁 、 土岗等掩体 ， 多次打
退敌人的进攻 ， 最后撤退到北大堤防
线进行顽强战斗 ， 等到日军再次进攻
进入我有效的射程内时 ， 战士们把枪
炮伸到了堤岸上， 一声 “打”， 枪声炮
声响成一片 ， 整个战场炮声隆隆 ， 火
光冲天 ， 烧红了的铁球 、 耙齿 、 碎犁
面、 铁砂， 随着滚滚的硝烟， 像闪电、
像飓风一样冲出炮膛 ， 击中了无数日
寇， 掀翻了条条敌船。

这次战斗， 总共持续了一周左右，
其中最激烈的攻守战则是最后三天三

夜 。 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被我们击
退了 ， 伤亡惨重 ， 最后 ， 不得不留下
几百具死尸逃回了淮阳县城 。 此役战
果辉煌 ， 击毁敌人汽艇 、 木船 、 橡皮
舟几十艘 ， 击毙日军几百名 ， 日军指
挥官铃木因战败剖腹自杀在黄水窝的

破窑中 。 周家口抗日保卫战是豫东平
原的抗日大捷 ， 由于豫东党的领导和
中共周口市委的坚强努力 ， 周口军民
的顽强战斗 ， 挫败了日军从周口从平
汉线进攻武汉的计划 ， 深刻影响了全
国的抗战形势 ， 体现了周口人 “责任
担当 、 勤劳智慧 、 坚韧不拔 、 守望相

助” 的优秀品质。

二、 周家口的解
放历程和红色政权的
建立

解放初期， 周家口的红色政权是在
与国民党反动派反复战斗中建立起来

的。 周家口这座历史文化名城， 当我解
放军攻克又主动转移的时候， 敌人又猖
狂地进行反扑， 从 1947 年 4 月到 1948
年 7 月 15 个月期间， 这种你来我往的
“拉锯” 式战斗不下 10 余次。

（一） 周家口首次解放
1947 年 3 月初， 国民党集中兵力，

妄图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豫皖苏军区独立

旅大举 “清剿 ” ， 而我独立旅采取了
“避实就虚， 出其不意” 的战术， 一举
攻克敌兵力较弱的太康县城， 然后挥戈
南下， 于 4 月 23 日拂晓， 以迅雷不及
掩耳之势攻下了豫皖重镇———周家口，
当即歼灭了城内守敌 ， 并捣毁其指挥
部。 解放军在市内各街道张贴了安民告
示， 宣布周口首次解放。 由于战争形势
的需要， 这支部队虽然只在周口停留了
两天便又进行了战略转移， 但却稳定了
民心， 极大动摇了国民党在周口的反动
统治， 同时， 也使周口从此进入了 “拉
锯” 状态。

（二） 激战关帝庙， 二次解放周家
口

1947 年 7 月 24 日晚， 豫皖苏军区
中原独立旅攻克周家口。 豫皖苏部队已
占领南寨， 敌交警退缩到沙河北岸及关
帝庙附近负隅顽抗。 解放军决定迂回包
抄， 分别从沙颍河的上下游， 从贾鲁河
和康湾渡口渡河， 包围北寨敌人。 7 月
25 日拂晓， 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成三面
合围， 将守城的国民党军全部压制到北
岸的关帝庙内。 国民党交警 17 总队的
第二、 三大队和机炮中队千余人撤入关
帝庙后负隅顽抗 ， 解放军分别从东 、
西、 南向关帝庙迂回包抄， 通过小街小
巷 、 穿墙过院 ， 进行巷战 ， 接近关帝
庙。 11 时 30 分， 主攻部队全部接近围
墙， 采取挖墙和搭云梯的方法攻入院内
……周家口的人民群众听到我军全歼敌
人的胜利消息后， 欢呼雀跃， 纷纷涌入
关帝庙祝贺。 部队首长将缴获的物资除
留下一部分作为军用外， 剩余的悉数分
给当地群众。 当天下午 5 点 ， 解放军
撤离周家口， 又投入到新的战斗。

（三） 周家口的第三次解放
1947 年 10 月 22 日 （农历九月初

九）， 陈毅、 粟裕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
军三野第八纵队 23 师 69 团和 24 师
71 团奉命解放周家口。 解放军抽出两
个营的兵力， 从北寨东西两侧猛攻， 敌
人被迫退往南寨， 解放军乘胜追击， 强
渡沙颍河 ， 三面齐头并进 ， 开展了巷
战。 经过半夜的激烈战斗， 至黎明击溃
驻防在周家口的敌兵， 使周口第三次回
到了人民的怀抱。 此役共击毙、 击伤、

俘虏敌人 1500 余人， 并缴获大量武器
弹药和军用物资。 同时， 解放军乘胜追
击， 顺势解放了商水县城。

（四） 周家口红色政权的建立
1948 年 1 月 17 日， 经中共豫皖苏

区党委批准， 18 日宣布周口市人民政
府正式成立， 归属淮阳专员公署管辖，
由商水县委书记窦柏祥兼任周口市第一

任市长。
1948 年 1 月 ， 刘邓大军南路经周

口时， 窦柏祥市长请求上级给周口市政
府增加干部力量 ， 军区政委吴芝圃与
“黄河纵队 ” 协商 ， 挽留其中的 36 名
干部， 分配到周口市人民政府工作， 其
中有方平、 康强、 祝新民、 沈铁民、 钱
海龙、 管义顺等同志。 这部分干部的接
收， 为周口市的建政工作充实了力量。

（五） 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反扑
国民党反动派是不甘心我们建立政

权的 。 1948 年 3 月 6 日 ， 国民党 “王
牌” 军队十一师， 突然从淮阳和商水两
面出动， 袭击周家口。 市政府闻讯， 立
即通令全市工作人员向槐店转移。 南寨
区长方平， 区员康强、 钱海龙为了掩护
群众积极分子安全撤退， 迟走一步， 在
东堤子街大椿树下与敌十一师便衣队遭

遇， 康强同志不幸中弹牺牲 ， 方平被
捕。 敌人对方平进行严刑审讯， 逼他说
出我党政军情报， 方平同志大义凛然，
坚贞不屈， 宁死不说。 3 月 8 日， 方平
在老桥南头东边的河滩上被敌人杀害，
并惨遭暴尸。 后来， 附近的群众冒着被
杀头的危险，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
把方平的尸体偷偷抢回来进行安葬。 现
在方平、 康强等烈士安葬在周口烈士陵
园 。 无数事实说明 ， 你关心百姓的疾
苦， 百姓牵挂你的生死； 你把百姓放在
心上， 百姓把你扛在肩上。 只有时刻想
着人民， 人民才会拥护你， 冒着生死危
险保护你。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
山。

三、 从周家口整
编出发的中国人民解
放军英雄十五军

（一） 解放军第十五军在周口整训
的背景

1949 年 1 月 15 日， 根据党中央、
毛主席关于积极准备向长江南岸进军

的指示 ， 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从淮海
战役的硝烟中下来 ， 奉命西移到河南
周家口进行整训 ， 九纵司令部安置在
沙河北岸的关帝庙。

秦基伟将军的回忆录记述了这次

整训的背景及过程 。 这是一次自上而
下的比较大的思想动员 ， 从思想上 、
组织上 、 物资上为渡江作战做准备 。
同时也是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 。 毛主
席的新年献词 《将革命进行到底》， 描
绘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宏伟蓝图。 但是，
由于蒋介石玩弄 “引退 ” “求和 ” 的
花招 ，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也主张国共

两党以长江为界停止冲突 ， 实现南北
分治的所谓 “和平”。 是将革命进行到
底还是半途而废的问题 ， 严峻地摆在
了部队面前 。 由于长年奋战 ， 部队中
小生产者革命的不彻底性也开始抬头，
军中个别官兵产生了厌战情绪 。 将指
战员的思想意志统一到党中央 “将革
命进行到底 ” 的伟大决策上来 ， 成为
刻不容缓的中心工作。

（二） 十五军周口整训的内容
这是一次包括家属在内全军普遍发

动的思想教育运动 。 部队坚持正面教
育， 主要是通过诉苦， 认清国民党反动
政权是一切剥削压迫的总祸根， 从而理
解 “打过长江去” 的必要性。 干部则以
《将革命进行到底》 为基本文件， 开展
大讨论， 进行自我检查和思想互助， 集
中解决 “政治上过长江” 的问题； 明确
我党关于实现国内和平的立场和方针，
揭露敌人企图以 “和平 ” 姿态蒙蔽舆
论， 牵制我军行动， 争取喘息之机的阴
谋， 树立 “敢战” 方能 “言和” 的策略
思想 ； 坚定 “打过长江去 ， 解放全中
国” 的意志和信念。

在政治整训的同时 ， 为了便于渡
江作战， 根据中原野战军 1949 年 2 月
整编命令 ， “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 ”
改编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军 ”，
隶属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建制 ， 秦基
伟任军长， 谷景生任政委。 这年春节，
十五军是在周口过的 ， 周口市委 、 周
口市政府组织了大型慰问活动 ， 进行
了文艺演出， 热闹异常。

整训中 ， 十五军广泛开展群众工
作 ， 经常同群众开展各种联欢和比赛
活动 ， 人民群众对我军十分拥戴 ， 离
开周口时 ， 不少青年学生参了军 ， 随
军奔赴渡江前线。

（三） 一封家书的故事
在周家口整训的第十五军军部随

营学校政工队有一名叫王立君的解放

军战士 ， 配合部队整训 ， 给家人写一
封充满深情的家书 ， 反映了战士的思
想觉悟和渡江的决心 ， 反映了对胜利
对全国解放充满信心。

1949 年 1 月， 隆冬时节 ， 豫东平
原数九寒天 ， 这是一年之中最冷的时
候。 部队休整， 少了行程劳顿， 也给了
王立君想家的空间 ， 他给家人写了封
信。 在信中， 他对父母兄弟说， “上次
来信听说咱家中什么苦难都没有， 同时
家庭还很和顺， 我非常高兴。 也就是共
产党领导之下， 同时你们劳动努力， 才
达到这样幸福的时光 。” 他对妻子说 ，
“现在革命马上就要胜利了， 希望你在
家好好孝敬父母， 多替为夫行孝……我
现在十五军军部， 中原全部解放了， 我
在周家口驻防， 不久就要打过长江去，
望家中不必挂念。” 一位普通战士的家
国情怀 ， 在字里行间迸发 。 1949 年 2
月 28 日， 这封带着王立君的无限思念
的家书 ， 从周家口寄了出去 。 3 月 5
日 ， 其所在的第十五军就离开了周家
口， 踏上了渡江作战的征程。 1950 年 3
月， 西昌战役冕山镇一场战斗中， 王立
君血洒战场， 壮烈牺牲。 1951 年 3 月
9 日， 解放军第 132 团为王立君的家人
颁发了由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 政治委
员邓小平签发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
军区革命烈士证明书”。 烈士的家书是
从周家口寄出的， 周家口是烈士与家人
最后联系的地方， 周口是联系烈士与家
人的纽带和最后的记忆 。 从周口出发
的， 还有很多随十五军出发的军人， 周
口这个英雄的城市名字将与他们英勇战

斗的故事一起永世长存。
（四） 英雄十五军的辉煌
抗美援朝战争中 ， 上甘岭战役最

惨烈的一仗就是由第十五军打的 。 那
真叫一个惊天地泣鬼神 。 美军的炮火
把我们的阵地炸成一片焦土 ， 阵地的
土石都被炸松了一到两米 ， 第十五军
的将士们却寸步不退 。 他们说 ， 请祖
国人民放心 ， 请毛主席放心 ， 第十五
军只要还有一个人在 ， 上甘岭的战斗

就要继续打下去 ！ 上甘岭战役 43 天 ，
十五军牺牲 5319 人， 主力师班长伤亡
率 100%。 那些可歌可泣的战斗英雄革
命烈士黄继光 、 邱少云 、 孙占元等都
来自于第十五军 。 上甘岭这一仗 ， 打
出了军威 ， 打出了国威 。 美国及联合
国军 ， 不得不在停战协议上签字 。 我
方的坚守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军队的

实力 ， 就是中国军队有能力守住任何
想守住的阵地 。 这一仗洗刷了中华民
族百年的耻辱 ， 使站起来的中国屹立
在世界的东方。

这支英雄的部队 ， 走出了一大批
战功赫赫的开国将军 ， 比如秦基伟 、
向守志两位上将 ， 谷景生 、 何正文 、
崔建功、 张显扬四位少将等等。

“一百年沧桑巨变， 九万里风鹏正
举”。 光荣的革命传统和红色基因早已
融入了周口儿女的血液中 ， 革命传统
薪火相传 ， 红色基因血脉永续 。 烈士
们曾经为之抛头洒血的周家口 ， 如今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烈士的美好
遗愿正在变成现实 。 岁月静好是因为
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 。 这块土地上的
共产党人 ， 正坚守初心 、 担当使命 ，
以栉风沐雨 、 夙兴夜寐 ， 呕心沥血的
拼搏精神， 兑现着 “大干快上三五载，
请君再看周口城 ” 的庄严承诺 ， 以建
设 “满城文化半城水 ， 内联外通达江
海 ” 的中原港城的优异成绩向周口人
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 向建党 100 周
年献上一份厚礼。

我们今天的宣讲 ， 就是要阐释一
个目的： 牢记历史， 是为了开创未来。
无论我们走多远 ， 都不要忘记来时的
路 。 我们宣讲红色故事 ， 就是重温党
的历史 ， 就是铭记历史 、 缅怀先烈 、
珍爱和平 、 开创未来 ， 学党史 、 悟思
想 、 办实事 、 开新局 ， 就是对先烈的
敬重和怀念 ， 就是对党的历史和红色
文化的尊重和传承。

铭记一个宗旨 ： 不忘初心 ， 牢记
使命 ，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我们的
权力是谁给的 ， 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
洒热血打下了江山 ， 取得了政权 ， 是
为了什么 ？ 我们的初心使命是 ， 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传承一种精神 ： 责任担当 ， 坚韧
不拔 。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
“两个一百年 ” 交汇期 ， 我们要弘扬
“责任担当、 勤劳智慧、 坚韧不拔、 守
望相助 ” 的周口人品质 ， 在把握新发
展阶段中寻求新机遇 ， 在贯彻新发展
理念上展现新作为 ， 在融入新发展格
局中发挥新优势， 再创新辉煌。

实现一个目标 ： 坚定走好周口高
质量跨越发展出彩之路 。 幸福生活都
是奋斗出来的 。 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
良作风坚定信心 ， 凝聚力量 ， 把由此
而激发起来的热情 ， 转化为实现周口
高质量跨越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 奋
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周

口绚丽篇章。
王爱民 ： 周口市川汇区人 ， 原中

共周口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 市政
协文史研究员 、 高级政工师 。 长期致
力于周口历史文化的研究与探讨 ， 曾
在 《周口日报 》 《周口晚报 》 发表
《从荒村野渡到中原名镇》 《曾国藩与
周口 》 《周家口商贸文化 》 《京汉铁
路拐弯之谜 》 《周口中心城区文化内
涵研究与思考 》 等周口历史文化系列
文章 20 多篇。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周口报业传媒集团 宣

王爱民讲述“红色三川地 英雄周家口”。 记者 王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