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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永康（1924—1947），又名胡振家，
永济张营镇人，194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太岳三分区城工部派往运城从事情报工
作的负责人之一。1946 年，因叛徒出卖，
他被阎锡山运城特警队逮捕。1947 年，
胡永康英勇就义。

胡永康从小上进好学，家中兄妹 5
人，他排行第三。因父亲早丧、家庭贫
困，他无力继续求学。在老师张士岗的
关怀和资助下，他考入张营两级小学读
书，毕业后在本村小学任教，与张士岗朝
夕相处。

张士岗是共产党员，经常向他讲述
革命道理。在张士岗的影响下，胡永康
于 194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那年，永济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为
了尽快恢复党的组织，胡永康毅然辞去
小学教员职务，专门从事地下工作。

胡永康任小学教员时，村里每年给
他的酬金是 15 石小麦。他辞职后，家中
生活有了困难，母亲阻挡，他婉言开导母
亲说：“让哥哥留在你身边尽孝，让我为
国尽忠吧！”

1943 年 年 初 ，胡 永 康 被 永（济）虞
（乡）解（县）芮（城）联合县委任命为二
区、五区的区委书记。他和李天昌、皇甫
里平等人到泉沟村筹集枪支弹药，于同
年夏初在阳幸屯小学召开会议，建立永
济人民防匪保安大队，他任党代表，李天
昌任队长。

他们率领武工队袭击赵伊镇日伪警
察所，缴获了一部分枪支弹药和军用物
资，活捉了所长，并将其处决；冒雨袭击
了花园村的日军，击毙日军 2 名；处决了
阻碍抗日工作的水峪村地主李学智。同
时，他们派武工队队员当面警告警察局

巡官卫克跃、日伪永济警备联队情报主
任王世义，使这些汉奸有所收敛，不敢积
极为日寇抓捕抗日军民。有时，这些汉
奸甚至还向武工队通风报信。

1945 年 6 月，日伪永济警备队一个
班 反 正 ，极 大 地 鼓 舞 了 群 众 的 抗 日 斗
志。大家主动给武工队传递情报、送去
慰问品，青年人纷纷加入武工队，抗日武
装力量不断壮大。

1945 年 8 月 15 日 ，日 寇 无 条 件 投
降。条南游击队领导人张凯打入阎伪永
济县政府保安支队任副支队长，胡永康
任二大队六连指导员，李天昌任连长，使
党掌握了这支武装力量。

1945 年年底，阎伪永济县政府察觉
部队为我党掌握，计划逮捕张凯等同志，
妄图消灭该支队的革命力量。我党得知
这个情况后，决定让他们疏散撤离。胡
永康、李天昌等同志回到太岳三分区，在
城工部等处工作。

1946 年年初，胡永康被派到运城从
事情报工作，直接与在敌特组织的国民
党军事委员会河北特工部运城联络站的
共产党员周乃琢直接联系，担任专职交
通员，负责转送情报和掩护分区干部。

胡永康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军事委
员会河北特工部运城联络站秘书，住在
运城路家巷 129 号。重要情报都是由他
从运城直接送到驻在夏县山上的三分区
情报处，往返一次一百多里，全靠步行。
紧急情报则需要胡永康昼夜兼程。经他
转送的情报无一失误。

他曾及时将周乃琢拿到的一份胡宗
南要打通南同蒲铁路的军事部署情报送
给情报处，分区立即转报军区，军区据此
情报，指挥部队长途奔袭，埋伏作战，重

创敌人。胡永康也因此受到军区的表彰
嘉奖。

由 于 工 作 需 要 ，1944 年 到 1946 年
年初，他既未回过家，也没有和家人联系
过。

1946 年 3 月，胡永康的母亲从介毅
口中得知他在运城后，曾到运城叫他回
家。胡永康只在家住了一个晚上，第二
天便将妻子姚慧珠、两岁的女儿彩霞和
刚满两个月的儿子允中送到岳父家，随
后又返回运城。直到阴历六月初九，胡
永康的母亲又将其妻子、儿女送到运城。

胡永康严守党的机密，其母亲、兄
长、妻子均不知他的党员身份。每次，
他外出送情报时，只交代其妻：“如有
人找，就说回家了。”他在城内常身着
灰色制服，一身工作人员的装扮；在城
外则身穿中式衫和白裤，头戴一顶烂草
帽，像一个普通老百姓，为党的情报工
作奔走。

1946 年 7 月，胡永康在路家巷碰见
叛徒李华锋和段季直，被密报于阎匪特
警队（原流工队）。特务常常跟踪盯梢，
到他家骚扰，胡永康有所察觉，但他不顾
个人安危，仍积极为党工作。

1946 年 8 月下旬，他到分区情报处
汇报工作，于 9 月 8 日回到运城，当晚即
遭到特警队扣捕。

在敌人搜查胡永康家时，他首先想
到的是要保护其他同志的安全。他低声
告诉姚慧珠，让她速到对门的电灯公司
打电话告诉周乃琢，说他被捕，让周乃琢
迅速转移。

当晚，在他家同时被捕的还有在永
济从事地下工作的胡向笏和介毅。

在狱中，胡永康叮嘱胡向笏和介毅

不得暴露身份。敌人拷问他时，他一口
咬定这两个人是农民，是自己周围村的
朋友。在胡永康的掩护下，胡向笏和介
毅最后获释。

胡永康被捕后的第二天，其妻来送
饭时，他告诉妻子：“不管男孩还是女孩，
长大了都要上学，教育他们学我这个样
子，让他们为我报仇。”

叛徒段吉直曾多次劝降，但都遭到
胡永康的痛斥。在敌人的刑庭上，他不
畏强暴，反责敌人：“你们睁开眼睛看
看，是国民党好？阎锡山好？还是共产
党 好 ？ 是 谁 把 日 本 鬼 子 驱 逐 出 中 国
的 ？” 他 不 但 没 有 向 敌 人 透 露 任 何 信
息，还把敌人问得瞠目结舌，无言以
对，表现出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和英
雄气概。

胡永康被捕后，其兄胡永茂曾请他
的老师侯超轩去运城设法营教。当时，
侯超轩任永济七社完小校长，遂利用中
秋节假期，以送棉衣为由，与特警队交
涉。经允许，侯超轩站在窗外与胡永康
交谈。侯超轩说：“永康，你哥给你送棉
衣 ，你 有 什 么 话 就 说 出 来 ，你 哥 在 外
面……”胡永康回答：“侯老师，没有什么
说的，让哥不要来！回去吧！”

审 问 胡 永 康 的 敌 特 王 法 涛 后 来 讲
道：“审问时，胡永康谈笑自若，坚强不
屈，没有说出任何情况。我在房外偷听，
对此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敌人知道胡永康知情甚多，虽经过
多次劝降、刑讯，但都一无所获。敌人仍
不死心，将他关押了一年多，直到运城解
放前夕。

1947 年 10 月 14 日晚上，敌人在运城
南街茅角巷杀害了胡永康。

送情报无一失误 被逮捕掩护同志

胡永康：打入阎顽搜集情报
郭 华 峰 （1917—1945）， 原 名 郭 汉

鼎，芮城县兴耀村人，1938 年任芮城县
牺盟分会秘书，1939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40 年受党组织委托秘密回到垣
曲，1942 年年初打入敌人内部任日伪汤
圣庙武装队队长。1944 年 11 月 27 日，
他率部起义，任垣曲县委武装工作队队
长，1945 年率部在王茅与敌人激战数
日，1945 年 8月 28日牺牲，年仅 28岁。

1932 年，郭华峰从县立第一高小毕
业后，考入山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后
转到洛阳上初中，毕业后考入开封高
中。

1938 年，他从高中毕业后，回本县
任小学教师，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

1939 年，郭华峰经县牺盟会特派员
赵乃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县青救
会秘书，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学习。

1940 年，他返回晋南任牺盟会民运
视察员，分管绛县、平陆、垣曲的民众
抗日运动。

后来，晋南局势急剧变化，他随决
死队活动，经组织批准到芮城抗战建国
中学任训育主任，以教学为掩护继续从
事革命活动。

不久后，敌人对此事有所察觉。为
免遭敌手，他和同校教师董巩离校到洛
阳，参加了中国工业合作社 （简称“工
合”）。这个合作社实际上是一个由华
侨投资兴办的工业合作组织。

随后，郭华峰与“工合”人员一行 8
人从洛阳渡过黄河到垣曲开展工作。这
8 人中有 3 人是共产党员，他们很快便与
我党的地下县委接上关系。为了便于活
动，县委书记高一清也加入“工合”。

次年春，他们在王茅镇建立“工
合”垣曲站，并在长直村建起一座小煤
窑，以此作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

1941 年 5 月，中条山战役时，“工
合”垣曲站在南山被冲散，郭华峰先后
在地下县委书记高一清和党员赵恒玉家
以扛长工的名义进行隐蔽工作。

1942 年年初，垣曲县绝大部分沦
为日伪占领区。

日军凶残地抢劫烧杀，国民党贾真
一部队在绛县、垣曲、闻喜三县交界地
带频繁骚扰、坏事做尽，阎顽县政府到
处搜刮民财。

在这种形势下，郭华峰打入阎顽县
保安二大队张鸿庆部队开展地下工作，
不久后，被日伪军抓捕。

但因未从他身上发现什么疑点，又
见他精明能干，敌人就让他到伪合作社
工作。

在此期间，郭华峰利用工作之便，
通过党的地下交通为党提供了不少重要
情报。

同年 4 月，日伪军在上圢坂村建立
伪武装队。

根据工作需要，郭华峰又打入这支
队伍，没过多久便担任队长，掌握了这
支武装的领导权。

他根据县委的指示，在伪武装队内建立秘密党支部。起
初，党支部只有 3 个党员，后来又发展丁克让等几个新党员。
党支部直接受县委敌工部部长李顺天的领导。

郭华峰利用掌握的这支队伍，借保卫地方治安的名义，有
力打击了各种欺压人民、破坏抗日的反动势力。

这年秋天，他们抓获了刺探我党活动情况、敲诈勒索群众
的国民党特务文竹林等人。同年腊月，他们就地处决了奸淫妇
女、作恶多端的阎顽县保安大队分队长张小抓。对此，群众无
不拍手称快。

1943 年 春 ， 日 军 准 备 进 犯 河 南 ， 要 武 装 队 为 他 们 抓 苦
力。郭华峰向执行任务的班长吩咐道：“要大张声势，但不抓
好人。”当驻王茅镇的日军二二七联队向他索要苦力时，郭华
峰送给他们几个阎顽县保安大队中的坏蛋应付了事。

5 月，圢坂小学教员、共产党员廉子英被人告密，同善镇
日伪区公所命令武装队执行逮捕任务。郭华峰虚张声势，放走
了廉子英。

7 月，他带人将在西石村抢粮的阎顽县保安二大队分队长
车国瑾当场击毙。

1944 年 11 月 27 日，县委指示郭华峰率部起义，将队伍拉
向根据地。起义的日子定下来了，但当天情况有了变化，贾真
一部队突然进驻圢坂村，阎顽县长侯中和在圢坂设宴邀请郭华
峰赴他的“鸿门宴”。

临行前他嘱咐共产党员安云说：“今晚 12 点，县委要派部
队接咱们，他们会佯装成日军，部队要准时拉出去。12 点以
前我若回不来，你就设法把队伍带走，不能犹豫。”说完，他
便带着两支枪赴宴去了。

宴席上，郭华峰举杯畅饮、谈笑自若。宴席中间，未待侯
中和开口，他突然说：“对不起，今晚皇军要路过此地，我有
急事要先走。”侯中和想挽留，但郭华峰早已扬长而去。

深夜，我党的独立营来到武装队驻地，佯装日军叫门。郭
华峰立即集合部队、宣布起义，连夜把部队带到革命根据地梁
王山脚下。这次起义共带出 45 人、步枪 84 支、机枪 1 挺、掷
弹筒 1个。

《新华日报》（太岳版） 就此事发表了消息报道 《汤圣庙武
装队起义》。随后，这支武装被改编为中共垣曲县委武工队，
郭华峰任党支部书记兼队长。

1945 年 8 月，日军投降，驻王茅镇日军第三十七师团二二
七联队于 16日西逃。

1945 年 8 月 17 日，郭华峰率武工队与县独立营配合，在
王村南岭和王茅小河处伏击驻王茅逃跑日军。敌军恼羞成怒，
暗害我方干部。

1945 年 8 月 27 日 夜 ， 郭 华 峰 部 队 在 王 村 泰 山 庙 广 场 宿
营，敌军抓住机会制造混乱。他持枪外出察看时，被特务击
中，因伤势过重，于次日晨牺牲。

为纪念郭华峰，解放后，垣曲县将郭华峰牺牲地点王村镇
改为华峰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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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警 吾 （1913—1946）， 原 名 书
绅，字警吾，万荣县汉薛镇南坡村人，
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稷山、
临猗一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4 年，
他率部起义，将部队带到中条山根据
地，编为太岳五分区“汾南支队”。此
后，他历任太岳五专署汾南办事处副主
任、稷山县抗日政府县长。1946 年 10
月 1 日，因叛徒出卖，董警吾惨遭敌人
杀害，时年 33岁。

在万荣县汉薛镇南坡村的董警吾墓
碑上，镌刻着一副挽联：“读马列一生
革命；为人民鞠躬尽瘁。”这句话浓缩
了董警吾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激励后辈
赓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责任。

董警吾出生于农民家庭。他幼时聪
颖好学，1931 年从高小毕业后，到万泉
县李家窑小学任教。

九一八事变后，他与进步教师畅学
伦、曹声宣搜集进步书刊供师生借阅，
教学生唱抗日救亡歌曲。

七 七 事 变 后 ， 董 警 吾 辞 去 教 师 职
务，本想到革命圣地延安投身革命，但
因无得力帮助而未成行。

随后，他应黄家庄鼎新学校校长、
中共党员董嘉谟聘请，到鼎新学校任
教。其间，董警吾广泛结识共产党人，
向师生传播抗日救国思想。

1938 年 5 月，25 岁的董警吾光荣加
入中国共产党。

1939 年，董警吾和中共党员黄维弟
创办了一所民族革命高小。这所学校办
了两期，招收学员 90 余名。他们用理论
联系实际，教育学生“国家兴亡，匹夫有
责”的道理。

他们还亲自编写了《论法》《近代史》
《抗日定能胜利》等教材，这些教材被列
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训练班教材。

此后，董警吾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先
后打入稷山县政府、猗氏县政府，担任稷
山县督学，猗氏县教育科科长、政务秘书
等职。

他曾安排冯培文、贾炳离、曹生甫
等 10 余名地下工作者担任编村村长、教
师等职务，在稷山汾南一片建起共产党
的秘密联络网。

在长期的地下工作中，董警吾隐姓
埋名，利用职务便利，传播进步思想、
培养革命骨干、发展党的力量、打击日
伪势力、积极掩护和营救我党地下工作
者，为抗日救亡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2 年 5 月，山西第十五专署专员
吴哲之委派董警吾接任猗氏县县长。

任职 3 年间，董警吾建立了一支以
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县政府警卫队，并按
照中共汾南中心县委的指示，把党创建
的 4 支 抗 日 游 击 队 和 稷 王 山 战 地 工 作
团，以及收编的晋绥第三十四军某部共
300 余人，编入猗氏县警察局，局长由
中共党员秦尚武担任。

这支地方武装建立后，多次采取奇
袭战术打击日伪军。

董警吾曾率部夜袭日伪解县的金井
庙据点；在猗氏张嵩村截击日伪军 100 多
辆盐车；在阎景村附近截击日伪军 3辆汽
车，将日伪军全部俘虏，物资尽数缴获。

此外，他还带领这支武装铲除了扰
害民众的地方官吏，先后处决了稷山县
群众痛恨的两个编村成员和万泉县文村
的两个编村村长。

1944 年夏，董警吾结束潜伏任务，
带 领 400 余 人 改 编 为 汾 南 抗 日 游 击 支
队，来到中条山根据地，编入太岳第五
军分区，他任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

1945 年太岳第五专署成立，他任太
岳第五专署汾南办事处副主任兼稷山县
抗日县长。在中共稷山县委时任书记杨
俊峰的领导下，董警吾带领游击支队不
断巩固稷王山根据地，将红色村庄扩大
到 30余个，遍布稷王山周边。

1945 年抗战胜利后，为了保护胜利
果实，董警吾同稷山县公安局局长王斌

（参加地下工作期间曾化名张雄）等同
志，活动在稷王山、峨嵋岭一带，开展游
击斗争。

1946 年 6 月 26 日，蒋介石悍然撕毁
两党停战协定。9 月，驻守稷王山的阎锡
山军队守备司令秦万生，纠集阎锡山军
队七十二师 1000 余人、运城保安队 800
人，对稷王山一带根据地开展残酷“围

剿”。
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战斗更加残

酷和复杂。董警吾率领的游击队灵活应
变，各自为战，化整为零，打击敌人，
取得了多次胜利。

为了不断袭扰敌人，董警吾曾带领
200 余名战士，从稷山宝泉村往北直插
阎锡山军队的据点化峪镇。

经过激战，董警吾率领队伍凭借对
地形熟悉和群众基础好的优势，内外夹
击，击毙 30 余名敌人，缴获了不少武器
装备。

1946 年 9 月，因叛徒告密，董警吾、
王斌等人在稷山县西村乡南仁村（西村
乡现属万荣县）执行任务时被阎锡山军
队七十二师二一六团逮捕，押送运城。

在国民党驻运城十四专署专员兼保
安司令谢克俭的授意下，敌人对董警
吾、王斌等人软硬兼施，严刑拷打。

经 过 6 天 “ 车 轮 战 ” 式 的 拷 打 审
问，敌人仍一无所获。

1946 年 10 月 1 日，敌人在运城“洪
炉台”召开所谓的“肃奸”大会，将董
警吾、王斌等 10人杀害。

临刑前，董警吾大义凛然，视死如
归，连声高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万岁！”
1947 年 4 月，万泉县解放后，县人

民政府将董警吾的遗体安葬在其故乡南
坡村，并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任日伪县长打击日伪军 当抗日县长巩固根据地

董警吾：多年潜伏武装抗日

乔 亚 （1925—1949）， 绛 县 横 水 镇
人，1937 年参加闻喜县牺盟会组织的游
击大队，同年被编入决死第三纵队政治
部前哨剧社，1942 年进入太原进山中学
师范班学习，1943 年与同学组建进山合
唱团、进山话剧团，1947 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1948 年 8 月，乔亚因搜集情报入
狱，受尽酷刑。1949 年 2 月，他在组织
越狱时壮烈牺牲。

1942 年，“909”情报站成立，隶属
于太行二分区情报处，是专门负责太原
情报的工作站。

当时，日军驻山西的派遣军有重要
的指挥机构，“909”情报站就是针对这
个指挥机构设置的。

“909”情报站在全国隐蔽战线上声
名显赫，曾为太原解放立下赫赫战功。

乔亚就是“909”情报站的重要情报人
员之一，并为收集太原情报血洒晋阳，
成为隐蔽战线牺牲的烈士之一。

1937 年，乔亚参加了抗日决死队，
被分配到抗日宣传大队。随后，他随队
到阎锡山二战区演出，宣传抗日救国的
道理。同年，他被编入决死第三纵队政
治部前哨剧社。

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后，乔
亚在陕西宜川加入剧宣二队。

1942 年 ， 他 在 进 山 中 学 师 范 班 学
习，1943 年与同学组建进山合唱团、进
山话剧团。

抗战胜利后，进山中学由隰县迁回
太原，乔亚也随学校来到太原。

1946 年，进山中学学生会改选后，
乔亚负责组织工作。

当年，阎锡山特务头子梁化之和三
青团首要分子计划在太原发起反苏游
行。因乔亚与进步师生及时识破其阴
谋，敌军未能得逞。

1947 年，乔亚在进山中学担任图书
管理员，并任青年读书会副干事长，组
织同学阅读进步书刊、进行革命活动。

同年，经太行区党委城工部批准，
乔亚加入中国共产党，任进山中学三人
领导小组 （实际上起到党支部的作用）
负责人，领导进山中学的地下斗争。其
中 最 重 要 的 一 项 任 务 就 是 配 合 “909”
情报站，收集太原军事情报。

1948 年秋，解放军兵临太原城下。
乔亚、刘鑫等人在赵宗复的领导下，配
合“909”情报站，积极为人民解放军
搜集情报。

他们利用外出做工的机会，侦察阎
军城防工事，绘制出一份阎军军事部署
图，赵宗复立刻派人将军事部署图送往
解放区。

不久后，因叛徒出卖，乔亚与赵宗
复、韩健民、卫吉祥等相继被捕。

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审讯，乔
亚铁骨铮铮，与敌人进行坚决斗争。他
常常用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 《跌倒算什
么》 鼓舞狱中难友。

歌词中写到：“跌倒算什么？我们
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生要站着生，
站着生！死要站着死，站着死！”

1949 年 2 月，乔亚组织越狱时，被
人发现并告密。随后，他壮烈牺牲。

太原解放后，乔亚被追认为革命烈
士。

传情报助力解放太原 在狱中唱歌鼓舞难友

乔亚：“909”情报站的情报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