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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岸萌/文 张鹏/图

1944年4月，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第一阶段的河南会战，在两个月内打败了国民党驻河南的40
万军队。当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出“绾毂中原”的战略决策，命令新四军北上、八路军南下，挺进
中原，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虎头山战役发生在舞钢市尹集镇苇子园村虎头山上，是新四军五师开
辟豫中抗日根据地打响痛歼日军的第一枪。

3月31日，平顶山日报社“辉煌百年路 奋进新鹰城”——庆祝建党100周年全媒体新闻行动记者
团一行来到舞钢市虎头山革命烈士陵园，向烈士致敬。

虎头山上硝烟弥漫

虎头山革命烈士陵园：

青山有幸埋忠骨

两代人守一份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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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单重见天日，虎头山上埋葬的烈
士有了名字，这也促成了虎头山革命烈
士陵园的建立。2001年，在市老促会和
舞钢市委、市政府等各方的支持下，虎
头山战斗遗址被辟建为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虎头山革命烈士陵园。

在蒙蒙细雨中，烈士陵园内苍松翠
柏挺拔，庄严肃穆。陵园广场中央是新
四军烈士纪念碑，碑身是用汉白玉雕成
的英雄雕像，基座上镌刻着“新四军烈
士纪念碑”，碑周围摆放着鲜花。陵园
最北边安葬着 27 位新四军烈士忠骨
（含其他战场牺牲战士）。虎头山半山

腰，通往陵园的盘山大道旁，还摆着一
架退役歼6飞机和两门“三七”型退役
高射炮，吸引很多游人拍照留念。

退伍军人冯晓甫和战友从舞阳县
赶来悼念烈士：“他们曾为我们战斗，我
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我们对烈士很
敬仰，马上要到清明节，到这里来看看
他们，永记他们作出的牺牲。”

苇子园村监委会主任鲁凤如说，苇
子园村有360余户，因为地形原因山多
地少，曾经十分贫瘠。现在村民除开种
植菌菇、养殖家畜的，其中约有60户村
民开办了农家乐，还有约30户村民摆

摊售卖小吃、水果、玩具等。“村民们可
以选择的致富道路越来越多，家庭经济
也越来越好。”

2004年6月，虎头山革命烈士陵园
被河南省政府命名为省级国防教育基
地，2008年 11月，陵园被共青团河南省
委确定为“河南省青少年教育基地”，并
先后被列为平顶山市青少年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平顶山学院德育教学基地、
中原工学院德育教育基地，2013年7月
被平顶山市确定为“平顶山市中共党史
教育基地”。陵园辟建以来，每年10余
万人前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据舞钢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王
艳秋介绍，日军侵占舞阳后，据守在县
内各个据点，国民党舞阳县政府避至舞
阳西南部及泌阳、方城交界处。

时任新四军五师十三旅副旅长的
黄霖奉命率1000多人组成了豫南游击
兵团，1944年 11月进入舞阳南部（现舞
钢市）和遂平接壤的嵖岈山地区，兵团
更名为河南挺进兵团。

1945年 2月 7日，新四军河南挺进
兵团为了打通与豫西八路军联系的通

道，建立以嵖岈山为中心，包括西平、遂
平、舞阳、泌阳、叶县、方城等县在内的
边区抗日根据地，一举扫除盘踞在尹集
镇南部山区摩轴峡的国民党舞阳县直
属武装大队史聘侯部。

2月9日，为转移摩轴峡（当地人谐
音称母猪峡）战斗中缴获的武器、弹药、
粮食、布匹等，河南挺进兵团派兵驻守
在摩轴峡峡谷北口的唐寺沟警戒，被日
军偷袭。听到哨兵鸣枪后，我军迅速抢
占虎头山，利用有利地形阻止日军向摩

轴峡进攻。
当时，敌军携带钢炮、机枪等轻重

武器，轮番向虎头山进攻，虎头山上顿
时硝烟弥漫，新四军将士凭借有利地
形英勇抵抗，打退日军多次冲锋，由于
敌我力量悬殊，日军最终攻上山坡，双
方展开殊死搏斗。新四军边打边撤边
组织反攻，前来接应的河南挺进兵团
二团团长林国平率部追击敌军，击毙
日军军官 1名，胜利完成阻击任务，敌
军撤退。

在尹集镇苇子园村陈宽玉家的老
宅东厢后墙上有一个拳头大的小洞。
一份名单被藏在洞里面，50多年后才
得以公之于世。

名单上有 15个名字，他们就是当
年在虎头山战役中阵亡的15位烈士。

“2001年前后，我在搜集资料时听
说附近村民保护着一份虎头山战役牺
牲将士的名单，后来苇子园村的杨赖
孩在村民陈国志家找到了，陈国志就
是陈宽玉的父亲。”尹集镇党委宣传统

战办公室主任白东亮介绍说。他经过
走访整理，还原了当年的基本情况：由
于战事紧张，虎头山战役结束后，河南
挺进兵团把15名牺牲将士的遗体收拢
在一起，委托陈苟嗪和同村村民张山、
陈国志等十几人，将他们安葬在当地，
并将 15 名将士的名字写在一张红纸
上，秘密交给陈苟嗪，让他妥善保存。

陈苟嗪接到任务后，将名单用一
块帆布包住，用棉线缠起来，糊进自家
的土墙内。1946年秋，身患重病的陈

苟嗪把名单从墙中取出交给侄子陈国
志珍藏。陈国志不识字，鉴于当时形
势所迫，他将名单糊进了自家的土墙
洞中。

“当时挖开墙洞，打开一看确实是
一份名单。”白东亮说，杨赖孩和陈国
志的弟弟拿着取出的东西找他。“名单
用粗帆布包着、用棉线缠着，因为时间
久远，布和棉线都快沤烂了，打开一
看，里面是褪了色的红纸，上面用铅笔
写着15个人的名字。”

立碑纪念永不忘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