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文化2017年7月19日 星期三 E-mail:rbfk@pdsxww.com 编辑 蔡文瑶 美编 李永伟 校对 马 骁

认尸启事 2017年7月9日2时许，在叶县叶廉路
城关乡沟李村路口处发生一起交通事

故。死者为中年女性，上穿灰色羊毛短袖衫，下穿黑绿色
碎花裤子。望知情者，速与叶县交警大队事故中队联系。
联系人：王警官 15637537311 刘警官15903999235

叶县交警队事故处理中队
2017年7月19日

为加快推进我市地名普查成果转化，促进地名
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和传承，经平顶山市第二次
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同意，开展平顶山市地名故
事征集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集范围
全市范围内与地名（包括地名含义）有关的人

文故事和历史传说。本次征集活动中的地名是指
为社会公众指示具有特定方位或者地域范围的地
理实体。主要包括：县、乡镇、街道、村（居）委会、自
然村、街、路、巷、弄、住宅小区、建筑物、风景名胜
区、旅游度假区、自然保护区、名胜古迹等人文地理
实体名称和山川、河流、湖泊等自然地理实体名称。

二、征集时间
本次征集活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至 2017年 9

月 30 日止。
三、征集方式

（一）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至 diminggushi@
126.com

（二）以信件的形式寄至平顶山市民政局区划
地名管理科（注明地名故事征集）。

四、作品刊用
投稿作品择优陆续发布，入选作品将汇编成

《平顶山市地名故事》印刷出版。
五、其他事项

（一）地名故事的材料文字要叙事流畅、情节生
动、通俗易懂，数据要详实准确，字数控制在 2000
字以内；地名含义字数在 50字以内；

（二）投稿人须在来信或来件中标明撰稿人姓
名、工作单位、通信地址及联系电话；

（三）本次征集的地名故事，将评出相应奖项并
支付一定报酬，其著作权归平顶山市第二次全国地
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所有；

（四）凡涉及剽窃、抄袭等侵权行为的，一切后
果和法律责任均由投稿人承担，与征集单位无关。

联系单位：平顶山市民政局
联系电话：0375-4976711

关于征集平顶山市地名故事的公告

根据省、市政府部署，我市定于 2017年 7月 20
日至 8月 20日对全市重点廊道绿化、通道森林、河
道防护林、生态公益林等实施飞机防治重大林业有
害生物工作，所用药物对人畜安全无害，请蜂蚕养
殖户采取避让管理措施。
平顶山市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灾害应急防控指挥部

2017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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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施 行 小 班 制 双 外 语（ 英 语 、韩 语 ）教 学 。
2. 精 细 化 管 理 ，选 聘 中 、韩 优 秀 老 师 任 教 。
3.学生可以选择赴韩国名校留学，也可以参加国内高考。

市一高中韩国际班招生
2017年首届毕业生有出国意向的40名学生全部被世界500强名

校录取；参加国内高考学生共45人，本科上线29人，上线率64.44%。

咨询地点：平顶山市一高招生办 咨询电话：0375-7695518 7695519

2017年市一高中韩国际班继续面向全省招生：

平顶山市马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注
册号：410491000024600）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债务人于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到公司申请登记。

特此公告
平顶山市马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017年7月19日

注销
公告

平顶山永汇能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10422MA3XA7GAXJ）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债务人于
见报之日起45日内到公司申请登记。

特此公告
平顶山永汇能源有限公司

2017年7月19日

注销公告
平顶山市美味思大酒店有限公司（注

册号：410402000016583）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债务人于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到公司申请登记。

特此公告
平顶山市美味思大酒店有限公司

2017年7月19日

注销公告

走进纪念馆，在导游的带领下，
驻足翻阅着散落在凤翅山脚下的峥
嵘岁月，那黝黑的土枪、响亮的冲锋
号、锋利的大刀，无不闪烁着六专区
将士及郏县人民的抗日光辉。尤其
是刺杀日本天皇外甥的传奇人物吴
秉一，令我肃然起敬。

吴秉一（1913—1983），又名吴凤
翔。1913 年生于郏县薛店镇吴村一
个农民家庭。吴凤翔兄弟三人，还有
五个姐姐。他从小读私塾，14岁学中
医，17岁参加革命，参与豫西郏县农
民暴动的筹备活动。暴动失败后进
入郏县师范就读，继续从事革命。

1938 年 11 月，吴凤翔加入中国
共产党，之后，在郏县、光山等地做青
年工作，动员并护送多批青年去延安
参加革命。1939年7月，吴凤翔从潢
川、光山护送16名青年学生去延安，
途经宝丰时，回家探望病重的母亲，
被国民党郏县政府逮捕。1940 年 3
月10日，吴凤翔带领狱友成功暴动。

1939年，日本天皇的外甥吉川贞
佐少将就任日军华北五省特务机关
总部机关长，总部驻地在开封山陕会
馆，任务是搜集华北各地的军事、政
治、经济、文化情报，暗杀中共地下党
员和爱国志士。吉川贞佐一到开封
便制造血雨腥风，大肆抓捕中共地下
工作者。一时间，中共开封地下工作
处于极为不利的局面。

中共中央中原局研究决定，派一
名智勇双全的同志打入开封，执行收

集情报、刺杀吉川贞佐的任务。经商
议推荐，刚出狱的吴凤翔成为担当这
一艰巨任务的最佳人选。

吴凤翔通过各种关系结识吉川
贞佐的翻译官程凯，随后又跟开封宪
兵队队长权沈斋套上近乎。在程凯、
权沈斋等人的引见下，吴凤翔见到吉
川贞佐，并机智地通过了吉川贞佐的
多次拭探，逐步取得其信任。

吴凤翔几次出入山陕会馆，对会
馆的布局了如指掌。1940 年 6 月 22
日傍晚，吴凤翔带着助手王宝义来到
山陕会馆，二人进入后院，只有一个
卫兵在院里转悠。在吴凤翔的示意
下，王宝义递给卫兵一根“洋烟”，并
给卫兵点火引烟，以分散其注意力。
吴凤翔则跨步闯进吉川贞佐的办公
室，见吉川贞佐正和三个人在屋里说
话，同时还做着记录。

吴凤翔腰间左边是左轮手枪，右
边是二十响的盒子枪。他拔出手枪，
左右开弓，四人刚反应过来，就相继
倒在地上。除吉川贞佐外，还有日军
驻开封部队参谋长山本、日军驻北平
部队赴开封视察团团长瑞田、日军开
封宪兵队队长腾井治。之后，吴、王
二人将特务机关的重要文件和吉川
贞佐的记录本装起来，迅速撤离现
场，连夜离开开封。

当时《河南民报》首先披露这一
震惊中外的消息，吴凤翔被誉为“大
无畏民族英雄”。随后国内外报纸均
在显著位置报道吉川贞佐等人被刺

杀一事。吉川被刺，大大鼓舞了中原
人民的抗战热情。

刺杀吉川贞佐成功之后，吴凤
翔先后在扶沟县、开封朱仙镇等地
组 织 队 伍 ，游 击 抗 日 。 1940 年 12
月，吴凤翔在安徽涡阳任国民党新
七军二十六师补充营营长。1941 年
6月，补充营在陕西三原县被国民党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以“通共”
罪名缴械遣散。1942 年 3 月，吴凤
翔率百余名武装人员在豫东成立游
击队。5月，击毙国民党“泛东”指挥
部司令王士显，收编余部 400 余人。
此后，吴部发展到 2000余人，吴凤翔
自任司令，在朱仙镇、陈州、太康一
带打游击。8 月 20 日，吴凤翔等人
成立安怀军，自任司令。10 月 30
日，吴凤翔率部参加邯郸起义，改编
为民主建国军。

1944年4月，吴凤翔部被日军包
围，被俘后关押在开封日伪军的水牢
里。9 月 6 日，他说服看守，成功逃
出。回到家乡后，吴凤翔和王永泉、
董永志等人收拢当地游击武装，集结
1000多人组建“豫西抗日剿匪军”，打
击郏县西部和汝州东北部的日伪军。

1945 年 1 月 21 日，吴凤翔带着
18 名随身护兵回到吴村探家。闻知
他只带十几个人回吴村，驻薛店日军
指挥官杉本与伪军头子李长有等人
立即组织 1000 余人将吴村团团包
围。吴凤翔沉着应战，把 18 人分为
几个战斗小组，依托地形优势，利用

寨墙和炮楼顽强抵抗。下午4时，援
军赶到，日伪军慌忙撤退。经一天激
战，击毙日伪军百余人。

1945 年 8 月 1 日，吴凤翔在吴氏
祠堂亲自题写“承先启后”匾额，落款
为“豫西抗日剿匪军总司令十七世孙
吴秉一”。如今，这块匾额依然悬挂
在吴氏祠堂的正堂内，熠熠生辉。吴
家祠堂里还摆放着一石碑，名曰《民
族英雄吴秉一祠堂碑记》。碑文用简
洁的文字概述吴凤翔传奇的一生，称
赞其“乃吴村吴氏家族之杰出后裔”

“枪林弹雨无所惧兮，虽九死而无悔；
集智勇于一身兮，播芳馨于天地”。

抗战胜利后，吴凤翔部被国民党
高树勋部收编，随后吴凤翔等人策划

“山彪镇起义”，后来又敦促高树勋部
倒戈，投奔八路军。1946 年 9 月，吴
凤翔赴延安参观学习，受到毛泽东、
朱德的亲切接见。1947年，他重新加
入中国共产党。1949 年参加开国大
典。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河北省军
区干校、河北军区教导大队任职。
1983年4月14日逝世。

牢记历史、不忘过去。我看曹
沟，如读一页刀光剑影、如火如荼的
抗战历史。曹沟，书写了一段抗战传
奇，成为桥墩，化作基石，铺就络绎不
绝的红色通途。沉思在曹沟村，重温
那段历史，仿佛看见当年硝烟弥漫的
战场，看到坚强不屈的中华儿女和侵
略者英勇斗争的壮烈情景。在此，由
衷地向他们深鞠一躬……

1945年，曹沟的烽火岁月
●翟红果 文/图

在八路军豫西抗日纪念馆，我
追寻着先烈的脚步，内心久久不能
平静。一件件展品前，我仿佛看到
英雄的中华儿女生活、战斗、抗争
的痕迹。

1944年4月，日本为挽救其在太
平洋战线上的失利，打通中国大陆交
通线，援助其入侵南洋的孤军，发动
了对中国豫、湘、桂地区正面战场的
进攻。4月18日，日军首先发动河南
战役，调集四个师团约9万余人，从豫
北、豫南、晋南向豫西、豫中地区大举
进攻，国民党军队接连失利，37天丢
失38座县城，豫西、豫中大部沦陷。

根据全国抗战形势，中共中央及
时作出向河南敌后进军、开辟河南抗
日根据地、控制中原战略要地的部

署。1944 年 9 月，以皮定均为司令
员、徐子荣为政委的豫西抗日游击支
队渡过黄河，进入豫西。经过三个多
月的反扫荡、反清剿，初步开辟以嵩
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10月，中共
中央正式组建中共河南区委、河南军
区和河南人民抗日军，王树声任河南
军区及河南人民抗日军司令员，戴季
英任河南区党委书记兼河南军区及
河南人民抗日军政委。

按照中共中央统一部署，皮、徐
的豫西抗日游击支队更名为河南人
民抗日军第一支队，后又相继组建河
南人民抗日军二、三、四、五支队进入
豫西。

1945年1月下旬，为加强豫西的
抗日力量，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组建

的以刘昌毅为司令员、张力雄为政委
的河南人民抗日军第六支队南下豫
西。3月初，六支队先后在豫西渑池
县配合二支队消灭该地一股土顽势
力；中旬，在宜阳县姚村消灭极端反
动的国民党顽军杨福禄团，并对西赵
堡的土顽武装实施攻击；4月初，到达
河南军区所在地登封大金店。

1945 年 6 月底，河南区党委、军
区决定，由六支队开辟第六专区，成
立六地委、六专署、六军分区，张力雄
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孔祥祯任
专署专员，刘昌毅任军分区司令员。
六专区下辖临登（包括汝州县、登封
市的部分地区）、禹郏（包括郏县、禹
州市部分地区）、宝丰、襄城等县。

1945年7月，六支队进驻与安良

镇毗邻的禹州神垕，不久遭到日伪军
的扫荡。六支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
下，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聚而歼之，
取得反扫荡的胜利，日伪再也不敢进
犯神垕。这次战斗胜利后，当时曹沟
村一名极具威望的李姓知识分子主
动请求六支队进驻曹沟。考虑到各
方面的因素，六专区党、政、军机关及
禹郏县委、县政府于当月迁入曹沟。
从此，六专区及禹郏县领导班子办公
驻地均在郏县安良镇曹沟村，开辟了
豫西抗日根据地主战场。

1945年八九月间，六支队在郏北
人民及群众性抗日武装“武圣学”的
支持和配合下，发动郏北战役，先后
攻克岩郭、高垌、寺街、谒主沟等伪顽
据点，并一度兵临郏县城下，有力地
打击了日伪反动势力，郏北根据地也
由初期的禹郏边界地区发展为北至
神垕，东到蓝河，南邻城郊，西至青杨
庙、吕沟、林村等地约 200 平方公里
的广大地区。

六专区迁到曹沟后，先后组建
安良区、黄道区的抗日民主政府，开
展抗日宣传、筹粮筹款等活动，还举
办农会培训班，培训农会干部 200多
人，发展 100 多名入党积极分子；办
起军械修理所和被服厂，修理机械，
自制弹药，缝制军衣，并帮助农民生
产劳动；进行倒地运动，使灾荒年间
失去土地的贫苦农民重新收回自己
的土地，并帮助农民生产劳动，从而
调动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禹郏
抗日根据地成为豫西抗日根据地的
重要组成部分。

1945年9月上旬，根据重庆谈判
协定，党中央决定放弃豫西根据地，
命令河南军区部队南下桐柏山。9月
8日，六支队所辖干部集结于神垕准
备南下；9月18日，国民党15军64师
进犯神垕；9 月 19 日，六支队主力与
64师发生激烈战斗，击溃敌军后，集
结于小南海寺一带；21日以后，部队
经宝丰、鲁山、叶县、舞阳、西平、遂
平、泌阳等地，至桐柏山与新四军五
师胜利会师。

二、曹沟郏北抗日根据地开辟前后的抗日烽火

三、郏县传奇人物吴凤翔

出郏县县城，沿郏神公路一路向北
约15公里，就到了曹沟。曹沟村位于安
良镇北7公里凤翅山南麓的山坳里。这
里是郏县与禹州市神垕镇的交界处，四
面环山，群峰环绕，极为隐蔽，易守难
攻。曹沟山清水秀，环境幽僻，民风淳
朴。传说三国时曹操曾在此屯兵牧马、
操戈挥斧，曹沟也因此而得名。就这么
一个小地方，抗日战争时期，竟上演了一
段荡气回肠的历史。曹沟是豫西山地向
中部平原的过渡地带，这里有很厚的黄
土层，当地人因而开洞而居，所居与黄土
高原上的窑洞非常相似。曹沟八路军豫
西抗日根据地旧址就是一处以窑洞为
主、平房为辅的建筑。院内房舍大多为
清末建筑，经百年沧桑，历战火洗礼，仍
保存尚好。

曹沟八路军豫西抗日根据地旧址占
地108亩，布局严谨而不拘泥，精致而不
张扬，有三个院落，23 间房屋，11 孔窑
洞，3 座炮楼，1 处暗堡。前院是禹郏县
抗日民主政府办公驻地；南院驻扎禹郏
县独立团；后院是河南六专区党、政、军
机关办公地，另有抗日宣传队、医护所、
枪械所等分列左右。后院的三间窑洞是
主房间，正中是司令部，左边是参谋室，
右边是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的起居
室。窑洞都分为两层，有一些顶层是士兵
的宿舍，司令部上层是一处暗堡。这三间
窑洞皆有暗道相连，以备不时之需。窑
洞前左首是六专区专署办公室，右首是
专署会议室，窑洞顶部有一处炮楼。

曹沟旧址僻壤一隅，没有高耸旗
杆，没有石鼓，也没有石兽，却似沉默的
火焰，瞻者益众，研者益广，久久焕发着
不灭的光辉。这里是河南省国防教育
基地、平顶山市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平
顶山市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平顶山
市中共党史研究教育基地和市级文物
保护单位。

2004年以来，郏县陆续对旧址核心
进行保护修缮，收集图文资料及实物，展
示史事，传承文化，弘扬精神，激励来
者。2014年，投资1500万元对曹沟旧址
实施保护工程，并在旧址前方 500 米处
规划建设占地 2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2000 平方米的八路军豫西抗日纪念馆
以及八路军豫西抗日主题群雕；2015年
9 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前夕，纪念
馆建成开馆。纪念馆以八路军豫西抗日
斗争史为主题，分豫西沦陷、挺进豫西、
抗击日寇、红色曹沟、走向胜利、风云人
物、情系豫西和铭记历史等八个展区。
馆中收藏大量抗战时期的枪支弹药、大
刀、红缨枪及当时使用的作战地图、宣传
刊物和生活用具等。该馆被省委宣传部
定为河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一、曹沟八路军豫西抗日
根据地旧址和纪念馆 今年是日本全面发动

侵华战争80周年。最近，

笔者怀着敬佩的心情参观

了郏县曹沟八路军豫西抗

日根据地旧址和八路军豫

西抗日纪念馆。豫西抗日

根据地旧址曾是中共河南

区第六地委、第六专署、第

六军分区、禹郏县委所在

地。

抚摸每一处遗迹，咀味

每一段时光，怀念每一位英

雄……缅怀那一段激情燃

烧的岁月，内心虔诚而激

越，骄傲而崇敬。

八路军豫西抗日主题群雕

中共河南区第六地委、第六专署、第六
军分区旧址

曹沟八路军豫西抗日根据地旧址

第六军分区司令员居住过的窑洞

八路军豫西抗日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