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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鄂边抗日根据地人物
刘名榜

(1902-1985)

刘名榜，河南省新县人。

1928

年参加革命，

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赤卫队大队长、新县
弦南区第五乡苏维埃主席、 弦南区苏维埃主席、

弦南区区委书记、红罗光
(

红安、罗山、经扶、光山
)

中心县委书记、中共经扶县委书记。 参加了鄂豫
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反“围剿”斗争和

3

年游击
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曾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返
回后，仍任经扶县委书记，领导组建经扶游击大
队，配合新四军第五师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 新四军五师中原突围后，奉
命负责组建中共罗礼经光中心县委，任中心县委
书记， 领导根据地军民坚持大别山敌后斗争，被
誉为“坚持大别山革命斗争的一面红旗”。刘邓大
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任经扶县临时民主政府县
长， 参加了创建和巩固大别山解放区的斗争。

1947

年
12

月， 任鄂豫区行署第二分区专员。

1949

年
5

月，鄂豫一、二专署合并，组建潢川专
署，任潢川专署专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名榜同志任中共
河南省委常委、省监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 刘名榜同志是中共七大代表，第一、二、三届
全国人大代表。

刘子厚
(1909-2001)

刘子厚， 原名刘文忠，

1909

年
12

月出生于
河北省任县。

1927

年
6

月参加革命活动，

1929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历任中共任县县委书
记、冀南特委特派员、中共冀南特委组织部部长、

华北人民抗日讨蒋救国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中共
中央北方局军委兵运领导小组副组长、豫鄂边区
省委统战部部长

(

时化名马致远
)

、豫鄂边地委书
记、新四军第五师第二纵队政委、豫鄂边区行政
公署副主任、鄂西北区行署副主席兼第四专署专
员、鄂东工委副书记、豫鄂区支前司令部第二司
令员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子厚同志先后担
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 黄河三门峡
工程局局长、 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 河北省省
长、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政委、国家计
委副主任等职。 刘子厚同志是中共第八届中央
委员会候补委员，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
员，第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
政协常委。

1982

年离休。

2001

年
12

月
22

日在北
京病逝。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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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空寂的即将迎来新生的小学，坐落在曾
经被日军机枪扫射的街道上； 一排随风舞动郁郁
葱葱的树木，生长在曾经被日军侵占的土地上；一
个耄耋老人，拄着拐棍儿，步调却坚韧有力……

那房屋，那树木，那耄耋老人，见证了那苦难
岁月的一切。

穿越历史的迷雾，回望这片不屈的土地，

8

月
27

日，记者一行来到平桥区中山铺，听
82

岁的老
人袁道理向记者讲诉在急难险重的考验下、在疾
风暴雨的跋涉中，中国人民不屈的抗战灵魂。

一场大轰炸和一代老百姓的血色记忆
“我记得清清楚楚，

1938

年
9

月
27

日正好
是中山铺的逢集，日本人的飞机趁赶集人多的时
候突然飞来轰炸。 老百姓没有经历过， 慌乱逃避
中，一次就炸死

300

多人。 ”回忆起
70

多年前的往
事，这位已经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心中依然悲愤
难平。

“我的小叔， 在我小的时候天天背着我去街
上玩，我们感情最深，在大轰炸的过程中，他也死
了，死的时候他还没有结婚，生生地绝了户！ ”袁
道理抹了抹眼角的泪花。 “除了小叔，日本鬼子还
欠了我们家

6

条人命啊！ ”袁道理控诉道。

日本侵略者欠的不仅仅是这
6

条人命。据资
料记载：“日军占领信阳期间， 犯下滔天罪行，不
完全统计显示，直接杀害群众

2

万人，活埋群众
1000

余人，强奸妇女无计，炸毁、烧毁房屋
7.3

万
余间；另在敌占区因日军掠夺无度，致使饿死、冻
死的群众不计其数。 ”

在信阳，仅资料有记载的大轰炸就有
5

次之
多。

1938

年
7

月的一天，日军
5

架飞机反复轰炸
城南河桥，炸死炸伤群众

150

多人，不久城郊
广水湾上空突然飞来日机数架， 附近

80

多人躲
入一防空洞， 飞机投炸弹， 土石将洞口堵塞，

80

多人全部遇难。

7

月下旬的一天，一列客车进信
阳，

800

多名难民刚下车，

9

架日机对准难民轰炸
扫射。《新华日报》记录了当时的惨状。“敌机

9

架
轰炸车站一带，紧急警报
和投弹几乎同时，全城惊
惶万状，树林中的难民更
是炸得惨，人肉血皮代替
了树叶，挂满了树梢。 哭
声喊叫，凄惨之极。 ”

9

月
27

日上午， 日机
30

架，

轰炸信阳城东关、 南关，

民房大部分被毁，接着，飞机至城东中山铺，将该
镇全部炸毁。

9

月
28

日上午，日机
70

余架分批次
轰炸信阳城乡，投炸弹数百枚。

1941

年
2

月，黄龙
寺逢集， 日机突袭轰炸扫射， 炸死炸伤群众

200

余人，炸毁民房
400

余间。

数字背后是日本侵略者罄竹难书的罪行和
难以掩盖的一代人的血色记忆！

一首歌谣和一个城市的反抗潮声
“日本鬼子的大炮摧毁我的家， 枪杀了爸爸

又拉走了亲爱的妈妈，叫爸爸也不应，叫妈妈也
不应，单单撇下我们难童到处流浪……”这是当
时在中山铺广为流传的一首童谣。

这首童谣的创作者是当时的地下工作者梅
建奎（音译）。

从天津大学毕业的梅建奎参加了地下抗日
组织，被分配到中山铺进行敌后抗战，明面上，他
只是魏家庙小学的一名普通教师。

然而这名普通教师， 却散发着不一样的光
芒。他编写了这首童谣，教学生私下里传唱，很快
这首童谣在当地广为流传，并激发了当地群众巨
大的抗战热情。

与中山铺一河之隔的河南岸，是当时游击
队的活动区。 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游击队曾经
成功地除掉了

3

个日本军人。

“当时游击队就
4

个人，由吴德俭带队，他们
化装成老百姓的样子， 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裳，在
腰里藏着把子枪。 趁着日本人吃饭的时候，几个
人合伙拖走掉队的日本人，再用枪把他们打死。 ”

袁道理回忆道。

一次涅?和一个村庄的雄风重振
天还很暗，山、屋宇、河、田野还蒙在雾里。太

阳露头，妖娆的乡村
70

年后有了新的欢颜。鸣虫
在欢愉中轻歌，秋穗在成熟里曼舞，桦林列阵扬
起坚挺的旗帜，麦浪举臂进行意志的表决。

谁也不会想到，

70

年前，日军焚火烧房，这里
曾经空无人烟。

村庄、树木、草堆、稻垛，焚烧的火龙往往有
数里。

中山铺是当时方圆十里最为繁华的村庄，交
通发达，世贸繁荣。然而经过大轰炸和放火焚屋，

众多百姓丧失亲人和住所，四处流浪。

不完全统计显示， 日军在
1938

年
10

月到
1940

年年底，纵火焚毁房屋
5

万余间。仅
1940

年
9

月下旬，日、伪军为消除信罗公路沿线抗日民众
对其据点的威胁，将五里店东北（

25

保）一带所有
村庄全部烧毁，造成了纵横

10

里的无人区。

就像凤凰涅 ，浴火重生。抗战胜利以后，被
迫离家的老百姓们陆续回归，在这个他们挚爱的
土地上，重塑家园。

有一种精神， 穿越历
史，辉映未来。 家园虽然被
毁，但是抗战的伟大精神永
远常在。

铭记那不能忘却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