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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5 月 31 日， 湖北省武汉市一家医院的病房里，
一位高寿老太太静坐轮椅， 和善安详。 医护人员走
来，她微微点头。这位老人叫胡雪林，看似平静如水，
谁能想到她是一位百岁老红军， 经历过革命的大风
大浪。她较少言语，偶尔表达的却是心灵最深处的红
色记忆。

胡雪林，1925 年出生于河南省西华县， 父亲胡
晓初是上世纪 30 年代西华县抗日活动的组织者、领
导者。 在党的指导下， 胡晓初牵头创办了 “普理学
校”，宣传普及马列主义真理。 胡晓初后来任新四军
游击支队二总队总队长，1941 年壮烈牺牲。

在父亲和党组织的教育培养下， 从 1935 年起，
胡雪林先后参加儿童团、豫东特委宣传队、西华人民
抗日自卫军宣传队。胡雪林 1941 年到新四军四师卫

生部工作，1946 年又调入华东野战军医院。 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她一直在湖北省委党校工作，直到
离休。

战争年代，新四军女战士胡雪林驰骋大江南北，
战斗在淮北、豫东大地。 一同参加新四军的妹妹，在
洪泽湖畔被日寇飞机炸死。

胡雪林养育过 7个孩子。 1984年离休后，一直住
在省委党校的普通宿舍。 她的小儿子成卫东说：“母
亲原本可以住更大更好的房子，但她拒绝了，也拒绝
使用单位配备的公车。 ”

最近几年，年事已高的胡雪林长期住在医院。护
理人员介绍， 老人有时神志不清， 目前已经很少说
话。 不过也有例外， 一看到佩戴党员徽章的医护人
员，她就主动说 “党员，好人，干好事的”。 遇到军人
前来探望，她会举起右手，颤巍巍地敬礼。

5 月 31 日下午，周口日报《周口红色记忆》采访

记者，前来探望受人尊敬的老红军胡雪林。对于一些
问候的话语，老人似乎无动于衷。记者在一张白纸上
写下“沈东平”三个大字，很长时间没有开口的老人
轻轻点头，轻声说：“共产党的领导！ ”沈东平曾任中
共豫东特委书记，初来西华时，就住在胡雪林家。 沈
东平曾教她识字唱歌， 是共产党把她引上革命的道
路。 记者又写出“彭雪枫”三个大字，没有迟疑，老人
先是点头，又小声说：“新四军的领导。 ”在新四军的
队伍里，她跟随彭雪枫出生入死。共产党人彭雪枫的
光辉形象，已深深镌刻在她的记忆里。记者还想听她
讲述更多的故事，未能如愿，只得听她的儿子提供一
些信息。

探望截止时间已到，记者向老人挥手再见。老人
短短几句话、几个动作，饱含着对历史的铭记，透露
出那一代革命者的追求与信仰。这也是最丰富、最感
人的红色记忆。 ②22

叶寨大捷
□记者 王锦春 张洪涛 王丹

这堵墙上，密密麻麻地分布有几十个弹孔，它们
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这么多？

这是 1945 年著名的豫东叶寨大捷见证。 79 年
前豫东平原的这场战斗打出了人民军队的威风，中
原儿女看到了抗战胜利的曙光。

1945 年 1 月，中央军委发布重要指示，要求冀
鲁豫军区水东部队肃清日、伪、顽、匪等反动武装，开
辟水西根据地，向南发展。为贯彻执行中央军委的指
示， 冀鲁豫军区派出王定烈率领的二十八团来到水
东，与水东军分区配合作战。

此时，一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反动部
队，看到抗日战争将要胜利，疯狂抢夺地盘，放着日
寇不打，极力阻挠我军南下。

叶寨位于太康县西南 20 多公里处，有高大的寨
墙， 易守难攻。 这里盘踞着一支以反共为职业的部
队，其指挥部就设在叶寨，人数达两千之众，装备精
良。该部队在国民党中将张公达的指挥下，对我水东
军分区虎视眈眈，企图依托长期修筑的工事，阻止我
军南下。

水东军分区司令员余克勤、 政委袁振决定集中
兵力，歼灭张公达所部。

1945 年 2 月 19 日夜， 水东军分区部队和二十
八团，快速向叶寨挺进，第二天拂晓，四面包围叶寨，
敌人成为瓮中之鳖。 在首长面前，我军几个连队“争
吵”起来，这个说要当主攻，那个说要第一个打进寨
内。

天亮之后，我军发起强攻，一时间，杀声四起，枪
声大作。 突击班在火力掩护下，竖起云梯，敌人投下
集束手榴弹，梯子被炸毁，突击班全部倒下。 另一个
班搭人梯上，也被打了下来。 战斗非常激烈，指挥员
急得眼里直冒火。最终在一处火力死角处，又一批突
击队员搭起人梯，冲进院内。

经过 26 小时激战，我军活捉敌中将总指挥张公
达及两名少将军官，歼敌 1600 多人，缴获大量武器
装备。

叶寨大捷的消息很快传到延安。 延安报纸称之
为“豫东大捷”。这次战斗的胜利，扫清了我军开辟水
西根据地、向南发展的道路，打通了华北、华中抗日
根据地的交通。

叶寨大捷极大地鼓舞了水东根据地军民的信

心。 老百姓编出民歌唱赞：二月里来春风吹，我军南
下大示威，叶寨里面打一仗，消灭反动坏蛋队。 缴大
炮，得电台，活捉顽匪总指挥。

老百姓更是对我军官兵竖大拇指。有的说，我们
的部队来到水东，无论是打鬼子，打汉奸，还是打老
蒋，胜仗一个接一个。 为什么呢？ 因为司令员余克

勤是“神鱼”转世，政委袁振是“神鼋”托生。他们来到
水东这 “水”里，如鱼得水，能不胜吗？

水东军分区司令员余克勤、政委袁振听到这些，
哈哈大笑。 两位首长心里最清楚：部队能够“如鱼得
水”，关键是有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

叶寨大捷的第二天，余克勤的大女儿出生，为了
纪念这场战斗，给她起名
“豫东”。

1955 年，余克勤被授
予少将军衔。 1961 年，王
定烈被授予少将军衔。在
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两
位老将军对叶寨大捷记

忆犹新，忘不了出生入死
的战友。 ②22

百岁女红军“讲述”红色记忆

拍卖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4 年 6 月 20 日
10 时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 （https://
paimai.caa123.org.cn/）公开拍卖如下标的。

标的一：淮阳区皇都大酒店，建筑面积 8049.34 平
方米（产权编号：308181）。 标的二：淮阳区水立方温泉
洗浴中心 ， 建筑面积 2216.92 平方米 （产权编号 ：

315285）。 标的三：淮阳区淮中新村小区内幼儿园，建
筑面积 4796.51 平方米，土地面积约 2123 平方米（淮
国用〔2012〕第 207 号）。 标的四：淮阳区淮中新村小区
别墅一套（无产权，面积：354.23 平方米）。

有意竞价者， 请于 2024 年 6 月 19 日 16 时前向
指定账户缴纳保证金各 100 万元 （别墅保证金 20 万
元），账户名称：河南省中大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建设
银行周口八一路支行，账号：41050170284100000404，保

证金必须转账，以实际到账为准，未成交者于会后 7个
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竞买人凭银行转账单到本公
司办理手续。 标的展示及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2024年
6月 19日 16时。 报名地址：周口市中原路南段河省中
大拍卖有限公司三楼办公室。 报名电话：13838668228、
17761672988。 监督电话：0394-8394038。

河南省中大拍卖有限公司

2024 年 6 月 4 日

□记者 王吉城

理琪，周口太康人，曾任胶东特委书记，发动天
福山抗日武装起义，开启红色胶东时代，是牺牲在胶
东抗日战场上的最高将领，被誉为“天福英雄”“胶东
之魂”。

在胶东，理琪留下许多故事，至今广为传颂。
1936 年秋，理琪在界石镇西院下村慰问，听说

村里有一位因“一一·四”暴动 5 位亲人被杀，导致精
神错乱的“疯老人”。理琪很震惊，提出要见见这位烈
属，大家怕理琪身份暴露而拒绝。

理琪坚持要见这位老人， 他从兜里掏出两个熟
鸡蛋，吩咐说：“你们把老人找来，我要看着他吃下去
后再走。 可以不让他看见我，但我一定要见见他。 ”

“疯老人”被连哄带骗叫来，大家为他盛了碗饭，

剥了两个鸡蛋， 看着他自顾自地、 津津有味地吃起
来。 理琪躲在西厢房的门帘后，偷偷地看着老人，流
下了晶莹的泪花……

1938 年 2 月，在和日寇的雷神庙战斗中，理琪壮
烈牺牲。由于战事紧张等多种原因，他的安葬地暂定
在文登崔家口村。

1944 年，抗战接近尾声。 中共胶东区委、行政公
署、八路军胶东军区商定，为更好地纪念牺牲在胶东
大地的两万多名革命烈士， 在栖霞县英灵山修建胶
东革命烈士陵园。经上级主管部门同意，陵园筹建委
员会决定，将理琪墓作为陵园的第一主墓，建造在最
显著的位置上。

1945 年 11 月，中共胶东区委决定安排机动车辆
和人员到 200 多里外的崔家口村将理琪的棺木起
出，再快速运到新建成的英灵山陵园安葬。

然而，当地群众对理琪的感情太深厚，当棺木重
新进行处理并准备装车启程时， 群众围上来要求放
弃用汽车运送棺木的做法， 而是按当地农村安葬亲
人抬灵的传统习惯， 用八条大杠轮换抬着理琪的棺
木到英灵山。

起灵前，现场的人集体向理琪灵柩作最后告别。
见英烈就要离他们而去， 乡亲们泪流满面、 泣不成
声。

多名年轻力壮的村民将灵柩抬上肩膀， 缓缓移
步向前走去。 沿途村庄的村民闻讯后，早早地在村
头路边迎送，不断有人加入送灵队伍。 200 多里蜿蜒
的山间小路上，大家换肩移步，交替上路，你手换我
手，我肩替你肩。 英雄的灵柩始终没有落地，没沾一
点土，泪水却落下一路又一路。 送葬队伍足有几里
长……②22

鱼水情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