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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1922年8月16日出生在山东
省淄博市博山区崮山乡北崮山村的一个贫
苦家庭。日伪统治时期，焦裕禄家中的生
活越来越困难。他的父亲焦方田被逼上吊
自杀。焦裕禄曾多次被日寇抓去毒打、坐
牢。后被押送到抚顺煤矿当苦工。1943
年秋天，他终于逃出虎口，到江苏宿迁给地
主当长工。

1946 年 1 月，焦裕禄加入中国共产
党。不久，参加区武装部工作，领导民兵坚
持游击战。之后，调到山东渤海地区参加
土地改革复查工作，曾担任组长。

1953年6月，焦裕禄到洛阳矿山机器
制造厂参加工业建设，曾任车间主任、科
长。1962 年 6 月任尉氏县委书记处书
记。同年12月，焦裕禄调到兰考县，先后
任县委第二书记、书记。

兰考县地处豫东黄河故道，是个饱受
风沙、盐碱、内涝之患的老灾区。在带领全
县人民封沙、治水、改地的斗争中，焦裕禄
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他经常钻进农民的
草庵、牛棚，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把
群众同自然灾害斗争的宝贵经验，一点一
滴地集中起来，成为全县人民的共同财富，
成为全县人民战胜灾害的有力武器。

焦裕禄常说，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
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他的心里装
着全县的干部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他经
常肝部痛得直不起腰、骑不了车，即使这样，
他仍然用手或硬物顶住肝部，坚持工作、下
乡，直至被强行送进医院。1964 年 5 月 14
日，焦裕禄被肝癌夺去了生命，年仅42岁。

文/新华社记者 邵鲁文 李亚楠
初 杭 （据新华社电）

蔡廷锴，1892 年出生在广东省罗定
县。因家境贫困，他自幼失学，少年时即投
身军旅。在上级陈铭枢等人的影响下，蔡
廷锴投身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本帝国主义发
动对上海的进攻，制造了一·二八事变。第二
天，蔡廷锴与蒋光鼐、戴戟三人联名向全国各
界发出抗日通电，表示身为军人，“惟知正当
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
弃”。经过近四十日的浴血奋战，19路军苦撑
月余，粉碎了日军“四小时占领上海”的狂言。

由于坚决主张抗日到底，反对南京国
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不愿继续与红军
作战，1933 年 11 月 20 日，蔡廷锴与陈铭
枢、蒋光鼐等人一起，发动了著名的福建事

变，建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他
们抵抗合围福建的国民党嫡系部队，与红
军签订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这一正义
行动，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

抗日战争胜利后，面临反对内战、争取
和平的形势，蔡廷锴与李济深、何香凝等一
起筹组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积极参加
民主革命斗争。1947年，他参加了中国国
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筹建活动，1948 年初，
民革在香港成立，蔡廷锴被选为中央常务
委员兼财政委员会主任。

1948年9月，蔡廷锴作为民促的首席
代表，应中共中央的邀请，到达东北解放
区，参加“新政协诸问题”座谈会等活动。

北平和平解放后，蔡廷锴和其他民主
人士到达北京。他先后出席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筹备会和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
了共同纲领的制定等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蔡廷锴担任中央人
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
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
委副主任、民革中央副主席、世界和平理事
会理事等重要职务。1968年4月25日，蔡
廷锴因病在北京逝世。
文/新华社记者 李雄鹰（据新华社电）

焦裕禄：心系全县的好公仆

蔡廷锴：浴血奋战的抗日名将

王 杰 ，1942 年 生 ，山 东 金 乡 县 人 。
1961 年 8 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2
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以雷
锋为榜样，从小事做起，处处以身作则，“以
服从祖国的需要为快乐”，为了党的事业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逐步成长为一名伟
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热爱学习，写下了
10多万字的日记。

王杰关怀战友，爱护集体财产，帮助
群众做好事从不留名。他勤奋工作，在
执行训练、施工和抗洪救灾等各项任务
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被大家称为“闲
不住的人”“不知疲倦的人”。他在部队
里年年是优秀战士，两次荣立三等功，当
了班长，被评为“模范共青团员”和一级

技术能手。
1965年7月14日，王杰在江苏省邳县

张楼公社帮助民兵地雷班进行军事训练。
在炸药包即将发生意外爆炸的危急关头，
为保护在场的12名民兵和人武干部的生
命安全，他毅然扑向炸药包，献出了自己
23岁的年轻生命。

根据王杰生前愿望，所在部队党委追
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65年11月27
日，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班为“王杰
班”。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为他题了词。

1965年11月9日，《解放军报》以“一
心为革命”为题，刊登了王杰的日记，在全
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解放军原总政治部、
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妇联分别
发出通知，号召向王杰同志学习。学习他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踏踏实实，埋头苦干，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高贵品德。

为了缅怀英雄，1968 年，王杰成长的
山东省金乡县花鼓村改名为“王杰村”，并
在村里修建了一座纪念馆。

文/新华社记者 魏圣曜 孙晓辉
（据新华社电）

在长春市第十八中学，
每年开学的第一天被称为

“英俊日”。学生们重温刘英
俊烈士的故事，表达对他的
缅怀和敬意。这座英雄的母
校被命名为“英俊中学”，传
承着刘英俊烈士舍己为人、
甘于奉献的精神。他生前写
下的日记在校园中展出，时
时鼓励着后人修身励志、勇
于担当。

刘英俊，1945 年生，吉
林长春人，1960年进入长春
市第十八中学读书，1962年
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刘英俊入伍后的第二
年，正值毛泽东等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发出向雷锋同
志学习的伟大号召。他积极
响应，时时处处以雷锋为榜
样，决心做一名雷锋式的好
战士。他在日记中写道：“一
个人无论是活多长时间，他
的死，只要是献给党的壮丽
的共产主义事业，那就是无
限光荣的，有价值的。雷锋
能，我也能。”

刘英俊学雷锋言行一
致，从点滴做起，从身边做
起。在连队，他是“业余修理员”，连队的桌椅、门
窗坏了，他主动修好。在医院住院，他是“劳动休
养员”，帮助重病号打水、端饭，协助医护人员扫
地、刷痰盂。出差途中，他是“义务勤务员”，扶老
携幼，急人所难，好事做一路。在部队驻地，他是
附近小学的“校外辅导员”，经常给小朋友们上政
治课，还用自己的津贴给学校买了许多宣传革命
英雄人物的书籍。他像雷锋那样闲不住，有空就
为群众做好事。一次，连队驻在农村搞生产，他发
现村里有一对年老体弱、生活困难的老夫妇，便在
生产之余，每天为老人家挑水、劈柴、整理卫生，临
走前还起早贪黑为老人家挖了个大菜窖。他也像
雷锋那样，做好事不留姓名。经常在佳木斯市西
区帮助这家买粮，帮助那家挑水，可群众始终不知
道他叫什么名字。

1966年3月15日，刘英俊所在炮连到佳木斯
市郊外执行训练任务。三辆炮车临近公路汽车站
时，放慢了速度，因为这里人多车杂，怕骡马碰撞
群众。但是，其中一辆炮车的辕马一听到汽车的
喇叭声便掉头猛跑，车马径直朝人群冲去，情况十
分危急。担任炮车驭手的刘英俊用肩膀猛抵惊马
的脖子。惊马被迫拐上公路左侧的小道。刘英俊
拉紧缰绳，惊马继续飞奔。群众高呼，叫他赶紧撒
手。这时，在炮车前面不远处有6名儿童，他们被
飞奔而来的惊马吓得不知所措。在这千钧一发的
时刻，刘英俊不顾个人危险，用力将缰绳在胳膊上
猛缠几道，然后猛力一拉，使惊马前蹄腾空而起。
接着，他双脚伸向马的后腿，使尽全身力气踢倒惊
马。6 名儿童安然脱险，他却被压在翻倒的车
底。由于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英勇牺牲，年仅
21岁。

刘英俊牺牲后，所在部队党委给他追记一等
功，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中国人民解
放军原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向刘英
俊学习的号召。佳木斯市修建了刘
英俊烈士陵墓。长春市革命
烈士纪念馆中设有刘英俊烈
士事迹陈列室。
文/新华社记者 邵美琦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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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至成，1903 年生，贵州三穗人，侗
族。1923 年在重庆加入川滇黔联军，任
营军需官。1926 年春考入广州黄埔军校
第 5 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 年春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转入
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
在作战中右腿受伤。同年4月随朱德、陈
毅到井冈山，任工农革命军（后称工农红
军）第 4 军 28 团连长，在反“进剿”作战中
腹部受伤。后兼任留守主任，在反“会剿”
的困难条件下，负责伤病员管理工作，解
决给养和医药供应。

1929年3月，杨至成任红4军副官长、
红12军副官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务部
部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经理部兼红
军总兵站主任、总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
组织兵工、军需、医药生产和物资供给，并
创办后勤学校，培养后勤干部。

1934年10月，杨至成参加长征。到达
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部长，军委后勤
部部长兼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兵站部部长。

1948年，杨至成任东北野战军军需部
部长，大力组织扩建军需工厂、兵站、医院
和仓库，为部队进行辽沈、平津战役提供了
强有力的物资保障。1949 年起任华中军
区、中南军区军需部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
轻工业部部长，中南军区第一副参谋长兼
后勤部部长，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
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院务部部长，
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等职，为军队现代化
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1955 年杨
至成被授予上将军衔。1967年2月3日在
北京病逝。 文/新华社记者 李黔渝

（据新华社电）

蒋光鼐，字憬然，1888年12月出生于
广东东莞。1906年，他考入黄埔广东陆军
小学，加入同盟会，立志救国救民。1912
年，以军功被选送保定军校。次年，“二次
革命”爆发，蒋光鼐参加了李烈钧领导的湖
口起义。起义失败后赴日本，在黄兴主办
的军事训练班“浩然庐”学习，认识了孙中
山先生，之后一直追随在孙中山先生左右。

1932年，日军制造了一·二八事变，企
图占领上海。当时驻守上海的中国军队为
第19路军，蒋光鼐担任最高指挥官。在全
国人民抗日高潮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号
召的影响和推动下，蒋光鼐决心抗击日寇，
保卫上海。他抱病离开医院，奔赴前线，亲
自指挥，并通电全国，“尺地寸草，不能放

弃”，表示了誓死守卫国土、抵御强敌的决
心。在接到日军的最后通牒时，蒋光鼐毅
然下令：“用大炮回答他。”他拒绝南京政府
要求停止抵抗的命令，指挥19路军，顽强
奋战，苦撑月余，粉碎了日军“四小时占领
上海”的狂言。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期
望和平的愿望，一意孤行发动内战。1947
年，蒋光鼐秘密从事民主革命活动，与李济
深、何香凝等一起，共同筹划中国国民党革
命委员会的创建工作，并和中国共产党及
其他民主党派合作，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
统治。1948 年元旦，民革成立，宣告与国
民党当局在政治上公开决裂。

新中国成立后，蒋光鼐被任命为中央
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部长，主管全国纺织
工业的生产。他为了熟悉纺织行业发展情
况，十分注重学习，虚心听取专业技术人员
的意见，深入生产现场调查研究，着力解决
纺织原料跟不上发展需要的突出矛盾。在
工作生活中，他严格要求自己，艰苦朴素，
廉洁奉公，同共产党领导干部真诚合作、协
商办事，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1967
年6月8日病逝于北京。
文/新华社记者 黄浩苑（据新华社电）

蒋光鼐：“尺地寸草，不能放弃”

杨至成：解放军后勤工作的“开拓者”

曾日三，又名曾日山，是中国工农红军
高级指挥员，1904年生于湖南宜章城关镇
曾家湾一个读书人家庭。1919 年考入省
立第三师范学校。毕业后到宜章第一区高
小任教，后任国民党宜章县署督学。

1928年1月，朱德、陈毅领导发动宜章
暴动，将县长杨孝斌等宜章县反动上层人物
一网打尽。暴动胜利后，曾日三作为正直青
年被吸收到县苏维埃政府参加革命工作。
他表示要摆脱封建家庭，跟共产党干革命。
同年2月，他参加中国工农革命军，任第3师
秘书。4月，随湘南起义部队到井冈山，任红
4军第29团秘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起，曾日三任红4军军部秘书、
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参加了保卫井
冈山、开辟赣南闽西苏区的斗争。其间，与
吴仲廉结为伉俪。朱德为他们担任主婚
人。1931年起任红3军政治部主任、红3军
团政治部副主任、福建军区政治委员，参加
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屡建功勋。

1934年10月，曾日三参加长征，任红
5军团政治部主任、代政治委员，率部担任
后卫。他经常到前线阵地进行政治动员，
指挥战斗，有力保障了主力部队的作战行
动。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后，红一、四方面

军混合编为左、右路军，红5军团改番号为
红5军，曾日三任代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
任，被编入张国焘指挥的左路军并作为前
锋部队。他坚决支持党中央的北上方针，
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维护红一、四方面
军的团结，后被调到红9军任政治部主任。

1936年10月，曾日三随部西渡黄河，
转战甘肃省河西走廊。参与指挥古浪、永
昌等战斗。后任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
长、红9军代政治委员。1937年3月西路军
失败后，他任西路军第三支队政委，率200
余人突围，艰苦转战在祁连山区。在异常
困难的情况下，他要求共产党员起模范带
头作用，每一个指战员都要做钢铁战士。

1937年4月27日，曾日三在红柳园子
遭国民党军包围，为掩护伤病员和妇女先
撤，他率部担负阻击任务，最后落入敌手。
面对敌人的屠刀，他大义凛然，高喊“红军
万岁”，壮烈牺牲，时年33岁。

“曾日三有谋有勇善战，成为红军高级
将领。他忠于党，为了大家敢于牺牲，是坚
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宜章县原史志办
主任吴绪斌说。

文/新华社记者 谭 畅
（据新华社电）

曾日三：屡建功勋的指挥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