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文彬：热血洒大地 忠魂铸丰碑

8

月
24

日， 民政部公布了第二批
600

名
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其中息县籍抗
日英烈于文彬名列其中。

于文彬，原名余士珍，又名余振芳、于启
明。

1916

年
10

月
12

日，于文彬出生于息县临
河集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 青少年时代，先
后考入开封省立第一中学、福中煤矿私立焦作
中学高中部，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发起成立了
读书社，传播抗日救国的思想，组织阅读《铁
流》《毁灭》《母亲》和鲁迅、茅盾等人作品，领导
和组织同学出墙报、演话剧、贴标语，宣传抗日

救国。

1934

年
10

月， 中共焦作党组织遭到破
坏。 迫于形势日益紧张，于文彬离开焦作去北
平，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1936

年
4

月， 新一届共青团北平市委成
立，于文彬任书记。

5

月，于文彬转为中共党
员，担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干事、市委大学工
作委员会组织委员、市委大学部书记，直接与
市委书记李雪峰单线联系。

1937

年
1

月，于文彬不幸被捕。 在狱中，

他备受折磨，却坚贞不屈，仍利用一切机会做
党的工作， 鼓励一些被捕的同志要经得起考
验，坚持斗争。

7

月
28

日，他耐心说服一位看
守，将他扮成狱卒逃出监狱。 鉴于其身份已经
暴露，党组织将他派到抗日的前线山东，开展
更为严峻的抗日斗争。

1937

年
10

月，中共山东省委遵照刘少奇
关于开辟冀鲁边地区抗日工作的指示，筹建鲁
北特委（后改为冀鲁边工委），于文彬任书记。

冀鲁边工委的建立，统一了津南、鲁北地区党
的领导，为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
奠定了组织基础。

此时，在冀鲁边，韩复榘、沈鸿烈实行不抵
抗政策而逃跑， 日军轻而易举占领了冀鲁边。

于文彬根据上级指示，深入发动群众，积极准
备武装起义，成立“华北人民抗日救国会”，联
合广大爱国人士参加抗日，组建“华北人民抗
日救国军”，屡建战功，发展成为冀鲁边抗日武
装的主要力量。

当时，该地日军前往鲁南集中，调伪“满洲
国” 自治联军第一师刘佩臣部千余人进驻，并
准备进攻救国军。 于文彬深入分析敌情，决定
先发制人，奇袭该部。入夜，救国军向立足未稳
之敌发动突然袭击，全歼敌军。战斗中，由于国
民党特务的混入， 使救国军内部发生分化，部
队迅速减员。于文彬和党内一些同志及时发现
了问题，对部队进行整顿，使该部在冀鲁边工
委的领导下，接连打五次胜仗，开创了新的抗
日局面。

1938

年
1

月，救国军攻克盐山县城，歼
日军

30

余人、伪军
400

余人，继而，又连克
无棣、乐陵、庆云县城，队伍发展到

2000

余
人，建立了乐陵、庆云、南皮三县抗日民主
政府。

2

月，日军调自治军刘芳庭部千余人
向救国军进攻。 战斗持续

7

昼夜，救国军在
地方爱国武装配合下，取得了胜利。 不幸的
是，于文彬在战斗中负伤，于同年

3

月光荣
殉国，牺牲时年仅

22

岁，被安葬在庆云县
崔口镇西，

2012

年，迁葬于庆云纪念馆烈士
墓区。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
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于文彬毅然决
然投身于革命，为民族独立牺牲，为人民翻身
开路。他用青春热血和赤胆忠心在冀鲁边区谱
写了一曲英雄壮歌，也在家乡人民心中筑起了
一座不朽丰碑。他的一生，短暂而崇高，永远值
得我们敬仰。

（息县史志研究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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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鄂边抗日根据地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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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理治（

1907

—

1978

），

朱理治，

1907

年
7

月
25

日生于江苏南通
余西镇。

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清
华大学支部书记、北京市临时工委书记。

1935

年
7

月起， 历任中共北方局驻陕北苏区代表、

陕甘晋省委书记、陕甘边省委书记等职。

1937

年
5

月，中央决定重建河南省委，并
指定朱理治任书记。

1938

年
2

月，朱理治根据党中央的指示，

派遣干部分赴各地领导组建抗日武装。豫南人
民抗日独立团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八团队后，

他指派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等将八团队整训
扩编为

1500

余人， 于
3

月下旬开赴皖东敌后
抗日，开辟根据地。在朱理治和省委的领导下，

5

月，沈东平组建了人民抗日自卫军。

6

月，吴
芝圃组建了豫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

7

月，朱
理治派萧望东从竹沟率抗日先遣大队挺进豫
东敌后。

9

月底，彭雪枫在竹沟组建了新四军
游击支队并誓师东进，创建了豫皖苏抗日根据
地，后来发展为新四军第四师。

1938

年
9

月，朱理治赴延安参加党的六届
六中全会。

11

月
6

日，全会结束时成立中原局，

他任委员兼组织部部长。

12

月，他回到竹沟镇，

认真传达党的六中全会精神，具体执行中原局
关于撤销原湖北、河南省委，成立豫西、豫鄂
边、鄂豫皖、鄂中、鄂西北等区党委的决定，并
任豫鄂边区党委书记。

1939

年
1

月
7

日，他和
区党委军事部长李先念在竹沟组建新四军独
立游击支队，由李先念率领南下豫鄂边区开展

敌后游击战争，开辟了四望山抗日根据地。

3

月
至

9

月，刘少奇返回延安期间，朱理治代理中
原局书记。

6

月，他和刘少奇决定将豫南、鄂中
党的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
队。

10

月
18

日，他从竹沟率区党委机关、部队
600

余人南下，在四望山主持召开会议，统一了
豫南、鄂东、鄂中、鄂西北的党组织和武装，组
建新的豫鄂边区党委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

并任纵队政委兼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

1940

年
3

月， 朱理治作为中共七大代表
回到延安，后从事财经工作，历任陕甘宁边区
银行行长。

1945

年
4

月， 朱理治参加了中共七大。

同年
10

月奉命进入东北地区， 历任北满分
局秘书长、中共中央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全
权代表、东北银行总经理、东北野战军后勤
部副部长、东北人民政府经济计划委员会主
任等职。

1951

年
6

月，朱理治由东北调到北京，历
任中央财经委员会物资分配局局长，交通部副
部长、党组副书记，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兼国家
计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候补书记、书记，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
委等职。

1978

年
4

月在北京逝世。

（中共信阳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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