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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颍县城北107国道旁
的一个村口，一个红色牌匾格
外引人注目，上面写着“临颍
县首任县委书记谷迁乔烈士故
里”。这里，就是谷迁乔的出
生地，临颍县固厢乡七里北
村。

11月7日，迎着初冬的朝
阳，记者顺着平坦的水泥路进
村，很快就来到了位于七里北
村村委会院内的谷迁乔烈士史
迹陈列室，一批党员干部正在
这里接受革命教育，学习烈士
为党奉献一生的革命精神。

谷迁乔烈士的一生虽然
短暂，却又是那么的光荣。
他出生于1902年，1925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曾历任中共
临颍县委书记、中共豫中特
委书记、中共河南省委秘书
长、中共开封市委书记等
职。多年来，他的革命事迹
在当地广为流传，他的革命
精神也代代相传。

“如今，谷迁乔烈士
已牺牲 87 年了，但他的
事迹和为革命奉献的精神
早已穿越时空，永远留在
我们心中，成为我们学习
的榜样。”11月 7日，正
在谷迁乔烈士纪念堂参观
学习的临颍县公共检验检
测中心党组书记、主任杨
敬宇告诉记者，他们单位
全体党员干部来祭奠先
烈，就是让大家再次接受
革命教育，明白初心是什
么。从而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知道自己应该如何
立足岗位，全心全意做好
本职工作。

“今天在这里听了关
于谷迁乔烈士的介绍，我
深刻意识到，我们今天的
幸福生活是革命先烈用鲜
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要
更加珍惜今天的生活，
更加热爱祖国，更加热
爱 党 的 事 业 。 同 时 ，
在 自 己 的 工 作 和 生 活
中 ， 发 扬 革 命 精 神 ，
为 社 会 和 国 家 做 出 更
大的贡献。”来此接受革
命教育的张女士说。

为了更好地传承弘扬

革命精神，除了七里北村
的纪念堂，市烈士陵园、
临颍县烈士陵园，都分别
修建有谷迁乔烈士纪念
碑。

“在县乡领导的大力
支持下，特别是县老促会
的极力支持下，我们村在
经济条件允许的时候，还
想对谷迁乔烈士纪念堂进
行扩大修缮，让更多的人
来到这里，接受革命教
育，弘扬革命先烈为党、
为 人 民 奉 献 终 生 的 精
神。”七里北村村主任李
志广表示，村“两委”班
子一直很注重对村民革命
传统的教育，每逢清明等
节日，都会组织学生、村
民来纪念堂祭奠谷迁乔烈
士。平时还有专人对纪念
堂进行卫生保洁，物品整
理，“谷迁乔是我们全村
人的骄傲，我们要共同维
护好这份荣誉。”

如今，作为革命老
区的七里北村正逐步完
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大力发展乡村经济，努
力建设成为和谐美丽的
新农村。

“我自从出生就未见
过父亲一面，这是我今
生最大的遗憾。”谷迁乔
的三女儿谷爱荣老人提
及父亲的牺牲，仍难掩
悲伤。

谷爱荣回忆说，1928
年临近过年时候，父亲接
到消息，国民党要展开大
规模的抓捕行动。怕连累
家人，他不得不匆忙离
家。

“临行前，父亲嘱咐
母亲，第三个孩子生下
后，不管是男是女，都要
母亲想法叫他 （她） 读
书，有了知识文化，将来
好为国家做事。”谷爱荣
说，父亲走后第四天，她
就出生了，可是，没想
到，直到父亲牺牲的消息
传来，她竟未能见父亲一
面。

也因着谷迁乔的嘱
咐，妻子带着三个孩子，
再苦再累也让他们读书识
字。“那时候，家里很
穷，没有那么多的钱供我
们三个孩子同时去读书。
母亲就让哥哥去读书，回
来后再让哥哥拿着他的课

本教我和姐姐识字。”谷
爱荣觉得，正是母亲的这
种坚持，哥哥和她自己成
了人民教师，姐姐也参加
了工作。而这种好好学
习、努力工作的精神也成
为谷爱荣家多年来的良好
家风。

“每年大年初一，全
家几十口人聚在一起，上
班的汇报工作情况，上学
的汇报学习情况，根据成
绩分发各自的压岁钱。”
谷爱荣说，这种习惯在她
家已经保持了几十年。

而谷迁乔的孙子、今
年 70 岁的谷鹏程也对记
者说，家里的后辈们都以
自己是烈士的后人为傲，
也时刻牢记自己是烈士的
后人，不管做什么工作，
都要处处起到带头作用，
都要踏踏实实，不能给烈
士家庭抹黑。

“爷爷是他们那个时
代的英雄，也是我们这个
时代的楷模，我们作为他
的后人，更应该处处向他
学习，学习他为党、为人
民、为革命事业无私奉献
的精神。”谷鹏程说。

1927年6月，国民革命二次北
伐临颍大捷后，临颍县革命运动走
向高潮。谷迁乔受党组织委派回到
家乡开展党的工作。他与中共临颍
支部的韩光甫、周仿溪等一起，在
进步师生中秘密发展共产党员。

同年8月23日，在七里头村谷
迁乔家，由谷迁乔主持，召开中共
临颍县委成立大会，谷迁乔当选为
书记。在县委领导下，临颍县建立
了农村党支部、农民协会及拥有
1100多人的农民武装“敢死队”，
很快成为豫中农民运动中心。

1928年8月，谷迁乔调任漯河
中心县委书记，整顿恢复了郾城党
组织，继续领导农民运动。同年
秋，他奉命调往开封，任中共河南
省委秘书长。

1930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恢
复河南省委组织，谷迁乔继续任省
委秘书长，后担任中共开封市委书
记。同年 10月，任中共河南省委
宣传部长。

1931年1月，由于河南党组织
与上级领导机关中断联系，谷迁乔
代表中共河南省委赴上海向党中央

汇报工作。随后，他带着党中央拨
给的活动经费返回开封，解了燃眉
之急。就在他等待省委分配新的工
作任务时，敌人在旅馆盘查户口时
逮捕了他。

在狱中，谷迁乔用“难友会”
的名义坚持斗争，成立了党团干事
会，担任党团书记，并组织难友准
备越狱。

1932年7月，谷迁乔被叛徒出
卖。尽管敌人使用各种酷刑，但他
都严守党的机密，拒绝回答敌人提
出的任何问题。8月20日，他与新
任省委书记吉国桢等 14位领导人
在开封英勇就义，时年30岁。

1945年4月，党的七大会议追
任谷迁乔为“革命烈士”。

2009 年 9 月，谷迁乔被评为
“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
雄模范人物”。

青少年时代的谷迁乔就十分关
心社会。他生长在农村，耳闻目睹
农民的苦难生活，对他们有着深厚
的感情。每当放假回家，他总是爱
和村里长工佃户们交朋友，经常坐
在牲口屋里看书，了解、观察农民
的生活，以炽热的语言写下了许多
同情农民的诗篇。

有一年年关，北风呼呼地刮
着，天气非常寒冷，谷迁乔看见
本村农民毛陆还在拾柴。这一幕
让他深有感触，禁不住一直想：

“贫困的农民为什么得不到和煦

的阳光？”这个问题，他在开封
省立第一师范求学时，终于找到
了答案。

开封第一师范是共产党和青
年团组织开展活动较早的一所
学校。在 1923 年谷迁乔入学的
时候，该校就建立了社会主义
青年团支部。在国共合作的大
革命风暴中，中国共产党主要
创始人李大钊和著名革命家萧
楚女等均到开封第一师范进行
过革命活动，发表演说，宣传
革命道理。

1925 年，谷迁乔积极参加了
第一师范师生为声援“五卅”惨
案而举行的游行示威和募捐活
动。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
使他受到了革命的熏陶和锻炼。
他在思想上，从一个反抗封建地
主压迫的民主主义者，通过逐渐
学习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懂
得 了 阶 级 和 阶 级 斗 争 的 理 论 ，
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同年
夏天，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为满目疮痍的中国求独
立，谋富强。

谷迁乔：为党奉献一生

□文/图 本报记者 潘丽亚

铁骨铮铮 为党奉献生命

满怀激情 积极投身革命

代代相传 不忘革命精神

学习榜样 做好本职工作

党员在烈士塑像前重温入党誓词党员在烈士塑像前重温入党誓词。。

七里北村村口的牌匾七里北村村口的牌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