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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维增（1921—1977），原名丑和，稷
山县稷峰镇东街村人，1940 年 10 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和抗美援朝战争，曾任青岛警备区司令
员。

裴 维 增 出 生 在 一 个 穷 苦 的 农 民 家
中。他 6 岁时丧母，寄居在亲戚家中，13
岁升入县高小，毕业后在家务农。

1937 年年初，裴维增在抗日救亡运
动的影响下，在刚成立的寿阳国民兵军
官教导团当兵。七七事变后，该团改编
为山西省青年抗日决死三纵队，裴维增
先后任班长、排长。“十二月事变”后，裴
维增调任纵队司令部见习参谋，并兼任
纵队训练队分队长。1940 年 8 月，他参
加百团大战，同年 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 年 10 月，裴维增调至纵队通讯
连任排长。在年底的反“扫荡”战斗中，
三分区部队在黎城与日军相遇，战斗激
烈，其所属的七团为掩护大部队撤退，被
日军包围。紧要关头，裴维增主动带兵
绕过日军岗哨，冲过敌人封锁，插进包围
圈，迅速找到七团，传达上级撤退命令，
带着部队撤了出来。

1941 年 11 月，裴维增任太行一分区

赞皇独立营一连（青年连）连长，参加了
解救一分区等多次战斗。

1945 年 1 月，裴维增调至太行一分
区三十一团（基干团）任参谋，6 月调至该
团九连任连长，前后参加了沁县、武乡等
地拒降日伪军反攻战，以及襄垣、屯留攻
坚战和磨盘山等著名战役。

在攻克屯留的战斗中，裴维增带领
九连担当突击部队，在全连仅剩 11 人的
情况下，英勇作战，打开屯留城突破口，
掩护后继部队攻入城内。

上党战役后，三十一团改属晋冀鲁
豫野战军第九旅第二十六团，裴维增任
该团二营副营长。1945 年 10 月，在与敌
新八军斗争中，裴维增带领全营勇猛穿
插，大获全胜，仅该营五连就俘获敌人营
级以下官兵 200 余人，并且缴获大量武器
装备。

1946 年 6 月至 1947 年 6 月，裴维增任
副营长、营长、团参谋长等职，随军三出
陇海路，转战鲁西南和豫北一带，参加了
20 余次战斗。在连续三个月的战斗中，
他立团甲等功一次，获得纵队、团一等奖
一次，并被评为“战斗英雄”，光荣地出席
了晋冀鲁豫三纵队首届英模会。

1947 年 7 月，裴维增随军千里挺进
大别山。1948 年 1 月，他晋升为副团长
兼任参谋长，2 月率部转战豫西，11 月参
加淮海战役。

在围歼黄维兵团的杨家庄战斗中，
他亲临一营前沿阵地指挥，在全营仅剩
30 余人的情况下，坚守阵地 7 个小时，受
到淮海战役总前委的表彰。

1949 年 3 月，二十六团改编为二野
三兵团十一军三十三师九十八团。同年
4 月，该团受命担任强渡长江突击任务，
由裴维增率队组成渡江突击队。面对敌
人的枪林弹雨，他们机智灵活，英勇作
战，胜利完成了任务，被军部授予“强渡
长江突击营”称号。

1949 年 6 月，裴维增任步兵第九十
九团团长。同年 11 月初，该团担任前卫
团，随十一军从湘西进军川西。11 月 21
日，该团首歼宋希濂兵团突破敌江防线，
渡过乌江。11 月 22 日，裴维增指挥一、
三营一举歼敌前卫九师直属二十五团，
俘敌 800 余人。11 月 30 日，裴维增率部
渡过长江，俘敌军保安团一部，占领重庆
杨家坪，直取磁器口，俘敌部分后方人
员 ，占 领 敌 总 后 勤 部 军 械 库 。 12 月 10

日，裴维增会同兄弟团的三个连，全歼敌
军一三四师，俘敌 1337 人。12 月 26 日，
他又率一个团配合政治攻势，迫使敌军
三十六军三六七团团长率 1200 余人、学
生纵队三大队队长率领 600余人投降。

1950 年春节前夕，裴维增率部在四
川承担剿匪任务。当他获悉云阳县和平
起义的原县大队企图暴动时，他与兄弟
团密切配合，以搜捕敌特分子为由，将县
大队调至县城东门外的江边待命，将其
副中队长以上的干部全部扣押，不费一
枪一弹，便平息了这场暴乱。

1952 年 11 月，裴维增所属的三十三
师赴朝鲜作战，改编为志愿军独立师，裴
维增任志愿军独立师参谋长。在朝鲜战
场上，裴维增叱咤风云，屡立战功。在夺
取高地的战斗中，他根据上级“不惜任何
代价，一定拿下高地”的命令，亲临三营
十连指挥所，多次组织指挥十连战士向
敌人发动猛烈攻击，歼灭了美军的一个
加强连，首创了志愿军战术反击战中以
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全连荣立
一等功，并涌现出一批战斗英雄。

1977 年，裴维增在济南病逝，享年 56
岁。

参加多次重大战役 数次立功频频受奖

“战斗英雄”裴维增
王满耀（1918—1948），临猗县孙吉镇王

显庄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任
三五九旅七一七团副团长、代理团长，三五九
旅副参谋长。1948 年，他在荔北战役中英勇
牺牲，年仅 30岁。

王 满 耀 出 生 在 一 个 破 落 的 地 主 家 庭 。
1933 年，他考入县立第三高小。王满耀性格
刚强，勤奋好学。在县立第三高小读书期间，
由于受到中共地下党员武士俊的影响，他多
次组织进步同学到孙吉镇宣传讲演，鼓动民
众参加抗战救亡。

1934 年，王满耀与武克仁、郭星显等进
步同学罢课，公开与校方对抗，被学校开除。
1935 年夏收后，经家人求情，王满耀又回到
学校继续求学。是年秋，他考入蒲坂中学。随
后，他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
队”）。不久后，他成为蒲坂中学民先队的主要
负责人。其间，他联络一高、三高、蒲坂中学等
学校的进步学生集资入股，支持中共地下党
员畅子正在运城路家巷开办生存书店。后来，
生存书店成为中共运城秘密联络站。

1938 年，日军侵占晋南，王满耀遂即投
笔从戎，到了西安。经进步人士茹志章介绍，
他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奔赴延安，先加入
抗大参训队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三五九旅
七一七团当参谋。同年，王满耀加入中国共产
党。在延安时，他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大练兵、
南泥湾大生产、党内整风及审干反奸等运动。

解放战争开始后，王满耀担任三五九旅
七一七团副团长。他善于攻坚克难，每次战
斗，总是带领前卫营或突击队冲锋在前。在沙
家店战斗中，他带领三营冲垮了敌军据守的
最后一个山头。在九里山攻坚战中，他英勇负
伤。伤未全好，他又主动参加了韩宜战役。
1947 年，他在参加瓦子街战斗时，腰部负伤。
在团长负重伤不能参战的情况下，王满耀临
危受命，指挥部队顽强拼杀，取得了战斗的胜
利。

1948 年 3 月，西府战役打响，王满耀因作战英勇被任命为代理
团长。在丰台镇战斗中，他所在的队伍击退了马家军，为大部队扫
清了前进障碍，受到上级表彰。在罗家垣堡石村战斗中，他指挥战
士猛打猛冲，再一次英勇立功。

1947 年冬，部队奉命撤至山西新绛、河津一带休整。中央军委
命令西野二纵配合太岳兵团王新亭部队第三次攻打运城。他在前
线见到了家乡的支前民工。当老乡问他为何不回家乡看看时，王满
耀说：“等全国解放后一定回去看望大家。”当他得知家乡正在搞土
改，便写信给地方政府，主动要求把家里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他
在信中写道：“不要因为我在军队中工作而有所顾虑，应不顾一切，
按照群众的要求处理财产。”

1948 年夏，部队转战陕中。这时，王满耀已升任三五九旅副参
谋长。10 月，他的部队在荔北一带作战。在韦庄歼敌十七师的战斗
中，他带领七团冲在最前线。在 10 月 6 日的一次战斗中，他不幸英
勇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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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安顺（1920—1948），稷山县西社镇范
家庄村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
人民解放军十二军三十六师一〇八团副团
长。1948 年，他在河南省邓县下薛集战斗中壮
烈牺牲，年仅 28岁。

芦安顺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
母省吃俭用供他上学。他从小性格倔强，同情
弱小，疾恶如仇。

1936 年 8 月，芦安顺从太杜高小毕业，考
入绛垣中学附设的补习班学习。这时，他结识
了一位名叫金天才的爱国志士。金天才是东
北人，九一八事变后逃离沦陷的家乡，来到山
西开展抗日爱国宣传活动。金天才经常在绛
垣中学向学生们作抗日演讲，控诉日寇在东
北的滔天罪行，激起了芦安顺和广大师生的
爱国热情。

1937 年春，芦安顺考入国民兵军官教导
团，被编入第十八团。在政治部主任戎伍胜的
带领下，他到寿阳县大营盘学习训练。七七事
变后，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十八团调往太原，
次年又调往曲沃。日寇不断向南推进，致使教
导团不能按原计划进行训练。无奈下，戎伍胜
宣布：“由于时局关系，训练不能继续进行，愿
回家的发放路费回当地抗日，愿留团的组成
游击队。”考虑过后，芦安顺决定留在曲沃参
加游击队。

芦安顺的父亲几次托人到曲沃叫芦安顺
回家成婚，部队首长也一再催促，芦安顺这才
答应回家完婚。结婚的前一天，芦安顺才回到
家中。婚后第三天，他就离开了新婚妻子和全
家老小，返回部队，到决死队第三纵队十团二
营四连当战士。在戎伍胜的带领下，他投身抗
日战争。

不久后，决死队三纵队所属各部挑选了
一批优秀的青年战士，组成决死队的模范队，
芦安顺因成绩优秀顺利入选。在队长崔晋山、
指导员张维汉的指挥下，他们艰苦奋战，打击
日寇。

1938 年，芦安顺所在部队奉命从翼城向
浮山转移。适逢日寇进犯东阳关，敌机狂轰滥
炸。为掩护战友，芦安顺不幸身负重伤，被送
往三多镇李凹庄疗伤治病。伤还未痊愈，他就
提前归队，随部队转战于闻喜、夏县、芮城等地。在党的培养下，在
战火的考验中，芦安顺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8 年 7 月 1 日，芦安顺所在部队向老河口发起攻击，国民党
第十五旅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康泽急忙调兵抵挡。7 月 9 日，襄阳西
关外真武庙制高点被解放军占领，襄阳、樊城在解放军钳制之下。7
月 10 日，康泽下命令放弃樊城。7 月 16 日上午 9 时，解放军向康泽
据守的最后一个碉堡楼炮击。此时，芦安顺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十
二军三十六师一〇八团副团长。在这次战斗中，芦安顺亲率一个营
进行最后的巷战，活捉了康泽。被捕后，康泽自杀未遂，人民政
府给了他改过自新的机会。

1948 年 9 月，芦安顺率部挺进中原，英勇奋战，在河南省邓
县下薛集战斗中不幸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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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 忠 信（1905—1947），河 津 市 僧 楼
镇 忠 信 村 人（曾 河 津 市 僧 楼 镇 南 午 芹
村），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 年任
中共河津县委地下交通员。1947 年河津
解放后，他任西坡区（今属乡宁县）副区
长兼基干队队长。同年 8 月 29 日，他在
战斗中为掩护战友撤退，壮烈牺牲。

薛忠信家中兄弟五人，因在家中排
行第五，人称“老五”。由于家贫，兄弟五
人常年给人当长工、打短工以维持生计。

抗战全面爆发后，薛忠信参加了牺
盟会，任本村牺盟会秘书并担任村民兵
队队长。几年的时间里，他在党组织的
领导下，动员 20 余人参加北沙同志领导
的八路军一一五师游击支队第一游击大
队。他还组织义勇队，为党领导的游击
队收集枪支、手榴弹；给敌人送假情报，
致使敌军数次行动扑空；上街散发传单、

张贴标语，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1944 年，薛忠信担任乡吉地委的交

通员、侦察员。他以卖猪作为掩护，活动
于日伪军及阎锡山统治地区，为各级党
委传递情报，多次受到领导的嘉奖和同
志们的称赞。

1946 年，他经侦察得知，敌军的一支
运输队由西安往临汾运送武器。乡吉地
委书记廉怀德接到情报后，迅速组织新

（绛）、稷（山）、河（津）武工队，在河津与
稷山交界的公路上堵截，缴获敌军机枪
36 挺、冲锋枪 2 支、步枪 11 支、地雷及弹
药若干、电台 1 部以及骡子 36 头。此外，
部队还活捉了敌军在临汾、运城两专区

“肃伪”的大特务马某。这次行动受到了
洪赵区党委的通报嘉奖。

薛忠信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不避
危险。一次，他患上牙疾，右腮帮的肿块

有小碗般大。当时缺医少药，此症一时
难于根治，他强忍疼痛，用旧手巾包着继
续工作。他时常把个人痛苦置之度外，
只要战斗需要，即使身体不适，也会主动
向组织请求承担任务。

面对危险的战斗、艰苦的环境，他从
无怨言。在阎锡山政府的苛捐杂税和各
种摊派的逼迫下，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
常年缺吃少穿、苦熬日月。无奈下，他将
村南的五亩地变卖，用来补贴家用。

1947 年 4 月，河津解放后，薛忠信担
任西坡区副区长兼区基干队队长。同年
8 月，反动地主杨茂斋组织“还乡复仇团”
袭扰河津。薛忠信获得情报后，立即带
领南午芹村 20 余名民兵，包围了“还乡复
仇团”的一个小队。经过激战，薛忠信部
队俘获敌军 20 余人，缴获步枪 6 支、手枪
2支。

8 月 29 日，河津县大队及河防支队
民兵，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九团
追剿杨茂斋部，薛忠信率领南午芹村民
兵参加。

战斗在乡宁岭上村打响，匪首杨茂
斋纠集乡宁、吉县的保安队、爱乡团共
计七八百人进行反扑。双方激战一个小
时，我方避其主力，迂回作战。薛忠信
作为机枪手，掩护主力转移。完成任务
后，薛忠信在撤离途中不幸中弹，壮烈
牺牲。

8 月 30 日，中共河津县委、县人民政
府在樊村召开烈士追悼会，河津县长任
中贤主持会议。当时，周边村有 3万余名
群众自发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上，县
政府宣布，为纪念薛忠信，将南午芹村改
名为忠信村。农业合作化运动时，南午
芹村分为三个大队，东头为忠信大队。

“侦察员”传递情报 “机枪手”掩护转移

薛忠信：三万百姓悼念的英雄

马德（1916—1947），河津市小梁乡马
家庄村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陕
西省长安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眉县工委
组织部部长、县委书记、工委书记。1947
年，他被国民党军杀害，年仅31岁。

马德，原名马启庆，曾用名马吉甫、
马天行、林坚、马平，1927 年就读于河津
县立第一高小，1931 年考入运城私立明
日中学，1934 年因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游
行活动被学校开除。

此后，他改名马德，冲破重重困难，
负笈西安，考入西安高中，积极参加西安
学生爱国运动。

1936 年 12 月 ，他 组 织 西 安 高 中 学
生，参加了为纪念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
举行的游行示威活动。西安事变发生后，
他组织学生在街头巷尾演讲宣传、张贴
标语、发放传单，鼓动群众支持张学良、

杨虎城对蒋介石的“兵谏”。1937 年春，经
西安高中党支部书记杨浩林介绍，马德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 年秋，党组织选派马德到延安
中央党校学习。半年后，他返回陕西关中
地区，被中共陕西省委派往长安中心县
委担任组织部部长，兼任省学委委员。他
以教师身份作掩护，进行党的秘密活动。

1940 年 7 月，他被派往礼泉担任县
委副书记，改名马天行，以东店头小学教
员的身份作为掩护，开展工作。

1941 年 2 月，马德回到陕西省委驻
地照金，在省委干训队执教，随后参加延
安整风运动。

1944 年 7 月，他受中共陕西省委派
遣到新宁县任统战部部长。

1946 年 3 月，为加强商洛地区党的
力量，陕西省工委派他去商县龙驹寨协

助党组织负责人审查党员、整顿组织。同
年 10 月 2 日，中共西北局任命他为眉县
工委书记。

马德在眉县工作期间，没有公开的
社会职业作掩护，生活十分艰难。在马家
河滩时，他靠给人打短工维持生计。尽管
他被饥饿、寒冷和繁重的劳动折磨得骨
瘦如柴，却仍不忘初心，扎根于群众之
中。每到一处，他都不忘关心、鼓励、教育
群众。他与长工们同吃同住，下地干活，
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发动群众，培养革命
骨干。

1946 年 12 月，马德偕余政同志回陕
西省委汇报工作。当时正值胡宗南大军
压境，疯狂进攻延安，他于 1947 年 3 月下
旬返回眉县。行至耀县时，他在一家小店
歇脚，遭遇国民党军队的盘查、扣押。

狱中，敌人威逼利诱，用尽伎俩，始

终没有获得想要的机密。愤怒下，敌人对
他施以酷刑。他的左大腿被打折、门牙被
打掉、前胸后背的肌肉被烙铁烧焦、头上
被钉上铁钉……但无论如何，马德都拒
绝向敌人透露任何信息。

1947 年 4 月 10 日，无计可施的敌人
将马德、余政二人拉到小邱镇西北角的
一口枯井旁，用刺刀对准他们的胸膛，威
胁道：“这是最后的机会，说出你们知道
的信息就能保命！”面对敌人的刺刀，马
德、余政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残暴的敌
人用刺刀刺死了他们，并将遗体推入枯
井中。

1951 年，陕西省委将烈士忠骨移葬
故土，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和安葬
仪式。1985 年 1 月 1 日，陕西省人民政府
批准为烈士建立墓碑，使烈士的英灵留
在晋水秦山之间，流传千古，激励后人。

饥寒交迫坚持革命 面对刺刀视死如归

马德：受尽酷刑不屈服

史永正（1914—1948），沁县荆村人，
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荆村村长、
党支部书记等职。1947 年夏，上级党组织
派他到芮城县石湖村组建农民协会，担
任土改工作队队员。1948 年 1 月 17 日，他
被反动恶霸地主残忍杀害。

1948 年 1 月，国民党部队的 3 个师从
沙窝渡强渡黄河增援运城。其中，三十六
师一部占据陌南镇。

这时，在芮城被打败的各股反动武
装力量陆续还乡，纠集被打倒的恶霸地
主反攻倒算、疯狂报复，杀害干部群众。

山雨欲来风满楼。面对极其险恶的
形势，史永正在芮城县石湖村召开行政
村干部大会，叮嘱农会干部提高警惕，注
意隐蔽，要求各村对地主、富农提出警
告、严密监视，防止他们兴风作浪。

1948 年 1 月，因农会主席的出卖，史

永正被凶恶的暴徒抓住。这些暴徒将史
永正捆绑在石湖村一座庙院的东墙根。
他的左耳被暴徒割去，鲜血顺着冻得青
紫的腮帮流了下来。他怒视前方，凛然正
气，脸上看不到一丝痛苦和畏惧。

聚集在庙院南边戏台上的恶霸地主
和土豪劣绅乱嚷乱叫着，研究如何杀害
史永正。经过一阵吵闹后，有人喊道：“先
把他吊起来，再慢慢整治他！”于是几名
暴徒把史永正从庙院里推出来，吊在庙
南地里的一棵柿子树上。

此时，附近各村的被斗户（被打倒了
的地主、富农）都被召来“开会”，一些翻
身户（贫下中农）也被迫来到这里。

“开会”现场戒备森严，匪首大声嚎
叫道：“今天我们把共产党的工作人员抓
来了，现在要和他算账。有仇的报仇，有
冤的伸冤！”顷刻间，史永正的衣服被暴

徒们撕破扒光。他怒不可遏，一脚踢倒了
一名暴徒，其他匪徒被吓得连连后退。

“史 永 正 ，明 年 的 今 天 就 是 你 的 忌
日！”敌人叫嚣道。史永正针锋相对：“落
在你们手里，我就没有准备活着。不过，
你们也要记着，天下不会是你们的，共产
党和人民绝不会轻饶你们！”

匪徒们气急败坏，一个面目狰狞的
暴徒用一根拐杖，对着史永正的嘴巴猛
戳，他的嘴唇被戳烂，牙齿被戳掉，喉咙
被戳破。史永正满口流血，双目怒视，目
光似匕首、如利剑，吓得敌人心悸胆寒，
不敢正视。

暴徒们没有停止他们的暴行，接连
向史永正施暴。在敌人的残暴恶行下，史
永正壮烈牺牲。

此 时 ，天 色 将 暮 。匪 首 对 着 人 群 叫
道：“今后谁要再跟随共产党，就是这样

的下场！”他指着史永正的遗体说：“我们
要把他悬尸示众，任何人都不许为他收
尸。否则，可别怪我不客气！”说完，带着
一帮凶手，离开了杀人现场。

当天深夜，贫苦老人齐玉良带着床
单悄悄地把史永正的遗体及遗物裹住，
缓缓地放到一眼枯井中。他含着热泪自
语道：“可怜的人啊，你暂时在这里藏一
下，过几天我再来接你！”

不久后，芮城获得了解放，人民政府
严惩反革命分子，让他们偿还了所欠的
血债。

石 湖 村 村 民 怀 着 虔 敬 的 心 情 ，把
烈 士 遗 骨 安 葬 在 他 就 义 的 那 棵 柿 子
树 下 ，并 为 烈 士 雕 了 泥 塑 像 、刻 了 纪
念 碑 、建 了 纪 念 塔 。同 时 ，村 民 们 还 划
出 2 亩 地 建 陵 园 。如 今 ，这 个 陵 园 已
经 成 为 革 命 传 统 教 育 的 阵 地 。

肃奸反霸不妥协 目光如剑敌胆寒

史永正：忠贞不屈的土改队队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