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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7月16日电（记者尹思源）
天津市蓟州区爨岭庙烈士陵园，草木郁郁葱

葱，烈士墓碑庄严肃穆，前来瞻仰的游客脚步

轻轻，神情凝重。这里，长眠着102位在爨岭

庙突围战中牺牲的烈士，中共冀热边特委第一

地区专署专员杨大章正在其中。

杨大章，原名杨士英，又名章棣，1909

年生于天津市；1923年考入南开中学，在校

学习期间接受进步思想影响；1931年九一八

事变后，积极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斗争，同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他调到山海关—天津—郑州段

负责铁路联系工作，借此机会积极组织并领导

铁路段抗日救国会工作。

卢沟桥事变后，天津形势日益严峻。杨大

章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在天津、唐山等地建立

抗日救国小组，印发抗日宣传小册子等，对铁

路青年职工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教育。

1939年4月，杨大章和妻子阎国珍（中共

党员，化名阎志）前往平西抗日根据地工作，

同年7月任晋察冀第六专署（即平西专署）民

政科长。1940年，杨大章兼任平西专署秘书

主任，不久即调任昌宛县县长。

平西是我党在晋察冀地区建立最早的抗日

根据地之一。日军从1940年开始，对这一地

区进行大规模“扫荡”。昌宛是卢沟桥所在

地，敌军在这里实行了残酷的“三光”政策。

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杨大章鼓励大家咬紧牙

关坚持，并率领全县人民战斗在百花山头、永

定河畔。

1943年，冀东形势转好，此前被敌人蚕

食的基本区大部分得到恢复，并开辟了大片新

区。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1943年7月，冀热

边特委成立，下设五个地委和五个专署，杨大

章被任命为第一地区专署专员。

第一地区专署下辖冀热边西部四个联合

县，杨大章上任后首先建立机关生活、工作和

学习制度；明确汇报、请示和巡视等规定；印

发边区政府发布的各项政策、法令；结合具体

情况制定巩固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各项措施。专

署还发出关于改造村政权的指示信，指出要坚

决清除原村政权中的坏分子，以保证村干部队

伍的纯洁性。

1944年5月16日，为尽快整顿地方党组

织、加强地方政权建设，杨大章和十三团副政

委廖峰、蓟遵兴联合县县委书记季安带领区县

干部等200多人进山开会。开会地点团山子距

离敌军下营据点不远，敌特活动猖獗，开会消

息很快被敌人获悉。17日上午10点左右，敌

军袭击团山子，杨大章迅速组织撤离。18日拂

晓，队伍遭到敌军包围，杨大章一面组织大家

烧毁重要文件，一面组织警卫战士掩护县区干

部向南突围。

指战员冒着敌军炮火奋勇冲杀，撕开了一

道突破口，部分干部迅速突围。但敌人很快重

新封锁，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杨大章振臂高

呼：“誓与敌人决一死战！”战斗由拂晓持续到

将近中午，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战斗

中，杨大章不幸中弹，英勇牺牲，年仅35岁。

战斗结束后，当地抗日干部和群众走遍山

岗，收敛了杨大章等烈士的遗体，埋葬在爨岭

庙西南的山坡上，但由于各种原因，只确认了

杨大章和烈士占中的身份。1957年，爨岭庙

烈士陵园建成，杨大章、占中和100位无名烈

士遗体葬于园内。战斗发生以来的80多年，

附近的村民一直默默守护着这片无名烈士墓。

2021年，天津市蓟州区下营镇将爨岭庙

烈士陵园和5公里外的青山岭村天津广播电台

战备台旧址两个红色景点有机衔接，建成了一

条红色文化长廊，下营镇党员干部担负起讲解

任务，成了义务守陵人。

今年26岁的下营镇干部李琦入职后也加

入了守陵人队伍，她说：“将士们用鲜血铸就

忠诚，英勇而壮烈。我希望借助新媒体传播等

方式，让更多人了解这102名烈士的故事。”

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市大坪镇上大塘村，一座

“三堂二横”泥砖瓦结构的房子依山傍河而建。这

座始建于清朝的房屋，是革命烈士黄文杰的故居。

1902年10月6日，黄文杰出生于广东省兴宁

县大坪区（今广东省兴宁市大坪镇）的一个贫苦农

民家庭。中学期间，他是反帝爱国学生运动的积

极分子。此后，他被黄埔军校录取，并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经由军校中共组织推荐到莫斯科中山大

学就读。因成绩优异、精通俄语，毕业后被分配到

苏联的伯力、海参崴一带从事党的工作。

1931年，黄文杰回国，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

工作。此后，他辗转多地，历任中共上海临时中

央局代理书记、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副

部长、秘书长，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成员之一等，

为开展党的组织工作、恢复建设中共地方组织、

指导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等不懈努力。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惠阳大亚湾登

陆，次日惠州沦陷。南方局特派黄文杰到广州指

导广东省委应对。黄文杰作出“省委机关和八路

军广州办事处迁往粤北”“广州市委留下组织部

长陆新率领部分党员坚持地下斗争”等决定，直

至日军占领广州前夕才撤离。

长期在艰苦环境下东奔西跑、忘我工作的黄

文杰，1938年冬发现自己患了肺病。经过一段

时间的治疗，病情刚有所好转，他又毅然接受周

恩来布置的任务，长途跋涉抵达重庆，在南方局

负责党的组织工作，以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

其间，他认真抓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

在重庆主持举办党员训练班，并参与叶剑英的南

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翻译了不少苏联文章供叶剑

英等人讲课参考。他还撰写政论文章，出版了

《论政党》一书，并在《群众》《解放》《新华日报》等

报刊上发表文章，积极宣传中共的抗日救国纲领

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到1939年上半年，

南方局领导的各地党组织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党

员人数发展到8万多人。

1939年7月，因躲避日机轰炸，黄文杰在防

空洞里受了凉，发高烧，抢救无效，于8月不幸逝

世，终年37岁。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全体同志

为之致哀，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亲自送葬至

墓地。“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从来没有计较到他所

担负的轻重，而能任重致远的渡过艰难的沙漠。

像这样一个人，恰恰死在革命艰难的时代，实在

是革命的损失。”在《悼黄文杰同志的死》一文中，

叶剑英动情写道。

1983年，民政部批准黄文杰为革命烈士。

2020年9月，黄文杰被列入第三批著名抗日英

烈、英雄群体名录。（据新华社电记者邓瑞璇）

杨大章：
“誓与敌人决一死战！”

“党的骆驼”黄文杰：

无限忠诚的战士

杨大章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黄文杰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