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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大庆（1928—1947），四川省宜宾县人。西北二
纵第三五九旅特级“战斗英雄”。在杜马阻击战斗中，
因身负重伤，抢救无效而牺牲，年仅 19岁。

何大庆的父亲早亡，家中负债累累。他和母亲及
两个年幼的弟弟仅仅依靠种几亩薄地维持生活。

1944 年，何大庆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在国民
党的部队里，何大庆吃尽了苦头，常被老兵欺负、长
官打骂，但也只能忍气吞声。

1947 年 2 月，何大庆参加了解放军。参军后，他
被解放军部队内官兵平等的气氛所感染，在打仗时
总是冲锋陷阵，仅入伍 9 个月，就立了 8 次大功，被评
为“战斗英雄”，很快由战士升为班长、排长。

杜马阻击战是解放运城战斗中的一次重要战
役。战斗中，何大庆带突击排冲锋在前，不幸中弹。他
负伤后，坚持不下火线。战斗结束后，何大庆被送往
西牛村野战后方医院，由于伤势过重，不幸牺牲。

作家李株以《这样的战士——纪念人民英雄何
大庆同志》为题，饱含深情地记述了当时的战斗场
景：

茫茫的晋南原野上，落着茫茫大雪。

你接受了打击增援运城敌人的任务，部队在雪

的原野前进。

你的排——是部队的前卫排，而你——是排的

先头尖兵。

天麻麻黑，战斗在马村打响。

敌人用猛烈的火力封锁你前进的开阔地。

无数带着火光的子弹在眼前乱飞。

你端着机枪冲过去。突然，子弹打进你的腹部，

你倒下了。

带着伤，流着血，你还往前爬。

紫黑色的血迹拖得长长的，印在白茫茫的雪地

上。

第一次拉你，你不下来。

第二次拉你，你不下来。

你不甘心就这样终止战斗。你还想往前爬。你的

手脚都被冻得麻木了。

模糊中你看见部队冲过去，你不能不停下来。

连长来看你，你的脸色已经惨白，你的嘴角泛着

白沫。你接二连三地说：“连长，我保卫毛主席！我保

卫毛主席！”说完，便昏迷了。

战斗结束后，你被送到了后方医院。

第一次来看你，你躺在病床上不能转动。

你说：“我没有什么困难，我担心的是伤口什么

时候才能好，什么时候才能到前方去完成立功计

划。”

你关切地询问着前方的一切，眉宇间深藏着焦

躁和忧虑。

第二次来看你，带着庆功信，带着“开展何大庆

运动”的特刊报，带着英雄的奖品，带着千百人的关

切和慰问。然而，你已经不能说话。你看着这一切，看

着你的好同志，你的眼中迸出大而晶亮的英雄泪。

12月 25日这一天，悲哀落在同志们的心头，因

为大家丧失了一个忠勇而亲密的同志。

如你所说，在蒋匪军里，一个小兵的命还不如一

条狗。

解放了，你找到自己的队伍，找到了自己的弟兄

和真正的家。

你看清了你应该朝哪条路走，你参加了中国共

产党。你顽强而英勇地战斗，拉痢疾行军不掉队，赤

着脚去追击敌人，受了伤不下火线。你有高度的阶级

友爱和纪律性，你立了8次功，你是人民的英雄！

你在旧社会的苦难中活了 18年，而你生活在解

放军里还不足9个月。

你太年轻，只有19岁。

大庆同志！你活着，从解放军里感受了无产阶级

的英雄气概。你死后，无畏的英雄气概又将感染万千

战士。

你的名字是这样响亮，是这样给人以向上的战

斗力量！

是的，你没有死！你还活着，你活在万千战士和

人民的心里。

这篇文章，曾刊发在《人民文学》，引起了极大反
响，后来又被收录进小学语文课本。

何大庆的英雄事迹，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

国民党的苦壮丁 共产党的勇尖兵

“战斗英雄”何大庆

张 茂 甫（1905—1991），晋 城 市 城 区 南 寨
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晋城地区早期
党组织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

张茂甫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 8
岁上私塾，13 岁考入晋城一中，毕业后在明道
书院上学。1922 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山
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不仅认真学
习文化知识，还接触了许多进步青年，阅读了大
量进步书籍。毕业后，他回到晋城任教，在他的
影响下，许多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国
民党反动派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在这样的
白色恐怖中，张茂甫在时逸之、常文郁二人的介
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 年，晋东南地区成立了以薄一波为领
导的牺盟特委，张茂甫当选为候补委员，后又
调至太行区第四专署工作，先任科长，后任专
员。不久，他在调至太岳区工作的行军中，要
随身携带太岳区的 50 万元货币，责任重大。
在战士和民兵的护送下，他万分谨慎，经过连
续行军终于完成了任务。

1944 年，张茂甫担任太岳区经济二分局局
长，1946 年任冀南银行太岳区经理。任职期间，
他发行了新货币、收兑了人民手中的其他货币，
包括蒋介石、阎锡山政府发行的旧币及金条、
银元、铜元等。

他牢记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
政策，解决百姓生活困难。他发放贷款，供百姓
购买生活日用品和生产资料用品。为了给前方
将士筹集经费和物资用品，他鼓励百姓种植棉
花等经济作物。

1947 年 10 月，我军二打运城未克，指战员
情绪低落。那时，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及
时发来电报：“攻运未克，打援又未全歼，在指战
员中引起一时情绪不好是很自然的。我军精神
很好，一两次仗未打好并不要紧，只要你们虚心
研究经验，许多胜仗就在后头，望将此意向指战
员解释。”毛主席的电报，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
斗志，成为解放运城的强大思想武器。

参加二打运城的冀南银行太岳区经理张茂
甫，根据毛主席电报精神，结合自身业务，认真
研究了配合运城战役的办法，经上级同意，以运
城为中心开展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货币斗争。

货币斗争的核心内容是把全区搞到的法币
票和金圆券全部调到运城来，然后用这些法币
票和金圆券从运城及周围集镇收购大量布匹、
棉花、粮食、食盐等物资，之后再把这些物资
源源不断地投向解放区。由于我方高价收购，
敌占区的物资源源不断地涌入解放区。有人这
样形容当时的情景：八路军的银行成天赶着一
头头骡马，驮着一袋袋法币票和金圆券，用不乱码的新钱换回来一
车车粮食、棉花……

不到两个月，解放军的银行就在城市投入了几百亿元法币票和
金圆券，换回来几百万匹布匹和上千万斤粮食等物资，致使敌占区的
货币疯狂贬值，贬值比例高达几百倍、上千倍。尽管国民党在运城被
围困后，还用飞机运来整箱的金圆券给官兵发饷，但官兵们拿上新
发的票子却买不到东西。这一举措，不仅在经济上搞垮了敌人，也在
政治上使国民党威风扫地。老百姓用法币票、金圆券糊墙壁、粘扇子，
以此来发泄自己的不满。

这场货币斗争对解放区军民来说是一件大好事，因为我方用法
币票和金圆券换来了大批物资，不但壮大了我军实力，为解放战争提
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又把高价购来的物资，再以冀南币低价卖
给了解放区人民，使群众得到了实惠。这场惊心动魄的货币斗争，从
经济上支援、配合前线斗争，加快了运城解放的步伐。

1947 年 12月 28日，运城回到了人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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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之久（1910—1947），河南省镇平
县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八
路军一一五师独立支队第一大队政治委
员，太岳军区卫生部部长、政治委员等
职。1947 年 4 月 28 日，彭之久在张里村
和骆驼湾之间的涑水河桥边上壮烈牺
牲，时年 37岁。

1910 年 7 月 22 日，彭之久出生在河
南省镇平县七里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
庭。他的哥哥彭雪枫是我国著名的无产
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彭之久 9 岁时入
本村私塾读书，后到河南省镇平县察院
小学学习。

1928 年夏，彭雪枫回乡。在哥哥的
启发、引导下，彭之久开始阅读进步书
籍，逐渐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为寻求
知识，彭之久千里迢迢到天津投奔经商
的伯父彭延庆。在伯父的帮助下，他在
震中中学当上了一名半工半读的旁听
生。不久后，晋绥军医训练班在天津招
生，经同乡朱秋千的介绍，他考入晋绥军
医学校。毕业后，彭之久随军到山西省

阳泉市，在晋绥军七十二师当医兵。他
一边刻苦钻研医学知识，一边打听红军
下落。

1937 年 2 月，彭之久在山西省卫生
人员训练所学习时，和哥哥相遇。彭雪
枫教育他好好学医，将来为红军服务。
同年 8 月，彭之久毕业，由彭雪枫介绍到
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工作。彭之久参加革
命后，先后在八路军民运部和中共山西
省委宣传部工作。

1938 年春，晋南地区沦陷。驻临汾
的中共山西省委机关和八路军办事处向
吕梁山乡吉（现乡宁吉县一带）地区转
移。他们以机关的二三十名警卫人员和
新绛纱厂一部分工人为基础，组建起八
路军一一五师独立支队第一大队。彭之
久先后担任该大队民运干事、政治部主
任。在支队的领导下，彭之久和大队长
杨尚儒率队战斗于晋南三山（吕梁山、中
条山、稷王山）、三河（汾河、涑水河、黄
河）之间。

1939 年 12 月，阎锡山发动“晋西事

变”，到处都是白色恐怖。彭之久和涂则
生迅速把一大队整编成三个战斗连队，
作为“拥阎讨逆抗日南路军总指挥部”的
特务营。同时，他们还根据乡吉地委和
汾南工委的指示，与新军内的共产党组
织互相配合，争取二一二旅旅长孙定国
走上抗日反顽的道路。

1940 年 2 月，新军二一二旅、二一三
旅和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支队第一大队
以及汾南各县抗日武装、政府机关干部
和群众团体组成晋南“拥阎抗日讨逆南
路军”，孙定国为总指挥，彭之久为参谋
长。根据中共北方局的指示，他们突出
重围，将部队转移到太岳根据地，成为根
据地的主力部队。

1941 年 3 月，为了加强对部队卫生
工作的领导，党组织把彭之久从前线调
至太岳军区，任卫生部部长、政委。他认
真贯彻毛泽东提出的“救死扶伤，实行革
命的人道主义”的方针，以身作则，教育
和带领医务人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彭之久平易近人，凡是找他看病的

人，无论是战士还是百姓，他都一视同
仁，耐心诊断，精心治疗。一次，他到第
五医疗所检查工作，看见一个重伤员要
小便，便立即去拿便盆。事后，伤员听说
给自己拿便盆的是卫生部部长，感动得
流下了眼泪。彭之久医德高尚，受到广
大群众称赞。

1947 年 4 月，在解放晋南战役中，为
了推广新创伤疗法，彭之久带领医疗手
术组紧随作战部队前进。27 日晚，在
泉逗湾战斗中，他们与指挥部失去联
系。次日晨，忽然远处有枪声响起，彭
之久担心指挥部被包围，决定亲自找部
队增援。警卫员担心他在路上遇到危
险，彭之久却说：“咱们牺牲不要紧，
要紧的是赶快设法告诉战斗部队。”说
罢，立即带着一名警卫员和一名民兵匆
匆出发。途中，他们与一个 19 人的敌
军便衣谍报组相遇。在敌众我寡的情况
下 ， 彭 之 久 沉 着 应 战 ，英 勇 地 迎 击 敌
人。在激烈的战斗中，他的头部不幸中
弹，但仍然顽强地坚持战斗，直至牺牲。

悉心照顾重伤员 沉着应战找增援

太岳军区卫生部部长彭之久

在解放运城的战役中，离不开运城革
命老区群众的支前运动。在临晋县的支
前民工中，涌现出一批像杨喜娃一样的支
前模范民工。

杨喜娃在旧社会受尽了苦难，面对新
中国的到来，杨喜娃满心欢喜。他在支前
行动中提出：“不完成任务不回家、不想
家！”“倾家荡产也要完成支前任务。”

很快，支前民工中掀起了“杨喜娃运
动”，这也是临晋民工在参加运城战役中
所展开的一个争取模范行为的运动。这
个运动由“不完成任务不回家、不想家”发
展到爱护伤员、遵守群众纪律、利用休息
时间帮助群众生产。这个争取模范行为
的运动在新参战民工中发挥了带动作用，
积累了带领民工参战的经验。

1947 年 9 月下旬，第二批民工学习了
“支前模范”杨喜娃的先进事例，他们认识
到干部与民工都是用自己的无限忠诚与
勇敢，创造着一个个奇迹。许多队员在炮
火中完成任务，在开阔地开通交通沟，在
敌人的外壕与铁丝网的里边修筑我军碉
堡。

很快，“杨喜娃运动”又充实了许多新
的内容，在这个运动的影响下，涌现出许
多新的英雄事迹。

炮火下抢救伤员的安炳炎

一中队以翻身农民安炳炎为首。在
一次激烈战斗时，安炳炎不怕炮火攻击，
带着一副担架，冲过敌军炮火封锁着的两
条交通沟的接合部，来回运送伤员。作战
中，一颗炮弹打在安炳炎附近，他伏在地
上，等到炮弹爆炸过了，再爬起来继续往
前跑。发现战友受伤了，他先是安慰战友
把他们安置到交通沟的掩体内，随后，又

到前方背起另一个受伤同志，将他送到安
全地带。他顾不上休息，流着汗在枪林弹
雨中来回运送伤员，胜利完成了任务。

“指挥员”谢德昌

民工谢德昌在他的汇报中，有四句
话：“我们去了 59 人，回来 59 人，完成了一
切任务。”谢德昌所在的分队一开始就被
单独分配到二大队，他们接受了运门板的
任务。

一来回 40 里路，他带领队员穿过敌
人的火力射击地带，每夜运送两次，将门
板送到前方，没有一人掉队。运门板时，
敌人的炮火不停扫射，他像一个沉着的指
挥员，先把各班班长带到前线，检查路线，
指明敌人的封锁地点，研究安全通过的办
法。到了晚上，他冲锋在前，带领大家在
炮火中前进。此外，他们还在火线抢救伤
员。一次战斗中，他们连续 3 次在火线抢
救伤员，圆满完成任务。

一天晚上，在敌人炮火的射击下，王
钱 蛋 等 人 在 离 敌 人 很 近 的 地 方 修 交 通
沟。天空下着小雨，交通沟上边需要盖上
门板，敌人的炮火猛烈，没有人敢上前。
王钱蛋自告奋勇，接下任务。他在雨里将
衣服完全脱光，让全身沾满泥土。当敌人
的照明弹与城墙上的大电灯照过来时，他
就躺在湿土上，即便敌人打枪他也不动。
敌人没有发现他，把电灯光转到别的地
方。他抓紧时间动工，很快完成了任务。

坚守岗位的樊喜来

一次战斗中，樊喜来所在的担架队被
部队的贾同志带到前线。贾同志把他们
安排在一孔窑洞里的战壕等候。敌人的炮
弹打过来，窑洞门口弥漫着烟雾，有 4 个
队员吓得要走。

正在这时，敌人又投来一颗炮弹，
这 4 个 人 赶 忙 跑 到 另 一 孔 窑 洞 躲 起 来 。
樊喜来想：“要是我也走了，战斗中的伤
员怎么办？”于是，他坚守在岗位，坚持
执行任务。

不久后，贾同志来了。他一个人跟着
贾同志到火线上抢救伤员，看见路上的避
弹坑里射藏着民工，便动员他们来帮忙。

有些人害怕受伤，不愿前去，他便用
严厉的态度要求他们帮助抬伤员。等把
伤员抬出火线后，他又向那些民工道歉：

“请你们不要见怪，原谅我态度不好，我们
都是为了救伤兵。”

和战士们一起战斗

一天晚上，战斗将要开始。四中队的
民工吴荡林、刘志合等人配合前沿部队，
在宽阔地开辟一道交通沟。敌人发现后
疯狂反扑。这时，一部分民工就地隐蔽，
另一部分民工继续支援前线。

他们看到敌人继续反扑，战士们没有
时 间 休 息 时 ，便 说 ：“ 同 志 ，让 我 们 也 打
吧！”他们从未参加过战斗，不会使用手榴
弹，就一边观察一边作战。在手榴弹爆炸
的火光里，他们看清了是先拉弦后往外
甩，于是他们也模仿着进行战斗，直到把
敌人击退了，又拿起镐头，继续完成挖掘
任务。

冒着炮火抢救伤员 放下镐头参加战斗

英雄辈出的“杨喜娃运动”

裴丽生 （1906—2000），垣曲县峪
子 村 人 ， 1929 年 考 入 清 华 大 学 经 济
系，1933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
任太原市人民政府市长、山西省人民政
府副主席兼省委常委、山西省人民政府
第一副主席、代理山西省人民政府主
席、山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华北行政委
员会委员、山西省省长、中国科学院副
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
和政协科技组组长、中国老区建设促进
会会长等职。

裴丽生 7 岁时进入本村私塾读书，
13 岁时考入垣曲县第一高小，18 岁时
考入太原进山中学。

当时，进山中学在太原的学校中教
学质量较高，师生思想也较为活跃。裴
丽生在学校里读了许多新书，受到了新
思潮的影响。

1929 年，裴丽生考入清华大学经
济系学习。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日军
发动“九一八”事变，寇深祸亟，民众
愤懑，北平的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般产
生，救亡运动此起彼伏。

1932 年 12 月，裴丽生参加了北平
社会科学家联盟。1933 年，裴丽生受
社联党组委派，负责燕京大学的工作。

同年 4月，裴丽生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 年 5 月 30 日，裴丽生从北平

回到运城，先后在韩玉琦、王祯二人主
办的暑期训练班和运城菁华中学任历
史、地理和语文教员。他还经常到其他
学校讲课，给学生介绍左翼书刊，宣传
抗日救亡思想。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很
多学生都投身革命。

1935 年 12 月 9 日，北平“一二·九”
爱国学生运动爆发，运城学生响应北平、
太原学生的号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
运城菁华中学的学生也积极响应。

1941 年，裴丽生任太岳行署副主
任。年底，刘少奇从华中返回延安。路
过太岳区时，刘少奇就开展对敌斗争和
减租减息作出指示。裴丽生和行署领导
按照刘少奇的指示，发动群众减租减
息，给群众实际利益，巩固了根据地。

抗战胜利后，在 1947 年解放运城
战役中，裴丽生作为太岳行署副主任亲
赴前线指导工作，为解放运城作出重要
贡献。

1947 年 3 月，中共中央指示太岳部
队迅速向临汾以南地区进攻，夺取晋南
三角洲地带，打击胡宗南的侧后方，以
配合陕北部队作战。

同年 4 月，我军发动晋南战役，以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晋南三角洲其
他县城，剩下孤零零的运城。

1947 年 9 月，为了减轻豫西压力，
防止胡宗南的运城守军撤出运城，调往
豫西参战。中央决定二打运城，由王新
亭率领太岳八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第
二次包围运城。当时，裴丽生担任太岳
行署副主任，代表太岳区党委和太岳行
署随军参加行动，协调地方工作，在战
争中担任运城前线后勤司令员。

据裴丽生回忆录记载，当时，参加
后勤指挥部工作的还有参谋长田杰三、
器材科科长阎文达、办公室主任王正
等。田杰三是裴丽生的主要助手，能统
筹考虑许多重大问题；阎文达记忆力极
好，口算和心算能力很强，对于许多关
联数据记得很清楚；王正沉着冷静，把
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通讯员李昆三骑
马打枪，纵横疆场，常常挎着一支枪，
冒着枪林弹雨，四处送信。就是这样一
支后勤保障队伍，有力地保障了运城战
役的协调保障工作。

在第二次攻打运城的战役中，裴丽
生带领人少精悍的后勤保障人员在太岳
区各县，先后统筹协调支前干部、民

兵、群众共 23 万人、担架 4230 副、马
车 38623 辆、牲口 212193 头。在他们的
协调下，民兵和群众及时把大量的军械
物资、粮食柴草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
仅门板就送了 17 万块，有力保证了作
战部队的需要。

广大干部群众和支前民工中的英雄
事迹也层出不穷。在阳城、沁水两县，
由青年妇女组织的支前队伍，赶着 12
辆马车，将两县妇女精心制作的军鞋、
鞋垫等物资送到前线。

1955 年 ， 裴 丽 生 当 选 山 西 省 省
长，后出任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
院长，完成了很多科研任务。他带领科
技人员研究尖端技术，保证了我国首次
核爆炸测试任务的圆满完成。在导弹技
术方面，裴丽生也倾注了心血，主抓火
箭探空和研制人造卫星的相关工作。

2000 年 3 月，裴丽生走完了他丰富
多彩又波澜壮阔的一生。

鉴于裴丽生在科技领导工作岗位上
作 出 的 突 出 贡 献 ， 2006 年 9 月 29 日 ，
经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
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
1982 年 2 月 16 日 发 现 的 国 际 编 号 为
5273 号的小行星命名为“裴丽生星”。

二打运城统领后勤 首次核爆倾注心血

曾主政山西的裴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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