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湖北省汉川市平章

小学门口，竖着一座铜像，
一位军人身着戎装， 目光
坚定地望向前方。 他就是
曾任红 ２５ 军 、 红 ２８ 军政
治委员的王平章。

王平章，１９０１ 年生，湖
北汉川人。 １９２０ 年考入武
昌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开始
接触马列主义。后参加陈潭
秋创办的进步团体“湖北人
民通讯社”， 并在党领导的
“启明工读学校”和“汉江印
刷社”从事印刷革命书刊的
工作。

１９２４ 年， 王平章加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同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后回
家乡创办济人、 全人小学
和 《汉川青年 》杂志 ，宣传
革命思想， 发动爱国反帝
斗争， 建立中共基层组织
和农民协会。 １９２７ 年 ３ 月
被选为湖北省农民协会执

行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王平章

参加南昌起义。起义部队南
下后， 他奉命重返湖北，任
中共鄂中特委书记兼汉川、
天门、京山、应县四县暴动
总指挥，领导恢复发展各级
党组织和农民武装，发动鄂
中地区秋收暴动。

１９２９ 年 １１ 月起，王平
章任中共鄂豫边特委常

委、鄂豫皖特委常委、鄂豫
皖中央分局常委、 鄂豫皖
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委

员长、 中国工农红军第 ２５
军政治委员， 参加领导鄂
豫皖苏区的建设和历次反

“围剿”斗争。
１９３２ 年 １０ 月红四方

面军主力转移后， 王平章
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委员兼

皖西北特委书记 ， 参与领
导重建红 ２５ 军 ，任政治委
员 。 在国民党军实行重兵
“清剿” 的严重情况下 ，领
导军民继续坚持鄂豫皖边

区的斗争。
１９３３ 年 １ 月， 王平章

参与组建红 ２８ 军， 任政治
委员。曾和军长廖荣坤指挥
双河山等战斗。在艰难困苦
的形势下，王平章十分重视
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他和
红 ２５ 军秘书长程坦合作写
了一首《红军三大任务歌》，
在红军和边区群众中广泛

传唱。歌中唱道：“红军三大
任务：打倒帝国主义 ，铲除
封建势力， 实行土地革命。
要建立起工农政权，坚决斗
争，革命到底……”

１９３３ 年 ３ 月中旬 ，红
２８ 军奉命向鄂东北转移 ，
与那里的红 ２５ 军会合 ，以
集中兵力与敌作战。２８ 日，
部队进至河南商城门坎山

（今属安徽金寨 ）时 ，与敌
一个旅遭遇。 激战中，王平
章壮烈牺牲，时年 ３２ 岁。

为纪念王平章烈士，湖
北省人民政府于 １９５２ 年将
他创办的汉川 “全人小学”
改名为“平章小学”，汉川市
人民政府于 １９９６ 年在学校
内设立王平章纪念馆。 ２００５
年，纪念馆被评为孝感市青
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示范基

地 ，２０１４ 年入选孝感市中
共党史教育基地。

汉川市党史办原主任

余波说：“王平章烈士是一
位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

子。 他心系祖国与人民，积
极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
并为此奉献了一生。 ”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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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省西华县烈士陵园，
一座刻有 “李子纯烈士永垂不
朽”的石碑静静矗立，时光流转，
石碑背面记述烈士事迹的文字

已斑驳不清，不觉间，英雄已经
故去 ８５年。

李子纯 ，１９００ 年 ４ 月出生
于河南省西华县杨树李村 ，先
后就读于西华师范学校和开封

东岳高中。 他聪颖好学，擅长演
讲，热爱阅读历代名著。 中华民
族勤劳勇敢、精忠爱国、不屈不
挠的精神影响着求学的李子

纯， 他逐渐成长为一名爱国进
步青年。

１９２６ 年春， 李子纯接受党
组织委派，返回西华，创办西华
师范青年讲习所和妇女训练

班。 他以讲习所所长的身份秘
密对青年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思

想教育，在西华播下革命火种。
１９２７ 年 ３ 月至 ６ 月， 李子

纯受党组织派遣到武昌中央农

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在讲习所
里，毛泽东、恽代英、彭湃、方志
敏、夏明翰等系统讲授的《共产
党宣言》《农民问题》《湖南农民
运动考察报告》等课程，给李子
纯极大影响， 使他政治上更加
成熟， 并在学习期间加入中国
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 在严重的
白色恐怖中， 李子纯按党组织
要求回到河南， 进行党的秘密
工作。 他辗转于开封、焦作、西
华、周口等地，在工人、农民、学
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
积蓄革命力量。 其间，李子纯曾
打入国民党周口市党部， 暗中
支持、 组织工人和手工业者开
展革命活动。

１９３０ 年 ３ 月 ，李子纯受中
共豫南特委派遣 ，进入西北军
吉鸿昌所部第十一师做军运工

作 ，担任政训处上校秘书 。 他
领导和整顿了部队中党的秘密

组织 ， 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 ，
帮助吉鸿昌创办进步刊物 《铁
军 》杂志 ，编写士兵课本 ，教育
和团结中下级官兵 ，对推动吉
鸿昌逐渐倾向联共反蒋起了重

要作用 。 同时 ，他还为党提供

军事情报， 组织向苏区运送给
养和枪支弹药， 帮助伤病被俘
的红军指战员。

“一九三一，九·一八，怎敢忘
却！沈阳城，日本强盗，铁蹄溅血。
东北三省颜色变， 千万同胞遭浩
劫。 奈当局， 下令不抵抗， 空悲
嗟！ ”这是九一八事变后，李子纯
填写的“满江红”词的上阕。 正在
国民党吉鸿昌部做军运工作的李

子纯，将这首词谱曲教唱给士兵，
激发了士兵抗日反蒋的情绪。

１９３２ 年初， 吉鸿昌从欧美
考察回国，秘密策动旧部进行抗
日讨蒋起义。 此时，李子纯任十
一师改编后的三十军军部中校

秘书兼八十八旅副旅长，随后任
三十军秘书长。得知吉鸿昌要率
部起义，李子纯积极策应，在部
队发展地下组织， 培训起义骨
干。 不久，由于消息被国民党特
务侦知，起义失败。 李子纯果断
组织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

分子迅速隐蔽疏散，自己则继续
坚持秘密工作。

１９３３ 年夏，由于叛徒出卖，
李子纯身份暴露，不幸被捕。 国
民党特务以高官厚禄诱降，用严
刑拷打逼问， 李子纯均视死如
归，表现出崇高的革命气节：“我
是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为全人
类谋生存的。 要口供没有，要命
有一条！ ”被捕 ４ 天后，在湖北黄
陂县（现武汉黄陂区）宋埠南门
外的河滩上，李子纯高呼着“中
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
义，年仅 ３３ 岁。

李子纯的孙子李九星现在

仍旧居住在杨树李村，他拿出家
中珍藏的烈士遗像给记者看。 参
加革命时的李子纯身着呢子大

衣，目光深沉，英气逼人。６５岁的
李九星轻拂照片：“爷爷干革命
回到村里，村里人都说这是掉脑
袋的事。 爷爷说既然干革命，躺
在柏木棺和躺在荒山沟一样。 ”

如今的杨树李村已和周边另

外 ８ 个自然村合并为岳庄村，多
数村民已搬入新建的岳庄社区，
新居小楼林立，绿树成荫，村里的
老人袁改正说：“日子美得很！ ”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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