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窑阻击战

1945年农历二月初二，我八路军张清杰政

委奉命带领 30 余人，手持步枪、土炮、长矛、大

刀，组成 3个小队，和当地近 500名群众提着铡

刀、铁锨、桑叉，在大峪镇孟窑阻击消灭敌人。

中午 12时，日本鬼子的骑兵、炮兵、步兵共

1000余人，由登封出发，翻过黄沙岭，由北向南进

犯，刚一跳进我军包围圈，我八路军四面发起猛攻，

打得敌人无处藏身，乱作一团。狡猾的敌人先后组

织 3次向我龙利山大古堆反扑，许台村秦家父子

配合民兵小队长、神枪手吕九共同作战，击溃了敌

人。但是敌人是不甘心自己灭亡的，又组织一个小

组，凭借优势火力，掩护鬼子大队南撤。这时，孤胆

英雄张全成同志，从东山飞奔下来，在张清杰政委

的掩护下，逼近敌人，击毙敌军 3名，打伤敌军 1

名。当时张全成只剩下了 3发子弹，枪又发生了故

障，在这种情况下，张全成机智地绕到敌人背后，用

枪托向鬼子脑袋打击，鬼子一跳扑向张全成，张全

成临危不惧，一面用手卡住了鬼子脖子，一面用嘴

咬住鬼子一只耳朵，而鬼子也同时咬住了张全成

的一个小拇指。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张清杰政委由

东山飞奔过来援救，张全成乘机顺手抽出敌人刺

刀，扎进了敌人胸膛，结果了敌人的性命。

这次战斗，共打死打伤敌军 30余人，缴获步

枪两支、子弹 250发、战马 1匹，其他胜利品不计

其数。战斗结束后，河南军区王树声司令员在大

峪召开了孟窑战斗祝捷大会，号召全体民兵群

众，开展向“孤胆英雄”张全成、“神枪手”吕九学

习活动，踊跃杀敌，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

袁窑歼灭战

1945年 3月，日本鬼子组织 200余人，从陵

头段子铺据点出发，由张湾、范庄进犯到袁窑西

河，企图向我根据地进行扫荡。

根据上级指示，我民兵迅速在两边山尖压顶

监视敌人，待机歼敌。当鬼子进入袁窑西河深谷

时，我北坡民兵开枪射击，诱敌深入，鬼子兵像头

野牛冲入火阵，疯狂地向北坡反击冲锋。我南山

民兵集中优势火力，在背后袭击敌人。敌人处于

进退两难之地，拔腿往西逃窜，我北坡民兵在南

山民兵掩护下，下山猛追，打得鬼子死的死、伤的

伤，人抬马驼尸体狼狈逃跑。

这次战斗，共打死打伤敌军 30余名。

粉碎日本大扫荡

1944年 9月上旬，日本鬼子四五百人，从大

峪店以西 40余里的王湾据点出发，对大峪店进

行“扫荡”。行至袁窑南寨，受到当地民兵阻击，打

得日军晕头转向。日军用小钢炮还击，战至中午

日军也未攻下南寨，又转向正南攻牡丹峰。鬼子

向上攻击时，被提前埋伏在那里的青山后村民兵

刘艮祥等迎头痛击，将日军赶下山去。下午，耿庄

村民兵和区干部郭钊中队赶到，把日本鬼子包围

在许窑村内，打死打伤鬼子多人。到夜里，日本鬼

子焚烧了被击毙的鬼子尸体，夹着尾巴向正西逃

跑。

1945年 1月 7日，国民党郑州专员兼保安

司令王光临，在荟萃山召开郑州、荥阳、汜水、巩

县、登封、密县、禹县、临汝等县伪、顽县长、团长

“联防”会议，妄图围剿箕山、嵩山根据地，扬言：

“不把皮徐支队消灭，绝不停止”。12日，日军 600

余人、伪军 1000余人，三路包围皮徐司令部所在

地白栗坪、马峪川、大峪店。18日，皮徐率部与敌

对峙，重创敌人后，19日夜突破重围。27日，八路

军以掏心战术智取敌营，迅速进入王光临部的老

巢荟萃山，将王部保安第二团、第三团全部消灭，

生俘正副团长各 2人、士兵 160人，王光临仓皇

逃窜。

1月 29日夜，八路军再奔登封颜丈川，歼灭

舜王庙之敌，包围东白栗坪伪军王克昌部，俘伪

大队长张树震以下 100余人。2月 3日，我军前

进到登封附近，在曹村将一部分残敌打垮，结束

了这次反“扫荡”战斗。这次战斗总计毙敌 60余

人，毙伤伪军 200余人，俘伪团长 2人、副团长 2

人、大队长 1人、分队长 1人、士兵 226人，缴获

步枪 319支、轻机枪 10挺、重机枪 1挺、追击炮

1门。

马英烈士

马英，1919 年出生在临汝县尚庄乡长马村

一个贫苦农民家里。马英 10岁那年，父母双双染

病卧床不起。为了活命，父亲只好含着眼泪将唯

一的女儿马英送往尚庄乡头道河村的一户贫农

家当了童养媳。

1944年 8月，八路军皮定均、徐子荣率领的

豫西抗日先遣支队渡过黄河，挺进豫西，在临汝

县大峪店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成立了第一个红色

政权———临汝县抗日县政府。八路军组织穷苦农

民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灾难深重的豫西从此燃

起了熊熊的革命烈火。

马英，这个受尽了苦难的农家妇女，兴奋地

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她的丈夫何学扛起了

枪，并当上了村长。何学的大哥何进、侄儿何永良

都参加了民兵组织。她虽然没有拿起枪来和敌人

展开面对面的拼杀，但她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一

次又一次地为八路军送情报、筹军粮，通宵达旦

地给八路军做军鞋、缝军衣。她的家成了大峪抗

日根据地南端唯一的“联络站”。

1945年农历九月十五，日本侵略者疯狂地

向抗日根据地进犯。汉奸土匪黄万镒组织数百名

土匪，分成东西两路配合日本鬼子进攻我根据

地。守卫在根据地最南边的 20多名民兵队员，由

何进率领还击敌人，因寡不敌众，便掩护着群众

向辉泉一代转移。当时，马英领着两岁的女儿和

民兵一起撤到了枣树庙村附近，忽然想起棉套里

塞着八路军筹粮的账单。“这是军事机密，绝不能

落到敌人手中。”想到这里，便把孩子交给身边的

一位大嫂，拔腿就往家里跑去，当她跑到村北头

时，敌人已从南边入村，她不顾自己的安危，飞步

往家跑去。

敌人发现了她，便吼叫着追过来。马英跑到

家里，找到了账单，镇静地丢进了火膛，看着账单

化为灰烬，她才松了一口气。当敌人冲进门时，她

正若无其事地望着摊在床上的烂被套。

马英被捕后，受尽了敌人的严刑拷打，最后

献出了年仅 26岁的生命。

吕九烈士

吕九是临汝县大峪乡许台村人，少时在家放

牧牛羊，没读过一天书。年龄大了，随兄从事农业

劳动。农闲时，赶着毛驴到煤矿上驮煤卖，赚几个

血汗钱以补贴家用。

1925年，匪盗作乱。为防匪防盗，许台村群

众凑钱购枪 5支，推举吕九等 5人掌握，以保护

村庄家园。由于他们 5人的共同努力，有效保护

了村里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正常生产秩序，群

众常为此称道。

吕九胆壮气盛，正义感强，除了保卫自己的

村庄外，对周围村庄的恶人恶事也恨之入骨，并

勇于除害安良。吕九枪法娴熟，打兔子、打飞鸟从

不落空。

1944年 7月，日本侵略者进入大峪地区，奸

淫烧杀，无恶不作。吕九家多年积蓄的一窑木材

也被日寇烧个精光。国仇家恨铭刻在吕九心间，

他暗下决心，誓死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

1944年 9月，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由

司令员皮定均、政委徐子荣率领，进入大峪店地

区。于 11月中旬在大峪村建立了临汝县抗日县

政府和大峪区政府。政权建立后，紧接着就筹备

建立了县区地方武装。大峪区地方武装名叫区干

队，辖 4个中队，吕九就在其中一个中队任分队

长。吕九所在中队的任务是守卫石界岭这个天

险，保卫大峪抗日根据地。

1945年 11月 4日，皮徐支队奉命离开大峪

地区，向桐柏山区进发。区干队队员一部分也随

皮徐支队南下。吕九同大峪区干队留下的人一起

担任掩护大部队撤退的任务。任务完成后，因失

掉联系，吕九和其他区干队队员分散隐蔽起来。

皮徐支队走后，国民党反动派猖狂进行反

扑，已摇身一变当上临汝县保安团团长的黄万镒

卷土重来，对在抗日战争中立下功勋的大峪根据

地人民群众疯狂地进行报复，到处捕杀原县独立

团、区干队成员、民兵和抗日群众。

吕九不幸被捕，敌人对他实施各种毒刑，吕

九宁死不屈。1946年 9月 21日，吕九英勇就义，

时年 39岁。

烈士陵园历经多次修缮

为继承英烈遗志，教育汝州儿女知建国之

难，鼓励全市人民惜创业之艰，光前裕后，继往开

来，1954年 10月，市委、市政府决定在汝北龙山

之上、风穴寺旁修建烈士陵园，占地 12268 平方

米。60多年来，市委、市政府多次对烈士陵园进

行维护和修缮。2011年 5月，根据民政部、河南

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零散烈士纪念设施建设管

理保护工作的通知》要求，对分散埋葬在全市各

乡镇、街道的零散烈士进行了集中回迁，新迁入

烈士陵园零散烈士 130人。截至 2018年底，烈士

陵园共安葬烈士 557人，其中有姓名的 143人，

无名烈士 414人。这些烈士分别来自山东、山西、

河北、河南、安徽、江苏、甘肃、广西、贵州、四川等

10余个省份。

1983年 5月，汝州市烈士陵园被市委、市政

府批准为第一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随后，市

人武部、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共青团、汝州市

委先后命名烈士陵园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

防教育基地”“青少年思想教育基地”“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教育基地”。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无数革

命先烈，为了民族的独立,为了人们的利益,为了

全中国的解放事业，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

年轻宝贵的生命。没有他们当年打败日寇的野蛮

侵略和摧毁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而进行的

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浴血奋战，就不可能有我

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不能，也绝不会忘记他

们。革命烈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文 /图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黄耀辉

通讯员 刘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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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龙山见证峥嵘岁月 青青松柏守护丹心英烈
巍巍龙山见证峥嵘岁月，青青松柏守护丹心英烈。在汝州市

千年名刹风穴寺东侧，龙山脚下，长眠着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

时期、建国后因公牺牲和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牺牲的 557位烈

士，其中有姓名的 143人，无名烈士 414人。

3月 24日，阳光明媚，惠风和畅。记者一行来到汝州市烈士陵

园，探寻当年八路军、人民解放军不畏牺牲、英勇抗敌的事迹。

在一座座花岗岩护砌的烈士墓碑前，陵园管理处副主任刘晓

利向记者讲述了那一幕幕战火纷飞、枪林弹雨的岁月。

1932年 9月，临汝县发展第一个共产党员，革命火种萌发；

1933年 5月，临汝县成立第一个共产党支部委员会，红色队伍壮

大。1937年日寇侵华。1944年 5月，临汝县沦陷倭寇之手。鬼子

杀人如麻，血溢汝水，凶焰所至，皆为焦土。国破家亡之际，共产党

组织民众反扫荡、打游击。1944年 7月，皮定均、徐子荣率八路军

挺进豫西，9月开辟临汝县大峪抗日根据地，10月建立中共临汝

县委、临汝抗日县政府、临汝县抗日独立团。皮徐支队发动群众，

减租减息，跃马挥戈，所向披靡。1945年 8月 15日，日本投降。外

患逐除，内战又降。1946年 8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内战。

一时间，兵匪为虐，民无宁日，田间荒芜，饿殍遍野。命运决战之

秋，我汝州健儿再奔疆场，枪林弹雨，置之度外，舍生忘死，报效祖

国，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1947年 11月至 1948年 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四纵十旅二十

八团、九纵二十六旅七十六团、九纵二十六旅七十八团三次解放

临汝县城，敌寇反复，地坏反扑，多少仁人志士惨遭杀害，宁死不

屈。其智勇，其壮烈，泣鬼神，惊天地。1947年 11月，临汝县民主县

政府成立，王武烈任县长；12月，中共临汝县委建立，

王云清任书记。1948年 3月，临汝全境解放，全力支持

解放战争。淮海战役，人员物资，鞋粮牛马，柴草担架，

悉数供应。渡江战役，2650名青壮参军作战。抗美援

朝，850名青壮入朝浴血，举全县之力捐“临汝号”战机

1架。对越作战，汝州健儿血洒疆场。英烈事迹，历历在

目。 社会各界祭拜英烈

瞻仰烈士纪念碑

缅怀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