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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有幸埋忠骨，汝水潺潺颂忠
魂。3月31日，记者在汝州市米庙镇一
五张村见到马英的后人——女儿何叶及
外孙张占庭。

年少不知外婆是英雄
今年 59岁的张占庭是一名建筑工

人，农闲时在附近做工补贴家用，妻子在
村里经营一家小超市，80岁的母亲何叶
身体硬朗，穿着干净得体。

“小时候家里根本没人提及外婆的
事，主要是怕勾起悲伤吧。”提起外婆马
英，张占庭声音低沉地说，他最早知道外
婆的事迹是在上初中时，有一次到原临
汝县文化馆参观看到英雄马英的事迹，
但那时候他根本不知道马英就是自己的
外婆。直到20世纪80年代，张占庭在大
舅家的堂屋墙上看到一张烈士证明书，
才知道县志上记载的英雄马英就是自己
的外婆。

“家人很少提及外婆的事，我也不敢
问。”张占庭说，有一年夏天外公到他家
住，他尝试着问外婆的事，但外公不愿
讲，而是讲述自己参加革命的故事。“当
时不理解外公为什么不讲外婆的事，现
在我明白，外公对外婆有着深厚的感情，
外婆被敌军抓住后受尽折磨而死，提及
外婆会触动外公内心的伤痛。”

根据资料显示，当年马英投身革命的
洪流，并动员丈夫、丈夫的大哥、侄儿加入
民兵组织。马英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为八
路军送情报、筹军粮，动员村里的妇女为
八路军做军鞋、缝军服。马英的家成了
大峪抗日根据地南端唯一的联络站。

张占庭的母亲何叶对母亲马英的记
忆十分少。“母亲牺牲时，我才两岁，根本
不记事，加上当时家人都不愿提及，母亲
的事俺知道得很少，长大后也只知道母
亲是参加革命牺牲了。”80岁的何叶哽咽
地说。70多年的时光，当年那个哭着、喊

着叫娘的小女孩已是满脸皱纹、满头白
发，但对母亲仍深深地眷恋。

她的故事激励着我们
岁月长河，磨灭不了历史的足迹；时

代变迁，英雄精神亘古长存。
2021年7月6日晚，汝州市举行庆祝

建党100周年大型原创曲剧《马英》汇报
演出首演仪式，马英的故事被搬上舞台。

“我母亲、我们一家人都被邀请到现
场看演出，看到演员们在舞台上以曲剧
的形式演绎外婆的事迹，我很感动；听到
观众雷鸣般的掌声，我因外婆而骄傲。”
张占庭说，《马英》剧本创作期间，创作人
员多次到家里找他了解外婆的事迹，“我
希望外婆的故事能够通过舞台让更多的
人知道，激励更多人。”

“我有幸饰演英雄马英这个角色，深
感责任在肩，我会尽最大的努力把英雄角
色塑造好，完美地呈现给观众。”马英的饰
演者、国家一级演员刘爱云说。

“我把外婆的事迹资料发给在外工作
的儿子和女儿，也让他们知道更多太婆的
故事。”张占庭说，“近年来，国家大力弘扬
英烈精神，作为英雄的后人，我们更应该
向先辈学习，做对国家有用的人。”

张占庭起身来到母亲身边，打开手
机找到外婆的事迹介绍指给母亲看，马
英的照片出现在手机屏幕上。

“这张照片不是外婆的真实照，而是
相关部门根据母亲的讲述和同时代老人
的介绍复原的画像。”张占庭说，“母亲很小
时外婆就不在了，如今母亲年老，我的任
务就是照顾好母亲，让外婆少一分牵挂。”

又是一年清明时，春风落日寄哀
思。“清明节到了，我们一家人会到风穴
寺烈士陵园祭奠外婆。”张占庭说，“这些
年每年清明，我们一家人都记着这件事，
从未忘记。”

（本报记者 魏森元 文/图）

松柏苍翠，碧草青青。3 月
31 日，位于鲁山县仓头乡刘河村
的任应岐烈士陵园庄严肃穆，马
昶红和妻子陈红霞以及任应岐外
孙女王淑灏、王淑灏的表姐孙愫
等人为英雄献花，站立墓前默默
凭吊。

多方搜集英雄的事迹
马昶红家住鲁山县城，每年

清明节他只要在家，都会到任
应岐墓前祭拜，有时自己来，有
时与妻子或是任应岐亲属一同
前往。

马昶红的爷爷马振营生前系
任应岐随从，马昶红没少听父亲
和爷爷讲任应岐生前的故事。但
马昶红不解的是在其看过的诸多
书籍中，很少见到过有关任应岐
的介绍。于是马昶红从16岁开始
便去郑州、北京、天津、南京、上海
等地多家档案馆和历史博物馆，
搜集了许多有关任应岐鲜为人知
的史料和英勇事迹。最终，在马
昶红和诸多历史学家及研究者共
同努力下，任应岐的英雄形象才
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任应岐牺牲后，灵柩运回河
南，暂厝于许昌，1937年迁厝于鲁
山县城东关，1952 年运回故里安
葬。马昶红说，他一家人对任应岐
都有着深深的眷恋。为更好地缅
怀先烈，他打算在家筹建一个任应
岐纪念馆和档案馆，让烈士精神世
代相传。

英雄虽逝但精神永存
“他不仅是我外公，更是我心

目中的英雄。”王淑灏说母亲任秀
霞今年89岁，目前在市区居住，此

前经常到外公任应岐墓前看望，
今年因身体原因，母亲没能到墓
前祭拜。王淑灏听母亲讲，外公
生前将积蓄全捐献给“反法西斯
大同盟”，牺牲后家人和子女一度
生活无依。

1943 年 ，王 淑 灏 的 外 婆 病
逝，当时其母任秀霞不满 10 岁。
后在豫南率部抗日的程耀德（任
应岐生前好友）找到了王淑灏的
母亲和舅舅，在生活上给予了很
大帮助。1945 年夏，在新四军第
五师师长李先念和师政委陈少
敏等帮助下，任秀霞和哥哥任少
岐、弟弟任中华跟随部队生活。
之后不久，任秀霞被送往河南一
亲戚家生活。1946 年春，蒋介石
围攻大别山，任少岐在跟随部队
突围中牺牲，任中华则流落到湖
北应山县给人当了佣工。在父
亲的影响下，任中华之后加入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3 年，任秀霞嫁到宝丰县
大营镇一农家。虽然父亲任应
岐为抗日英雄，但任秀霞从未以
此炫耀，一直老老实实做人，勤
勤恳恳种田，并经常教育子女，
一定要以外公为榜样，好好做
事，真心待人。

王淑灏被外公感动的同时，
也牢记着母亲的教导，她把儿子
送到部队锻炼。“俺侄子前些年
也当兵了，这都是受我外公影
响，报名参军、报效祖国。”王淑
灏说。

斯人已逝，浩气长存。眼下，
祖国日新月异，人们生活幸福安
康，这是每一位英雄的夙愿，如今
全部实现。

（本报记者 胡耀华 文/图）

外孙张占庭：

英雄外婆
您是我们的骄傲

研究者及亲属：

如您所愿
祖国强盛民安康

马英，1919年出生于汝州市米庙镇长马村。1944年5月，日军侵占了豫西。
同年9月，八路军皮定均、徐子荣率领的“豫西抗日先遣支队”挺进豫西，灾难深重
的豫西燃起了熊熊的革命烈火，年轻的马英毅然投身于革命的洪流。1945年7月
12日，日军向大峪抗日根据地进犯，马英为保护一份八路军筹粮的账单被俘，受
尽折磨后被残忍杀害，年仅26岁。

马英是目前平顶山地区抗日烈士英名录中唯一的女烈士，2001年，马英的名
字被载入《中国共产党革命英烈大典》。

任应岐，1892年生于鲁山县仓头乡刘河村，生前曾任建国豫军第
一师师长兼第二旅旅长、陆军第十师师长兼郑州警备区司令、国民革
命军第十二军军长等职。后任应岐结识了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人刘
仁，受刘仁启导，拥护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并与吉鸿昌等从事抗日
活动。1934年11月9日，任应岐与吉鸿昌等人在天津国民饭店商议
抗日反蒋合作事宜时，遭军统特务暗杀，任应岐和吉鸿昌受伤被捕。
11月24日，任应岐和吉鸿昌被国民党同时枪杀，任应岐时年42岁。
2021年7月，任应岐被省政府追认为烈士。

马昶红（右一）和王淑灏为英雄献花 张占庭（右一）拿着手机让母亲看外婆的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