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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华“三岗”（艾岗乡陵头岗、都城
岗、苗里岗）为核心的西华抗日革命根据
地，是河南省最早、较有影响的一块平原

抗日革命根据地，被誉为“小延安”“小竹
沟”。在这里，中共豫东特委面向豫东各县
举办了 44 期抗日干训班， 培养革命骨干

4300 人， 组建了河南省最大的一支县级
抗日武装。 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书写了一
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核心提示：

������8月的西华，天空澄明，农田郁葱。 记
者一行来到中共豫东特委旧址所在

地———西华县艾岗乡陵头岗村，探寻硝烟
弥漫中那段峥嵘的岁月。

当汽车抵达目的地普理小学时，已是
下午 1点左右。 陵头岗村支部书记侯六
明、普理小学校长侯红波以及几位村民侯
付安、侯灿敏、侯中立热情地接待了记者。

曾是中共豫东特委所在地的普理小

学，校园的五叶梅开得正艳，高大的豫东
特委纪念塔虽经风雨的洗礼依然威严庄

重，枝繁叶茂的大叶女贞安静地守卫在塔
边，与纪念塔相望的是胡晓初烈士碑。

在普理小学会议室，他们几位向记者
讲述了那段中共豫东特委在西华发展的

历史。
上世纪 20 年代末，军阀混战，民不

聊生。 在西华县城西 30 里的“三岗”（西
华县艾岗乡陵头岗、都城岗、苗里岗三个
村的统称）， 当地民众有习武的传统，民
间因此有 “喝了‘三岗’水，大人小孩都会
跷跷腿”传言。 当时，具有爱国忧民思想
和正义精神的本地进步人士胡晓初、侯
香山、屈申亭等人为抵御土匪入侵，组织
附近群众， 成立一支 30 多人的看家队。
他们打富济贫，保家防匪，仗义疏财，扒
毁神庙，开办学校，队伍迅速发展到 300
多人。

1933年， 中共中央北方局先后派沈
东平、路岩岭等人到“三岗”，了解当地武
装，团结、教育、改造了由胡晓初、侯香山、
屈申亭等领导的地方农民武装。 从此，这
部分农民武装也就成了共产党直接领导

的人民武装，这一带的革命活动逐渐由隐
蔽转入半公开状态。

1935年到 1936年，中共中央北方局
又陆续派来了共产党员王子英、樊亚峰等
人，加强西华党组织的领导。 他们以陵头

岗学校为阵地， 向周围各处扩大活动范
围。 陵头岗学校 1935 年更名为“普理学
校”，寓意为普及共产主义真理，让贫苦
子弟免费入学学文化，宣传共产党主张。
为扩大党的影响，党组织在枣口、麦庄、
西湖等周围村庄建立了 8 个分校， 学生
发展到 800多人， 到 1936年， 党组织在
“三岗”一带站稳了脚跟，“三岗”革命根
据地已经形成。

1936年 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
在 “三岗” 建立中共豫东特委和西华县
委，培训革命青年 4000 余人，发展党员
400余人，建立了拥有 6000 多人的“西华
人民抗日自卫军”革命武装队伍，建立了
以地下共产党员楚博为县长、 共产党员
任区长的地下红色政权，组织了农协会、
儿童团、少先队等革命群众团体，家家户
户“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支援抗日”，一
支声势浩大的抗日大军在豫东大地迅速

形成。
1940 年，国民党围剿“三岗”革命根

据地，抗日革命活动转入地下。
中共豫东特委领导“三岗”革命根据

地的 4 年中，来自延安、竹沟和晋东南抗
大一分校的不少干部经由此地被转送到

党中央、河南省委，“三岗”革命根据成为
通往延安和华中敌后根据地的交通枢纽，
为杜岗会师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我党深入
敌后抗战、开辟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创造了
良好条件。

80岁的老教师侯中立， 怀揣一沓珍
贵的黑白照片告诉记者，现在的陵头岗普
理小学，是当年革命者隐藏身份开展活动
的地方，曾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当时，豫
东特委派来的刘子久、王其梅、栗在山、刘
作孚等革命前辈大多以老师的身份作掩

护，从事革命活动。 他指着照片中的人物
说，“这个是中共北方局派来的王其梅，这

里面还有我父亲，父亲当时是普理学校分
校的教员，我的母亲是妇女救国会的参与
者。 父亲跟随抗日部队转战水东一带，在
战争中与部队失联返乡， 在 90年代父母
被认定为失散老红军。 ”侯中立虽然年事
已高，但叙述起那段从母亲口中得知的历
史，依旧思路清晰、心情激动。

上世纪 90年代， 陵头岗被认定的失
散老红军约 20人，革命烈士至少 7人。

60岁的侯灿敏是一位红色收藏爱好
者，在他家的东屋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红
色物品：普理学校的校钟、红缨枪等。侯灿
敏对每一件物品都有深厚的感情。他告诉
记者，这些物品是中共豫东特委留下的宝
贵财富，革命先烈虽已逝去，革命精神要
传承发扬。

如今的陵头岗被列为革命老区，修建
于 1957年的豫东特委纪念塔矗立在普理
小校园内，用于纪念牺牲的革命先烈。 纪
念塔在 2016年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列为第
七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要是有一
座纪念馆， 我打算把收藏的物品全部捐
赠。 ”侯灿敏说出他的心声。

仰望塔身，红色字迹苍劲有力：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革命做出巨大贡献

的老区人民光荣万代，为了革命事业胜利
英勇牺牲的英雄们千古不朽。

采访结束， 记者一行近距离瞻仰中
共豫东特委纪念塔。 仰望它，更知今天幸
福生活如此不易，更知“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任重道远、意义
重大。 ②2

“三岗”：抗日烽火映春秋
□记者 王锦春 黄佳 张猛 文/图

1937 年 4 月拍摄的西华县普理学校本支各校全体教职员合影位于普理小学校园内的中共豫东特委纪念塔

������“这是当年普理学校的校钟，还有红缨枪、走
马灯……”60 多岁的侯灿敏向记者介绍着他的
红色收藏，如数家珍。 侯灿敏是陵头岗出了名的
红色收藏爱好者。 他的家就在普理小学南边。 在
清净的东侧老屋内，整齐地陈列着他收藏的红色
物件。

“革命精神是我们宝贵的财富，一定要发扬光
大。 ”侯灿敏告诉记者，在他收藏的所有物品中，最
为珍贵的就是普理学校的校钟。在他的小院子里，
侯灿敏再次激动地讲述着与这口铁钟有关的故

事。 1936年初，由胡晓初等人出面，筹资恢复被国
民党破坏的陵头岗学校，命名为“普理学校”，胡晓
初任董事长，王子英任校长。 当年，中共北方局派
刘子久、王其梅、刘作孚等人来到普理学校以教员
的身份做掩护，从事特委工作。他们在普理学校办
起了图书馆，让贫苦子弟免费入学学文化，宣传共
产党主张， 并发展地方武装。 他们在学校成立了
“学生同盟会”“少年先锋队”等进步组织，后又在

麦庄、朱湾、枣口等村办起了 8 所分校，培养了大
批抗日骨干。 在烽火岁月里，叮当的钟声，更加坚
定“三岗”革命根据地人民抗日的决心和信心。

“村里一直重视红色资源的保护，希望有朝一日
这里也能建起一座纪念馆， 纪念那些为中国革命胜
利而牺牲的先烈们，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陵头岗
70多岁的原村支部书记侯付安和现任村支部书记
侯六明在与记者的交谈中，多次提到他们的希望。

普理小学教室的外墙，格引人外注目。 “英雄
应被历史铭记，革命传统应继续发扬。 ”普理小学
校长侯红波动情地说，每年清明节，学校都会接待
大批来这里瞻仰纪念塔以及扫墓的各界人士，普
理小学年年都组织师生为胡晓初扫墓， 瞻仰豫东
特委纪念塔。学校教室外的墙上悬挂着胡晓初、侯
香山、屈申亭等人的照片和故事。他们经常向学生
宣讲那段光辉历史， 时刻让学生们牢记幸福生活
来之不易，珍惜学习时光，树立为中华崛起而奋发
读书的远大理想。 ②2

������村容整洁，绿树成行，花香扑鼻……走进“三岗”
（陵头岗村、苗里岗村、都城岗村）革命纪念地，一派田
园风光呈现在眼前。

近年来，艾岗乡党委、政府坚持将“三岗”革命根
据地美丽乡村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着重从环
境净化、绿化、美化、亮化等方面入手，以创建干净整
洁的农村人居环境为目标，立足实际、统筹发展，健全
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三岗”旧貌换新颜。 “三
岗”多年来种植“麦茬豆、豆茬麦”，农民人均纯收入相
对偏低。 为提高革命老区人民的收入，在强力推进美
丽乡村建设的同时，该乡党委、政府多措并举，积极引
导“三岗”群众种植小辣椒。 2017 年以来，该乡把种植
小辣椒作为“三岗”乃至全乡脱贫的主导产业来抓，邀
请该乡种植辣椒能手郑富民对群众进行集中培训。同
时，该乡派人外出考察，陆续引进草莓椒、泡椒等品
种，鼓励大家积极种植并签订购销合同，消除群众的
后顾之忧。 目前，“三岗”小辣椒产业逐步形成了规模
化、品牌化，农民的钱包越来越鼓。 ②2

守卫红色记忆
□记者 黄佳 张猛 文/图

今日三岗

□记者 张猛 黄佳

侯灿敏介绍收藏的红色物品———普里学校校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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