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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人民抗日军司令部（尧山镇）旧址
地点：鲁山县尧山镇政府院内
时间：1945年6月-7月

●抗战简情：
1945年6月初，河南区党委、河南人民抗日军在王树声、

戴季英的率领下进入鲁山西部山区，领导机关和主要领导人
均驻在二郎庙街（今尧山镇老街），政权建设得到加强。6月
10日，中共鲁西县委员会和鲁西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1945
年7月10日，随河南人民军撤离。

河南人民抗日军六支队（曹沟）旧址
地点：郏县安良镇曹沟村
时间：1945年7月-9月

●抗战简情：
抗日战争后期，八路军总部决定成

立河南区，先后组建 6 个支队，挺进豫
西，开辟抗日根据地。1945年6月，河南
区党委、河南军区决定由河南人民抗日军第六
支队以禹县（今禹州市）神垕为基础，开辟禹郏
抗日根据地，同时成立了六地委、六专属、六军
分区。7月，六支队粉碎敌人围剿，取得神垕保卫
战胜利。之后，六专区党政机关及禹郏县委、县抗
日民主政府机关迁驻曹沟，曹沟成为禹郏抗日根据
地中心。9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河南军区部队撤
出豫西抗日根据地，六专区党政军南下桐柏山，与新
四军五师会师。

八路军新四军会师地（草厂街）旧址
地点：叶县龙泉乡草厂街村
时间：1944年8月18日

●抗战简情：
1944年12月，为策应新四军五师，中共中央从延安派出

两支八路军南下，以王震为司令员的南下支队挺进湖南，以王
树声为司令员、戴季英为政委的河南人民军挺进河南，同时电
令新四军北上，开辟豫中抗日根据地。五师师长李先念命十
三旅副旅长黄霖率领两个团组成游击兵团，挺进河南。而王
树声、戴季英命陈先瑞第三支队为先遣队，并率领叶舞支队迅
速南下，取得了姚孟战斗、瓦店战斗的胜利，于8月18日同黄
霖兵团挺进二团在龙泉乡草厂村（今草厂街村）胜利会师。在
此，叶舞支队编入八路军、新四军地方武装建制。草厂村会师
使豫西、豫中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鲁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楼子河）旧址
地点：鲁山县瓦屋镇楼子河村
时间：1945年6月

●抗战简情：
1945年，中共河南区委、河南军区和河南人民抗日军抵达

鲁山，展开军事活动和政权建设。6月16日，在瓦屋街成立中
共鲁山县委、鲁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并建立瓦屋区抗日民主政
府。县委、县政府机关先后在瓦屋、竹园沟、孙家庄、石磙坪驻
扎。鲁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
的“回地运动”，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抗日积极性。

新四军虎头山阻击战遗址
地点：舞钢市尹集镇虎头山革命烈士陵园
时间：1945年9月-10月

●抗战简情：
1944年，日本侵略军发动河南战役，中共中央命令新四军

五师十三旅主力进驻舞阳、遂平、泌阳交界处，开辟抗日根据
地。十三旅先后在母猪峡、虎头山等地进行多次战斗，歼敌
3000多人。为配合转移俘虏和所缴获物资，1945年2月9日，
新四军黄霖兵团派一营兵力驻守舞阳至遂平的交通咽喉，被
前来报复的日伪军偷袭，在虎头山展开激战。新四军英勇奋
战，激战两天一夜，完成阻击任务。战斗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
被就地安葬于虎头山，2002至2009年，这里建成烈士陵园，中
央军委原副主席张万年为陵园题名。

八路军南下支队重创日寇和庄战斗遗址
地点：鲁山县董周乡和庄、后王庄
时间：1945年1月6日

●抗战简情：
1944年9月至10月，中共中央决定组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

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由王震、王首道等率领南下，创建华南抗日根
据地。部队从延安出发，渡过黄河，进入河南境内，遭到日军围追堵
截。1945年1月6日，部队在鲁山县和庄、后王庄一带与日军遭遇，三
大队大队长张仲瀚命一营二连组织一个加强排与敌激战，歼敌100多
人，击毁敌人坦克和装甲车4辆，八路军牺牲18名战士。和庄战斗是
八路军南下支队南征途中的第一次战斗，顺利掩护大部队过境。

叶舞支队姚孟截击战遗址
地点：湛河区姚孟街道姚孟村
时间：1944年9月14日

●抗战简情：
1944年，为打通南北大陆交通线，支援太平洋战场，侵华日军向南

发动大规模进攻，5月至6月的一个多月内，平顶山境域相继沦陷。在
共产党的领导下，叶县、舞阳一带的爱国青年和农民组建了一支地方
抗日武装——“效信趁支队”。1945年4月，支队与新四军五师黄霖兵
团会师，被改编为豫中军分区叶舞支队，正式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
支抗日武装。这支武装主要在叶县、舞阳县、鲁山县、宝丰县、郏县、禹
县（今禹州市）、方城县一带打击日军，不断取得胜利。9月14日，叶舞
支队侦知叶洛公路姚孟村段行驶着满载鬼子和物资的3辆汽车，当即
进行截击，毙敌十多人，缴获汽车一辆和大批武器弹药。

新四军尹集歼灭战遗址
地点：舞钢市尹集镇尹集村
时间：1945年3月26日

●抗战简情：
尹集歼灭战是抗战时期在舞阳尹集（今属舞钢市）新四军围歼伪

军的一次重要胜利。1945年2月，日本侵略军为进攻南阳，调北舞渡
汉奸伪军关振亚、尚振华部近3000人进驻尹集。3月26日，周志坚
率领的新四军十三旅配合黄霖率领的新四军河南挺进兵团三团，包
围尹集，歼灭伪军一千余人，俘虏敌兵6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并击退敌援军。

抗日英雄牛子龙故居
地点：郏县冢头镇拐河村

●抗战简情：
牛子龙（1904-1964），郏县冢头镇拐河村人，学生时

代参加“五卅”运动，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7月18
日，他击毙日伪开封警备司令刘兴周，1939年打入国民
党军统河南站。1940年6月22日，他与吴凤翔、王宝义
共同策划，在开封山陕甘会馆刺杀了日本华北五省特务
机关长吉川贞佐、日军开封宪兵队队长滕井治、日军北
平部队赴开封视察官瑞田等5人。同年7月，牛子龙在
许昌击毙吉川贞佐的继任者皆川稚雄，同年8月又与其
他抗日志士在商丘陈家祠堂刺杀两名日军高级顾问和
教官。这些刺杀行动的成功，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
焰，鼓舞了抗日士气。

任寨村民自卫战遗址
地点：宝丰县赵庄镇任寨村
时间：1944年6月30日

●抗战简情：
任寨村民自卫战是抗战时期任寨村民自发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一

次胜利战斗。1944年5月，日寇侵占郏县，在薛店驻扎一个小队，他
们烧杀奸淫，无恶不作。6月30日上午，日军小队长田中带领30多个
日本兵开往岳寨村，经过任寨村时，令村民准备粮食、蛋禽、草料和几
个“花姑娘”带走。村民义愤填膺，与日军展开激战，历经3个多小时，
毙伤日军7人，村民死伤3人。任寨村民自卫战极大地激发了当地人
民群众的抗日斗志。

国民革命军背孜守卫战遗址
地点：鲁山背孜乡界牌
时间：1944年11月27日

●抗战简情：
界牌守卫战是抗战时期驻守鲁山背孜的国民革命军抗击日本侵

略军的一次重要战斗。1944年5月，临汝、鲁山相继沦陷，日军叫嚣
要“血洗背孜街，踏平伏牛山”。在平汉铁路等地活动的国民革命军
第六十四师撤退至鲁山背孜一带驻守，守卫背孜街的团长叫南国
威。11月27日，日伪军2000多人，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向界
牌和背孜发起猛烈攻击，南国威率部顽强阻击。傍晚，第六十四师援
军赶到，日军败退。

界牌守卫战是豫西正面战场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
日军的嚣张气焰。

国民革命军马楼阻击战遗址
地点：鲁山县马楼乡释寺村、马楼村等
时间：1945年6月3日

●抗战简情：
马楼阻击战是抗战时期国民革命军在鲁山马楼一

带阻击日军的一次战斗，又称释迦寺之战。1944年5月
6日，日军占领鲁山县城。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五军七十
四师为阻止日军南进，从宝丰转战至鲁山，驻防于城东
南的释寺村、马楼村、绰楼村等地。6月3日晨，日军从
鲁山县城出动，国民革命军与之激战，历时数小时，毙伤
日军40多人，取得此次阻击战的胜利。

国民革命军马街伏击战遗址
地点：宝丰县杨庄镇马街村
时间：1944年5月28日

●抗战简情：
1944年5月初，宝丰、鲁山沦陷后，经常有侵华日军

一个中队兵力来往于鲁宝两地，沿途袭扰群众。5月27
日，驻新寨村的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五军第七十四师二二
〇团某营侦知日军行踪，遂埋伏于马街、新寨一带。5月
28日中午，日军300多人进入伏击圈，经过几个小时的
激战，毙伤日军40多人，击毁敌军车一辆。

黄山寨惨案遗址
地点：新华区焦店镇褚庄村、武庄村
时间：1941年2月2日

●惨案简情：
黄山寨惨案是日寇空袭褚庄、武庄、黄山寨时造成

大量平民死伤的惨案。1941 年 2 月 2 日（农历正月初
七），西高皇举办火神爷庙会，下午3点多，日军7架飞机
飞临，朝赶会人群俯冲扫射，人们惊慌失措，奔向寨北的
褚庄、武庄避难。日军飞机穷追不舍，轮番轰炸，瞬间将
两村夷为平地。据统计，这次空袭共炸死 630 余名群
众，炸毁270余间房屋，伤亡200余头牲畜。

观音堂惨案遗址
地点：宝丰县观音堂林站观音堂村
时间：1944年5月10日

●惨案简情：
观音堂惨案是抗战时期日寇在观音堂村制造的骇

人听闻的大屠杀事件。1944年5月9日，日军二二六联
队第二大队由泽野带领，从鲁山出发向北扫荡，进入宝
丰，同时日军第二飞行团出动飞机进行轰炸。5月10日
晨，日军攻破观音堂寨，把 1000 多名村民赶到南寨门
外，杀害300多人，抓走100多人做民夫，并烧毁房屋、粮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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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抗日战争纪念地名录

（王宝郑 整理）

▲叶县龙泉乡草厂街

▲观音堂村石河滩大屠杀遗址

▲河南人民抗日军司令部旧址 ▲禹郏县抗日民主政府旧址

▲舞钢市虎头山革命烈士陵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