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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 光 实习生 李
潘） 英雄离别，苍天垂泪。7月 17日上
午，抗战老兵王荫莲追悼会在卧龙公墓
举行，社会各界100多人悲恸送别。7月
15日上午，王荫莲因心衰导致呼吸衰竭
去世，享年93岁。

王荫莲老家在开封市杞县宗店乡武
旗村，1963年随丈夫任秀铎来到漯河工
作。王荫莲的家曾是“豫东抗日中学”
机关办公的地方。在抗日战争中，王荫
莲一家共有 19口人参加抗战，有 4人获
得了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王荫莲参
加过无数次战斗，她曾从战马上摔下，
导致全身多处骨折仍坚持战斗。王荫莲
一生清廉，坚守党员本色，生前经常教
育子女，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

作为一名抗战老兵，王荫莲最大的
心愿就是能够亲眼看到今年新中国成立
七十周年的庆典。可惜的是，老人却未
能等到这一天的到来，令人唏嘘。

烟雨蒙蒙送别抗战老兵

7 月 17 日上午 10 点，天气格外闷
热，不时落下蒙蒙细雨。在卧龙公墓，
抗战英雄王荫莲老人的追悼会正在进
行。

大厅内哀乐低回，庄严肃穆，追悼
厅两侧摆满了各界送来的花圈，其中有
河南省新四军研究会、华中抗日根据地
历史研究会，还有中共漯河市委党史研
究中心、漯河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漯河
市图书馆等老人工作过的单位。

追悼大厅内，老人的照片被鲜花簇
拥着，定格着灿烂的笑容。100多位前
来吊唁的社会各界人士聚集在遗像前，
满脸悲恸，他们中有昔日战友的子女，

还有从昆明、无锡、北京等地赶来的亲
朋好友，不时有亲友喊着：“王阿姨，一
路走好。”

“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我都不知
道老人是抗战老兵。”市民范先生是王荫
莲女儿的朋友，他特意前来送别抗战巾
帼英雄。范先生说，王阿姨一家人都很
少提及他们家的历史，直到2015年王阿
姨获得了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大家
才知道这位老英雄的过往，老英雄的一
生让人敬佩。

“大家能来送母亲最后一程，我们很
感动，母亲生前一直教育我们要节俭，
追悼会也是遵循母亲的心愿，办得比较

简单。”王荫莲的女儿任赞玲说，母亲去
世后，社会各界都很关心，纷纷前来吊
唁慰问，向关心母亲的亲朋好友们表示
感谢。

出身革命家庭从小抗战

1926年 5月 13日，王荫莲出生在开
封市杞县宗店乡武旗村。1937年全面抗
战爆发时，王荫莲还不足12岁。她的哥
哥王荫畅是当时杞县地下党员，受哥哥
的影响，她很小就参加了抗日救亡运
动。1938年，在哥哥的帮助下，王荫莲
在村里招募小姐妹组建姊妹团，她担任
团长，执行送情报、站岗放哨的任务。
王荫莲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说，当
年她经常爬到村头最高的树上站岗放
哨，查路条。

王荫莲送情报时，她母亲会把纸条
缝在她的衣襟里、鞋底里，有时扎在辫
子里。王荫莲哥哥扛着锄头在前面走，
她拿着割草的篮子、镰刀在后面跟着。
如果遇到情况，哥哥就让她钻进庄稼地
里或者树林子里假装解手，躲避搜查。
有时情况危急，搜查严密大人无法通行
时，则由王荫莲独自传送情报。

1942年12月，王荫莲由王荫畅送入
杞南抗日联合办事处 （共产党领导下的
县委组织） 从事抗战工作，并加入共产
党。1944 年 7 月 1 日，豫东抗日中学、
豫东抗日小学就在杞县武旗村王荫畅家
中成立。王荫莲同时也加入了豫东抗日
中学，编入第一队。1944年 9月参加伏
击太康汉奸队战斗。1944年12月，在残
酷的战争环境中，王荫莲咯血不止，患
上了肺结核，不得不返乡养病。养病期
间，她依然坚持抗战宣传、动员工作。

1945年 4月，王荫莲再次返回部队

——豫东抗日中学。1945年 8月，王荫
莲参加解放扶沟、通许、太康的战斗。

从姊妹团团长至 1945年抗战胜利，
8年间王荫莲参加过无数次的战斗，在
敌人的枪炮声中依然谈笑风生，从不畏
惧。

一次部队过黄河时，敌机在头顶上
轰炸，身后是敌人追击的枪炮声。战友
们依然喊着“下饺子了，捞饺子了”，就
这样游泳渡过黄河。几十年后王荫莲和
战友们相聚，回忆起这件事还感觉很开
心。

战场上与鬼子刺刀相见

王荫莲从小就胆识过人。她参加过
无数次战斗，曾从战马上摔下，导致胸
椎腰椎多处压缩性骨折，但依然坚持战
斗，在敌人的枪炮声中依然谈笑风生，
从不畏惧。王荫莲曾经在战场上与敌人
刺刀相见，还曾经爬上日本鬼子占领的
城楼，缴获鬼子步枪。

1944年中秋节前，由于王家与新四
军联系紧密，在部队撤离武旗村后不
久，日本鬼子突袭武旗村，一把火烧毁
了王家。火势蔓延，几乎烧毁了整个村
子，这就是豫东抗战史上著名的“火焚
武旗”。世代书香之家的王家，家当全部
毁于战火之中。这一切，更坚定了王荫
莲抗战的决心。

“妈妈不是一般的勇敢，打仗时她常
常扛两条枪，冲在最前面，从没怕过。”
王荫莲的女儿任赞玲说，妈妈的战友们
回忆，有一次他们侦查发现，开封城楼
上的日本鬼子在吃饭时会把枪架在一
起，于是妈妈就趁鬼子们吃饭时爬上城
楼悄悄把枪拿走，拿到枪后她还对着鬼
子大喊。

王荫莲一家共有 19人参加了抗战。
2015年9月，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
际，王荫莲以及她丈夫的弟弟任秀生、
弟妹秦云、侄子王庆国四人同时获得抗
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任秀生还作为老
兵代表参加了 2015年 9月 3日的抗战阅
兵。那天一大早，王荫莲就和子女们一
起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大阅兵，一家人
就像过节一样激动。

（下转02版）

跨战马 爬城楼 拼刺刀

93岁抗战老兵王荫莲辞世
追悼会昨日在漯举行 社会各界悲恸送别

抗日战争时期，王荫莲（后排左）和战友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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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老兵王荫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