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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东开张村，不得不提胡永福烈士，也就
是大家都熟悉的“双枪胡麻子”。

他出身贫寒，父母早逝，靠好心的兄嫂辛苦拉
扯长大。有一次，年轻气盛、疾恶如仇的胡永福，为
村中人打抱不平闯了祸，被迫远走他乡避难。后
来，在外练得一身好本领的胡永福，回到村后，经
常去自家好兄弟胡传京家。当时，地下党员经常相
聚在此秘密开会，他就此结识了李荣、张子英等。

经李荣、张子英推荐，胡永福被指派到嘉康
杰身边当警卫员。1936 年，胡永福也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

1938 年冬，嘉康杰赴延安学习，走前指示
胡永福回乡组织武装开展抗日。1939年4月，胡
永福在各方支持下，成立“条山抗日游击队”，打
得日军提起胡永福的名字就心惊胆战。

为了活捉胡永福，日军逮捕了他的兄嫂，在
村东的柿子林挖了一个大土坑，号称万人坑，扬
言两天之内不交出胡永福，就活埋全体村民。

两天时间，没有一个村民透露胡永福的行
踪，敌人在万人坑前，架起两挺机枪，准备行刑。

千钧一发之际，胡永福带着 30 多人及时赶来，
消灭了机枪手，与混在村民中的队员相互配合，
打死了日军10余人。

胡永福是东开张村的骄傲，为了纪念他，东
开张在柿子林修建了胡永福烈士纪念碑永远缅
怀，也是延续东开张村平凡百姓的爱国精神。正
是这份力量和精神，激励着东开张人走向保家
卫国的最前线，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当天，记者一行在村党支部书记余艳平与
村中老人的带领下，瞻仰了涑水河畔的胡永福
烈士纪念碑，还去了他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胡传京家和胡永福两家之间只隔着一户人
家，据介绍，以前三家院墙之间有小门相连，可
以秘密通信。胡传京的孙子胡高继在修房时，还
曾见过爷爷之前挖的地道。

据胡传京的养女、余艳平的母亲吴晓霞说，
当时，只要天一黑，胡传京就会出去转一圈，不
管刮风下雨，直至1949年前夕才停止。后来，养
父才告诉她，娘娘庙里有很多塑像，其中正殿东
南角的一个塑像便是他们当年相互传递信件的
秘密基地。他们将信件藏于塑像腹中，敌人一直
未曾发现。

“不敢让人知道，也从来没见过放信人。”这
是胡传京老人的原话，至离世，他也不知道谁给
他送信。

想起前几天在普乐头村采访陈家联络站
时村民说，张万清经常在这一带送信，会把信件
放在东开张娘娘庙的一个秘密联络点，没人知
道取信人是谁。直至此刻，这个线索才连了起
来，这个隐藏多年的谜底才解开。

岁月无言，历史有声。革命需要英雄，但是
革命的胜利同样离不开平民百姓的付出。他们
英勇无畏，默默奉献，用自己平凡的力量，支持
着共产党革命斗争，让人动容。

东开张村党支部书记余艳平说，东开张村
下一步计划就是把这些红色故事串联起来，在
胡永福烈士纪念碑旁边，建一个红色记忆馆，收
集相关资料及革命先辈遗存下的物件，以此勉
励后人，不忘历史，传承先辈精神，承担起属于
他们这一代人的使命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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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济东开张村，东与普乐头村接壤，西与
西开张村相连，三个村庄同在运文线上。

◆普乐头村的陈家地下联络站，是我党位于
汾南的一个重要联络站，而西开张村则是永济市
第一个党支部——中共虞临永支部所在地，所以

位于两个村庄之家的东开张村，很自然就起到了
联系地下党组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在这片土地上，流传着许多广为人知的红
色故事，除了双枪“胡麻子”，革命人士嘉康杰、白
峰、郭久长等许多英雄的足迹都遍布这片土地。

记者一行在挖掘了永济普乐头村
陈家红色联络站的故事后发现，紧邻
普乐头的东开张村，是革命烽火更早
燃起的地方，许多革命党人曾活动于
此，为革命事业奔走。

近日，记者一行走进东开张村，探
寻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那时候嘉康杰经常骑一辆旧自行车，
戴着草帽，来东开张村。他一来，村里人就跟
他打招呼说，三哥来啦……”今年88岁的老
人余世经说。幼时他常听人们喊嘉康杰为三
哥，直至后来，才明白这其中有着一段怎样
的故事。

嘉康杰每次来东开张村，都会以亲戚的
名义，歇脚在村边的胡传京家。胡传京正义
善良，喜交朋友，与嘉康杰、李荣、张子英、胡
永福等8人为结拜兄弟，胡传京排行老四，
嘉康杰排位三，所以人称三哥。

说起胡传京和嘉康杰的相识，那还要更
早些时候。胡传京是在西安做生意时与嘉康
杰相识的。同是运城老乡，胡传京对辛亥革
命元老之一的景梅九很是崇拜，曾多次拜
访。正是在此处，胡传京结识了嘉康杰，他们
志趣相投，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1929 年，作为河东党组织负责人的嘉
康杰，按照中央把工作重点转向农村的指
示，利用他的学生遍布各县、许多学生思想
进步的有利条件，开始恢复和重建河东地区
党组织。他以买卖书画为名，来到永济、虞
乡、临晋边界地区，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
基层组织。开张一带位于虞临永三县交界
处，属于“三不管”地带，比较容易开展工作，
嘉康杰便找到了东开张村的胡传京。

胡传京十分支持三哥嘉康杰的事业，有
时嘉康杰等人在家中商议要事，他就让自己
6岁的小女儿，在家门口放哨。

“过去人都会给孩子的帽子、鞋或衣服
上缝几个铃铛。看到有人来，胡家小女儿就
往家跑，铃铛叮叮当当一响，家中人便知道
外边有情况了。”村中82岁的老书法家温煊
光说。那时同志们来访，商讨重要事务，都是
在胡传京家这个秘密联络点。如果人数比较
多时，他们就会选择不远处的龙王庙。龙王
庙在涑水河的拐弯处，比较偏僻，占地面积
大，地形复杂，嘉康杰当年曾多次在此秘密
召开会议。胡传京还在家中挖了一个地道，
与村边的打麦场、龙王庙等连通。

正是在东开张村居住的这段时间，嘉
康杰对周边的地理环境进行了仔细考察。
1929 年，经河东特委批准，西开张建立了
永济市第一个党组织——中共虞临永支
部；1931 年，我党汾南的第一个重要联络
站——普乐头陈家红色联络站成立。这其
中，位于两村之间的东开张村胡家秘密联
络点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 1937 年~1938 年间，革命最为困难的
时候，中共虞临永党支部最重要的两个领导
人——地下党负责人李荣、张子英在东开张
以教书的名义秘密开展地下工作。

余世经老人回忆说：“起初，我们上学的地
方是在村中央的余家祠堂。后来，李荣老师主张
将其搬迁到了涑水河边的娘娘庙，当年还纳闷
为什么要搬迁，后来才知道是李荣老师为了更
加隐蔽地发展革命事业。”余世经老人是当年李
荣在此地教学时的学生，也是当时东开张村儿
童团团长。李荣在此地教学时，除了教学、发展
党员外，还惩治村中恶霸，树立我党威信，为开
展革命事业奠定了良好基础。

李荣和张子英都是早期嘉康杰在开张一带
发展的党员。李荣毕业于夏县平民中心，当时回
乡在西开张小学教书。1929 年，李荣在老师嘉
康杰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张子英、
于保安等人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4年，中共山西特委常委兼秘书王光甫
被捕叛变，供出了全省的党组织情况。山西特委
特派员阎子祥在狱中通过东开张村进步青年卫
屏藩给中共虞临永支部发出秘密指示信，要求
尽快组织党员转移。李荣、张子英等先后去了西
安隐蔽，后随着山西形势日渐趋缓，才又返回家
乡，继续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开展党的工作。

余世经说，当时儿童团经常帮忙放哨，常能

看到有陌生人神色严肃地来娘娘庙烧香叩拜，
其中还有普乐头村的陈鸣朝、陈鸣玺等人来学
校找李荣和张子英。

娘娘庙遗址就是现在东开张村的惠畅土布
文化产业园所在地。

这里不得不提看庙人余盛治，也就是东开张
村党支部书记余艳平的爷爷。当年他一边看庙，
一边担任地下交通员，为李荣等人传递情报。

“当时他们经常在庙中秘密开会，儿童团就
在庙门口放哨。李荣老师专门在学校的两个对
角线上建了厕所。学校没有女同学，但是有女
厕所，就是防止有突发情况，可以直接溜走。”余
世经说。

李荣、张子英等人组织群众锄奸、抗日，
1939年秋，他们两次为八路军输送20余人，壮
大了革命武装。

因为李荣、张子英等人的影响，徐宽福、余
世超、余胜英、徐恭良、徐信义、温俊英、范爱国
等一批东开张青年，纷纷参加了革命。孩子跟着
老师干革命，这片土地上的村民也不落后，村中
很多村民，也秘密配合党的革命事业。

1947年冬，解放运城战役持续了十几天后，
国民党胡宗南部的一队人马窜入开张境内，在东
开张与西开张之间的红眼沟与太岳三分区一部
展开激战。东开张村民在地下党的带领下，成为
我军的大后方，为部队抬担架，送军鞋等物资。

一座庙宇燃起的革命烽火

一群百姓奉献的平凡力量

一个村庄隐藏的红色故事

▲胡传京的孙子胡高继（左一）、
温煊光（中）与余世经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