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河南新县郭家河乡土门
村，有一座前后五间瓦房组成
的院落，每年都会有众多游客
前来参观学习，这里就是抗日
虎将叶成焕的故居，瓦房内的
展板上记录着叶成焕短暂而
光辉的一生。

叶 成 焕 ，1914 年 出 生 ，
1929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在鄂豫皖苏区，他
先后任指导员、营政委、团政
委、师长、师政委等职，率部屡
建战功，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员
虎将。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
他担任八路军第129师386旅
772团团长。1938年 2月至 3
月，他率部参加了长生口、神
头岭、响堂铺等战斗，有力地
打击和钳制了日军，为创建晋
东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
贡献。

1938年4月16日晨，山西
武乡的长乐村战斗打响，叶成
焕率第772团与兄弟部队一起
将东撤的日军截为数段，压缩
到狭窄的河谷里。战斗一直持

续到傍晚，八路军共歼敌2200
余人。

这时，有千余敌人从辽县
来援。鉴于全部歼灭该敌已
无把握，上级决定以一部分兵
力迷惑牵制敌人，主力立即撤
出战斗。叶成焕接到命令后，
一面指挥部队打扫战场，装运
战利品，准备撤离；一面跑上
一个高坡，观察敌人增援部队
的情况，完全把自己的安危置
之度外。突然，一颗子弹射中

了他的头部。18日凌晨，叶成
焕壮烈牺牲，年仅24岁。

新中国成立后，叶成焕的
遗体迁葬至河北省邯郸市晋
冀鲁豫烈士陵园。

在叶成焕的家乡，鄂豫皖
苏区首府烈士陵园建有他的
衣冠冢，方便家乡人民前来祭
奠。在烈士陵园的烈士纪念
馆，其英雄事迹鼓舞着无数前
来参观的人。

“叶成焕牺牲时那么年轻，
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是用烈士
们的鲜血换来的，我们应该更加
珍惜。”带着孩子自驾来新县接
受红色教育的河南信阳市民胡
洁说。

现在，叶成焕的部分后人
依然生活在土门村，守护着故
居，讲述着叶成焕的英雄事
迹。

“从小就听爷爷讲我曾祖
父的故事，我要学习他的精
神，不畏牺牲，勇当先锋，守好
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已是一
名军人的叶成焕侄曾孙叶文
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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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虎将叶成焕：不畏牺牲杀敌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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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清华学子，当民族危
亡悬于一线时，他走上街头，
发出抗日救亡的怒吼；他是抗
日将领，当抗战形势焦灼、国
土相继沦陷时，他毅然奔赴鄂
中农村，以“八条枪”为基础发
展敌后游击武装，屡挫日伪气
焰，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在武汉市黄陂区木兰山南
麓，抗日英烈杨学诚长眠于
此。“读书时就听闻老学长的
故事，如今来到他的故乡工
作，更能体会他那份抉择之
重。”在黄陂参与基层工作的
清华大学毕业生孙欣頔说。

杨学诚，1915年出生于湖
北黄陂研子岗一户贫苦农
家。1934年，杨学诚以优异成
绩考入清华大学。初入清华
园，他寡言少语，安分内向，鲜
少参加课外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
者加紧对华北的争夺。然而，
国民政府却一再妥协退让，极
力压制抗日救亡运动，刺痛了
无数爱国青年的心。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
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5
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杨学诚
与数千学子一道，冲破军警封
锁，走上街头，发出抗日救亡
的怒吼。随后，他加入北平学
联组织的南下宣传团，顶寒
风、冒风沙，徒步乡野，将救亡
火种撒向广阔农村。

民族危难之际，他完成了
从“书生”到“战士”的蜕变。
193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集体讨论时，他从坐着说到
站起来说，再到边走边说，总
能点燃大家的热情。”杨学诚

的侄子杨冬明回忆，多位曾与
杨学诚共事的老同志都赞叹
他擅长做思想动员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
北平沦陷，杨学诚9月初抵武
汉，担任中共长江局青委委
员、湖北省（工）委青委书记。
同年12月，他创建和领导了湖
北青年救国团。该组织如燎
原星火一般发展至5万余人，
成为武汉抗日救亡运动高潮
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全国抗战烽火连天，日军
进逼华中。1938年 8月，组织
一声令下，杨学诚奔赴鄂中，
与同志并肩开创抗日根据
地。在应城夏家庙，他们培训
抗日骨干300余人，为鄂中敌
后武装斗争奠定了坚实的组
织基础。

应城告急前夕，他喊出
“讨饭也要讨来一支枪”的壮
语，带领当地县委白手起家，
在“八条枪”的基础上，创立了
应城县抗日游击队第四支

队。1939年 6月，“应抗”主力
整编加入新四军，鄂中、豫南
武装实现统一指挥。杨学诚
历任多个指挥要职，他与战士
们同甘共苦，风餐露宿，坚持
进行敌后游击斗争。

“那时条件艰苦，二伯穿着
生满跳蚤的旧衣服，和战士们
挤在一间土房里工作。”杨学诚
的侄子杨冬明讲述，1939年，
祖母得知儿子在应城驻防，带
着子女步行6天前去探望。部
队首长见其家贫，悄悄塞给杨
母两块银元。杨学诚得知后，
恳请母亲退还：“现在队伍困
难，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1942年 8月，杨学诚兼任
新四军第五师鄂皖兵团政治
委员，率部开辟鄂南抗日根据
地。途经家乡黄陂时，他动员
青年参军。留宿家中当晚，母
亲劝他早日娶妻，他却说：“全
国尚未解放，我哪有心思成
家？”并向家人许诺“等胜利
了 ，一 定 接 你 们 到 武 汉 团
聚”。然而，长期艰苦的战斗
生活和求学时染上的肺疾，拖
垮了他的身体。1944年 3月，
杨学诚病逝于大悟山高家洼，
年仅29岁。

抗战胜利后，英魂归葬故
里。如今在黄陂，每逢清明、

“七一”等节点，前往杨学诚陵
园凭吊的群众络绎不绝。“时
代不同，但报效国家的赤诚一
脉相承。乡村振兴，基层就是
前线，我会把这份志向融入田
间地头，为乡亲们多做实事。”
孙欣頔说。

巍巍太行，苍山如刃。
在山西省左权县麻田村的西
山上，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面
向东方。纪念碑侧面镌刻着
陆定一同志的题词：“一九四
二年五月，华北新华日报社社
长何云等四十余位同志壮烈
牺牲，烈士们永垂不朽。”何
云，这位以笔为枪的新闻战
士，在1942年日军大扫荡中
壮烈牺牲，年仅37岁。

何云1905年出生于浙江
上虞县朱巷乡（今绍兴市上虞
区永和镇），1933年，因在上海
组织抗议日寇进攻华北的群众
大游行，被国民党逮捕。4年
的监狱生涯摧残了他的身躯，
两条腿由于长年戴着脚镣，走
起路来已经有些不便。饱经磨
难后，何云的革命信仰却更为
坚定，1937年恢复自由后，
他毅然奔赴华北抗日前线。

1939 年元旦，《新华日
报》（华北版）创刊号出版，何
云被任命为社长兼总编辑。
在发刊词中，他鲜明提出：

“《新华日报》华北分馆任务有
三：一是立足华北，坚持敌后
抗战，鼓励、推动全国团结抗
战及进步；二是创建、巩固和
扩大华北抗日根据地；三是团
结华北文化战士，开展敌后文
化运动与敌苦斗到底。”1941
年，新华社华北总分社成立，
何云兼任总分社社长。

夜深了，油灯下，一个瘦
弱的身影还在工作，手不停地
挥动着毛笔。这是吴青记忆
中的何云——她的丈夫，一
个总是伏案工作的人。在“百
团大战”期间，何云曾随八路
军总部和129师奔赴前线，主
持战地新闻采访工作。在炮
火纷飞的前线，稿件一经完
成，即审即刻、即校即印，以最

快的速度将“百团大战”取得
的战绩传播至民间，鼓舞广大
民众的抗战热情。

1942年 5月下旬开始，
日军调集3万兵力对太行根
据地展开“铁壁合围”。“我们
陷入敌人合击圈，被重重包
围，当时六架敌机擦着山头
低飞，疯狂轰炸扫射。重要
山头都被敌人火力封锁，机
枪声如骤雨一般。”时任《新
华日报》（华北版）记者李庄
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描述
当时的场景。

面对此情形，何云带领
200多名报社人员紧急向庄
子岭一带转移。他召集大家
开会，会议决定化整为零，分
头行动突围。何云带领几位
同志转移到辽县东南大羊角
村附近，架起电台，抄收延安
新华社电讯。

5月28日黎明，何云和
几位同志在大羊角村附近的
山坡上被敌人发现。面对绝
境，他冷静地对身边的战友
说：“不要把子弹打光，留下最
后两颗，一颗打我，一颗打你
自己，我们绝不能活着当俘
虏。”这时，一颗子弹射来，何
云被击中，身负重伤。当医护
人员赶来时，他挣扎着说：“我
的伤不重，快去抢救倒在那边
的同志吧。”这是他留下的最
后一句话。

何云牺牲后，刘伯承将军
痛惜道：“实在可惜啊！一武
（左权）一文（何云），两员大
将，为国捐躯了。”杨尚昆同志
在《悼何云》中写道，“何云正
在壮年，党所给予的任务尚待
竭力完成，今竟不幸牺牲，这
确是一个损失！”

今年5月，麻田八路军总
部纪念馆迎来了络绎不绝的
研学团队，每天都有上百名
来自山西、河北、河南的学生
前来瞻仰太行新闻烈士纪念
碑，参观新闻烈士展厅。

何云与战友们用生命诠
释的，远不止是党的新闻工
作者的职业坚守，更是中华
儿女在民族危亡之际的家国
大义，这在中华民族抗战的
壮阔画卷中，刻下了永不磨
灭的精神印记。

新闻战士何云：
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叶成焕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杨学诚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何云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