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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声 明明

保护利用好红色资源

□文/图 本报记者 吴艳敏

打造红色基地 传承红色文化

学习革命精神 牢记初心使命

红色故事一
优秀教师代表——牛运仓

牛运仓同志于 1944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1946年1月，受党组织
派遣，通过大伯牛天章的关系进入
省立郾城中学（也就是现在的漯河
二中），以图书管理员的身份作掩
护，在师生中进行革命活动。

为在师生中扩大思想影响，他
常常利用图书馆这个阵地，散布革
命种子。牛运仓发现程百让（当时
省立郾城中学的校长） 性格耿直，
颇有正义感，就首先对程百让进行
政治争取。在昏暗的油灯下，牛运
仓同志常常和程百让在图书馆交谈
至深夜，使程百让的思想越来越靠
近革命。

1946 年下半年，省立郾城中
学三青团向省府告密，说“省立郾
城中学有共产党活动”。省主席当
即给程百让发来密电，责令其“迅
速查实上报”。此事在学校轰动一
时，众说纷纭。程百让一面给省府
回电说“经查省立郾中没有共产党
活动”。一面在全校师生集会上公
开讲“我敢保证省立郾中没有一个
共产党，请各位老师安心教书，各位
同学好好求学，不要随便听信谣
言”。此后，牛运仓倍加警惕，但
仍坚持在学校宣传革命思想。

1947 年底，省立郾城中学三
青团又一次向省府告密。“由于漯
河即将解放，未及查办。12月 24
日深夜，我解放军向漯河挺进，
牛运仓同志在黎明时冒着枪林弹
雨与陈赓兵团取得联系。随后，
牛运仓同志接到了新任务：公开
政治身份，回校组织动员知识分
子参军。”漯河二中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

漯河二中相关负责人说，当时
省立郾城中学的高中英文教员魏唤
亭表示，坚决带领两个儿子一起参
军。“校长程百让表示要带着全家
参军。此后又有大批知识分子、青
年学生报名参军。在全国解放战争
胜利的鼓舞下，形成了全校性的参
军热潮，在河南乃至全国产生很大
影响。”

红色故事二
受降仪式在这里举行

除此之外，漯河二中与中国抗
战关系也十分密切。在漯河二中校
园里，记者眼前再现了当时刘峙代
表“中华民国”政府和军队接受日
本投降的情景。

1931 年 9 月 18 日，伴随着柳
条湖的一声巨响，日本军国主义开
始了侵华战争。国土沦陷，山河破
碎，中华儿女在枪林弹雨中坚定地
抗日救国。

1945 年，日本战败，中国赢
得了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在长达
14年血与火的洗礼中，古老的中
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人们开始
展望更加美好的明天。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帝国
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漯河作为
侵华日军第 12 军司令部所在地，
是日军在河南省的一个重要指挥
中心，所辖范围西南至老河口，
南阳，西至叶县，南至信阳，北
至郑州，东至周口的广大地区。
因此漯河被定为中国战区 16个受
降点之一，第五战区刘峙为受降
官。

1945 年 9 月 20 日，在三晋乡
祠会馆（现在的漯河二中院内）举
行了受降仪式。国民党政府第五战
区司令官刘峙代表“中华民国”政
府和军队接受日本投降，日本侵略
军 2931部队第十二军司令官鹰森
孝中将以战败国战地指挥官的身
份，率领日军第一百一十五师团、
第九十二混成旅、骑兵第十三警备
队的全体官兵，共计31560人，在
此向中国人民低头认罪，鞠躬缴械
表示无条件投降。

受降仪式结束后，投降的日军
分别在滨河路、张公路 （今民主
路）和竹木街（今受降路）等地办
理了武器、军需品等移交手续。漯
河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欢庆胜利，
在漯河、郾城、舞阳、临颍的大街
上彻夜鸣放鞭炮。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2015
年9月，为了铭记历史，缅怀革命
先烈，漯河市建立受降碑。

红色故事三
南下誓师大会在此召开

在漯河二中的校园里，记者看
到围墙上展示着革命陈赓大将的生
平事迹。陈赓，中国人民解放军十
大将之一，一生戎马，百战奇谋。
据《漯河地方志》记载，陈赓、谢
富治兵团为纪念在转战豫西和淮海
战役中英勇牺牲的烈士，对在全军
评功记功中评出的英雄、模范进行
表彰和奖励。

1949年 2月 5日到 7日，四纵
在漯河山陕会馆 （现漯河二中院
内） 召开了南征后第一次战斗英
雄、模范工作者表彰大会。到会的
除了900多名英雄模范外，豫西解
放区及漯河市党政军民各领导机
关、各分区、各县机关与人民团
体，均派代表赶来参加。

为适应渡江作战的需要，中
央军委决定以四纵、九纵为基础
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
第四兵团。1949 年 2 月 14 日，在
寨内西北大操场 （漯河二中教学
楼前的一片空地） 举行成立大
会。会议由刘志坚主持，任命陈
赓为司令员兼第四兵团政委，郭
天民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刘志
坚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胡容
贵任政治部副主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
第四兵团成立之后，1949 年的 2
月 20日夜，刘伯承司令员乘专车
到达漯河，他号召大家：“现在党
命令我们渡江，我们要在中国历
史上最后最大的战争中创造更大
的光荣。”

1949年 3月 8日，二野四兵团
在此召开渡江南下誓师大会，会场
红旗飘扬，歌声嘹亮，场内场外，
群情激奋。全体指战员举枪在毛主
席和朱司令员巨像前庄严宣誓：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一
定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 3月 11日早晨，陈赓率
四兵团挥师南下，他们没想到，在那
么寒冷的早晨，漯河市万人空巷，人
民群众自发地排列在道路两旁送水
送粮，欢送子弟兵奔赴前线。

漯河市第二初级中学始建于
1946年，坐落于沙澧河交汇处，
风景优美，文化底蕴厚重，现在
成了红色教育基地。

走进漯河二中，最先映入眼
帘的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大殿，它
带着岁月的沧桑，掩映在绿树之
中，它就是三晋乡祠的拜殿。三
晋乡祠由晋商修建于清乾隆三十
四年（1769年），距今已有200多
年的历史。当时的三晋乡祠坐北
朝南，前有山门，后有戏楼，中
有大殿，殿后有春秋阁，非常壮
观。在漯河近代史上，三晋乡祠
发生过无数的革命故事。

漯河二中校园被打造
成红色学习基地后，不少
机关、单位党员干部来到
漯河二中参观学习接受教
育。

11 月 12 日上午，正
在漯河二中参观学习的许
慎小学相关负责人表示，
带学校的党员老师来这里
参观学习，就是让大家再
次接受革命教育，明白初
心是什么。进一步提升思
想认识，从而在本职岗位
上更加努力拼搏，教出更
多优秀的孩子。

“今天来漯河二中参
观学习，感受非常深刻，特
别是优秀教师代表——牛
运仓，他的精神值得我们
当代老师学习。以后，我
会在本职岗位上更加努力
工作。”来此参观的李老师
告诉记者。

漯河二中校长马开

收表示，挖掘保护好和
宣传利用好红色资源，
将其打造成富有内涵的
红色教育基地，社会各
界有呼声，人民群众有
期 盼 。 我 们 将 高 度 重
视，进一步加强红色资
源的发掘宣传，注重利
用红色资源开展主题教
育和理想信念教育。

“与时俱进，活用红
色资源。很多单位在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时，到学校参观
学习，这也让红色文化焕
发了生机，广大党员群众
也从中汲取到了奋进的力
量。”马开收说。

“行程万里，不忘来
路；饮水思源，不忘初
心。我们定当不负重托，
牢记初心使命，将红色基
因传承下去，将红色传统
发扬光大。”马开收说。

穿过历史的尘烟，经
历了几十年的风雨。如
今，走在漯河二中校园
里，红色印记仍处处可
见。抗战胜利漯河受降仪
式情景还原、陈赓司令员
的故事等，让人记忆如
昨。

学校大力推动红色校
园环境建设，把一些革命
故事做成展板悬挂在墙壁
上，让师生们耳濡目染，
时刻感受红色教育，真正
实现环境育人。

近年来，漯河二中充
分挖掘这些红色资源，对
师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使师生在学习英雄的过程
中感受革命理想、增强奉
献意识。

漯河二中还将红色文
化与“七一”“十一”等

重大节日结合起来，与团
建、校园文化建设、班级
建设结合起来，通过开展
演讲比赛、国旗下讲话等
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引
导青少年继承光荣的革命
传统，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

“学生在校园里看到
这些，就会不自觉地参与
到红色教育的各项活动中
去，切身体会先烈们的家
国情怀和高贵品质，从而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
观。”漯河二中校长马开
收告诉记者。开展红色校
园文化建设以来，全校师
生精神面貌为之一新，老
师们更加团结一致、更加
努力工作；学生们更加勤
奋学习、更加阳光、更加
积极向上。

嵩山社区党员干部在漯河二中校园参观学习，感受红色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