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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康聚台岗：彪炳史册的 “水上抗日根据地”
□记者 王锦春 张洪涛 马治卫 文/图

核心
提示

�������1938 年 10 月， 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
示，河南抗战重心转向豫东，彭雪枫部与吴芝圃
率领的豫东游击三支队、萧望东率领的先遣大队
在杜岗会师，三支武装力量统一整编为新四军游
击支队。游击支队东渡新黄河，两征睢杞太，进入
豫东、皖北、苏北，创建了豫皖苏敌后抗日根据

地。 1941 年 7 月，水东地委机关、水东联防办事
处、水东独立团迁至太康聚台岗村办公，开辟了
“水上抗日根据地”，有豫东小延安之称，是我党
我军唯一既有新四军番号又有八路军番号的根

据地。
面对水灾、旱灾 、蝗灾 、匪灾的罕见灾难和

日、伪、顽军的夹击，中国共产党领导水东军民孤
悬敌后、浴血奋战，发挥了联系华中、华北两大根
据地，钳制陇海、平汉两大铁路干线，巩固发展豫
东敌后战场的重大作用。 水东走出了张震、萧望
东、杨得志、张国华、孔石泉、蓝侨、王其梅等 100
多位开国将军和原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教育部

党组书记张承先等 80 多位省部级领导。 受革命
斗争影响，聚台岗有近 200 人参加革命。 许贤高、
许贤君等 9 位同村进步青年受党的感召，率先在
这里参加革命，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聚台岗成为水东地区抗日斗争的中心。聚台
岗人民为革命胜利和民族解放作出突出贡献。

������这是一片红色的沃土！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水东地委机关、

水东独立团曾在这里工作战斗过。
这里相继建立了军械所、被服厂、医

院、豫东中学、拂晓剧团等，在此整训部
队、培训干部、建立政权、阻击敌人、开展大
生产运动，为党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干部。

这就是位于太康县高贤乡聚台岗村

的水东革命根据地旧址———聚台岗。
中共水东地委机关、水东独立团在

聚台岗的一年多时间里，培养了党政军
机构的领导 ，克服了严重困难 ，稳定了
形势， 坚持武装斗争， 扩大了根据地，
为后来进行战略反攻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 聚台岗根据地在太康县革命斗争
史上，在睢杞太地区乃至豫皖苏抗战及
解放革命斗争史上都写下了光辉一页。

聚台岗为水东地区革命事业作出的

贡献没有被遗忘———新中国成立后的

1951年 9月， 时任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
吴芝圃来到聚台岗村看望当地群众，访
贫问苦，并与当地群众合影留念。

如今，历史的硝烟早已散去，可是中
共水东地委机关、 水东独立团在这里工
作战斗的光辉事迹却永远留在了这片红

色沃土之上。
时值抗日战争胜利 75 周年，7 月底，

周口报业传媒集团《红色记忆》采访记者
一行来到位于太康县西北的高贤聚台岗

村，聆听当地群众记忆中的革命故事，探
访水东革命根据地旧址聚台岗的 “烽火
岁月”。

风云际会聚台岗

在太康县城西北有 “一溜十八岗”的
说法，诸如斧头岗、樊哙岗、平岗等一些
带有“岗”字的村子星罗棋布，给人带来
一丝神秘色彩。 其实，从前这里是丘岭状
的土岗，先民择高岗而居，也才有了这么
多以“岗”命名的村子。

聚台岗就是其中一个有着久远历史

的村子。 据记载，在聚台岗村内有一个叫
南台的地方，是一个砖砌的堡垒，高三丈
五尺，有垛口、枪眼、炮楼等设施，周围还
有护城河环绕。 抗战时期，南台就是当时
中共水东地委机关所在地。

采访当日，记者一行来到南台，这里
显然没了村民口述中的坚固堡垒， 也没
了护城河， 呈现在眼前的只是一个明显
高出地表的大土岗子， 以及岗子上郁郁
葱葱的树木。

“现在 ，这里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模
样 ， 南台上的堡垒 、 城墙早已经毁掉
了…… ”82 岁的村民赵祚明无不惋惜
地说，当年 ，水东地委机关就在这个高
岗子上，四周全是水，出入都靠划船。新
四军就住在这里， 旁边还有被服厂、医
院、学校、修械所等。

顺着赵祚明手指的方向， 记者看到
几台挖土机正在作业， 一派繁忙景象。
“这里以前是水东根据地的船厂旧址，目
前正在进行基础性作业。 ”太康县委党史
研究室负责人说，目前，太康县已经启动
了水东红色文旅项目， 对水东地委机关
旧址进行修复，重现当年景象。

时光荏苒！ 当初坚固的堡垒早已不
复存在，只留下一个高高的岗子，依然见
证着往昔的峥嵘岁月。 未来，随着修复工
程的不断推进， 这里将成为人们铭记革
命历史、缅怀先烈的好去处。

创建“水上抗日根据地”
记忆是残存的历史， 一段记忆往往

承载着人们对过去时光的回忆。
在聚台岗村的村室内，82 岁的赵祚

明和 77 岁的赵隆茂向记者讲述着他们
从长辈那里得知， 以及村民相传的关于
聚台岗的残存记忆。 从国民党当局悍然
扒开花园口大堤， 到水东地委机关来到
聚台岗村； 从革命战士在聚台岗村的工
作生活场景，到村民成立船队，加入革命
队伍……这些残存的记忆， 无不见证着
那段发生在聚台岗村的光辉历史。

1938年 6月 9日， 国民党当局为了
阻止日寇西进，炸开了黄河花园口大堤。
伴随着爆炸声带来的巨响， 大堤被狠狠
炸出了一道缺口，被“圈禁”的黄河水奔
涌而出。 渐渐地，缺口越来越大，黄河水
如猛兽一般在豫东平原肆意奔跑， 所到
之处，房倒屋塌，村庄、树木悉数被淹，广
袤的豫东平原变成了一片汪洋。

此后，夺堤而出的黄河水流经中牟、
尉氏等地，沿贾鲁河，南泛入淮，沿河 44
县成了一片沼泽。 这条新黄河把豫东地
区分为了东西两部分。 东部地区共产党
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称为“水东”，
在这里创建了“水上抗日根据地”。

穿过历史的云烟，我们仿佛看到了
黄河水泛滥之下流离失所的无辜群众，
看到了他们拖儿带女举家避祸，外出乞
讨的无奈。 此刻，人们迫切需要革命的
队伍拯救大家于水火之中，帮助人们逃
脱日寇的铁蹄。

1938年 9月，彭雪枫带领革命队伍，
从确山县竹沟镇出发东进，于 10月 11日
在西华的杜岗与吴芝圃率领的豫东抗日

游击队第三支队、 萧望东率领的先遣支
队汇合， 三支队伍合编成新四军游击支
队，也就有了著名的“杜岗会师”。 此后，
这支英雄的队伍创立了以睢杞太为中

心，面积达 600 平方公里的抗日根据地，
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据太康县委党史研究室编撰的 《红
色水东》记载， 1941 年 3 月，当时的睢杞
太地委在杞县南部的申纪村召开了紧急

会议（史称申纪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连
以上和部分县级干部马一鸣、张剑石、马
玉堂、王广文、孙其昌、徐济生、任晓天、
孙楷堂、杨宏猷、赵昌永、薛丕渡等 20 多
人。 会议确定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组
织力量、坚持根据地抗战的方针，并决定
重建地委，暂由马一鸣负责全面工作。

申纪会议还决定重建地委和独立

团，统一指挥，打退敌人的进攻。 由于根
据地的发展， 军队活动范围已扩大到淮
阳、西华、扶沟、通许、宁陵、柘城等新黄
河以东的广大地区， 远远超出了睢杞太
三县的范围。 加之这次重建的独立团里
淮阳武装占相当部分， 于是决定不再沿
用“睢杞太”这个名字，改为“水东地区”。
睢杞太抗日根据地正式改为水东抗日根

据地， 中共睢杞太地委改名为中共水东
地委， 重建后的独立团称为新四军水东
独立团。

申纪会议是在睢杞太抗日根据地十

分艰难的时刻召开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

的会议。 它重新树立了大家坚持豫东抗
战的信心， 为这块根据地后来的发展指
明了方向。 在这次会议上正式启用了水
东这个名称。 因此，这次会议也常常被称

作是睢杞太革命史上的“遵义会议”。
据《红色水东》记载，1941年 5 月，中

共豫皖苏区委、 新四军四师党委为了加
强睢杞太地区抗日工作的领导， 派王其
梅、崔挺（薛朴若）分别任水东党政军委
员会书记和独立团政治处主任。 当时，
水东地委迫切需要一块安定的根据地

来休养生息。
1941年 7月， 王其梅带领水东地委

和独立团进驻聚台岗村， 在这里建立了
根据地，开始在聚台岗村的活动。

村民争先当船工

如今的聚台岗村是太康县西北部一

个普通的村落，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平原，
水东地委和水东独立团为什么会选择这

样一个普通的村子作为自己的 “水上抗
日根据地”？ 带着这些疑问，记者从 77岁
的村民赵隆茂的记忆里找寻答案。

“当时，水东地委和水东独立团来到
聚台岗村， 是因为这里独特的地理优势
和一定的群众基础。 听父辈们讲，那时，
聚台岗村后面就是涡河大堤， 国民党扒
开花园口大堤后， 黄河水把附近村庄都
淹没了，由于聚台岗村地势较高，这里就
成了一个四面环水的高岗， 敌人也过不
来……”赵隆茂一边说着，一边若有所思
地回忆，当时，岗子的面积很大，有 2 里
宽、3里长，村民在岗子上居住。由于四面
环水，村民出入聚台岗只有靠走水路，这
让敌人很难靠近聚台岗。

今年 82 岁的赵祚明回忆， 当时，水
东地委和水东独立团进驻聚台岗后，村
里原本要携家带口外出逃荒的村民都不

出去了，和战士们一起开荒，村里还成立
了船队，村民自发当起了船工，给部队撑
船打鬼子。

船队， 其实是村民自发成立的一支
由 12条大船、40 多名船工组成的 “水上
运输队”。 当时，聚台岗村四周被黄河水
包围，一片汪洋，并不是都能行船。 只有
在村子西部有一条名叫“南家沟”的秘密
航道可以进出村子， 船队的建立为当时
水东地委和水东独立团在聚台岗的活动

创造了便利条件。
当时村民许贤高主动要求参加水

上运输队，并说 ：“我水性好 ，非常熟悉
这一带的地形 ， 可以带领船队顺利出
入。 ”组织上考虑许贤高是家中独子，水
上运输风险大 ，随时有生命危险 ，便决
定让他干一些站岗放哨的事。 许贤高听
说后，便急得哭了起来 ，央求道 ：“不让
我去，咋知道我不行呢？ 我一定完成组
织交给的任务。 ”最终，经不住许贤高的
苦求，组织上便答应了他。

当时， 船队码头设在聚台岗西头高
永昌家，赵运行是船队队长。 许贤高加入
水上运输队后，总捡累活、重活干，常常在
夜里为部队运送粮食和其他物资， 缓解
了水东地委和独立团物资短缺的问题。

后来， 许贤高由杨宏猷介绍加入中
国共产党。 入党之后，许贤高更加严格要
求自己，工作更加勤奋了，经常到团部帮
助打水、扫地，还帮王其梅喂马，地委机
关和独立团的领导都非常喜欢这个聪

明、勤劳的年轻人。
后来， 冀鲁豫军区党委宣传部长张

承先率巡视团到水东地区检查工作，许
贤高担任张承先的安全保卫工作， 未出
过任何差错。

赵祚明的父亲赵士理也是当时船队

里的一名船工。 说起父亲在聚台岗当船
工的日子， 头发花白的赵祚明一下来了
精神， 当时船工们冒着生命危险运送战
士和物资的场景仿佛出现在眼前。

在他的记忆里， 父亲赵士理是一个
划船的好手。 每当夜幕降临，聚台岗村子
附近的水面上就泛起白雾，赵士理摇着
船桨 ，载着需要外出联络的战士 ，从村
子秘密航道出发， 一路划船离开村子。
等到了岸边，赵士理会先把新四军战士
送到岸上，然后自己划船退回到水里等
着战士的归来。

“由于当时革命形势很严峻，担心根
据地被敌人发现，引来麻烦，船队都是在
夜晚才外出，天不亮就回来……”

一个冬天的夜晚， 在外出运送物资
归来的途中，遭遇到了大风天气，赵士理
划船的船桨被刮到水里。 赵士理不会游
泳，无奈，同行的村民只得跳进刺骨的冰
水中去寻找。 等找到船桨重新回到船上，
人已经冻得不行了。

这只是船队冒着生命危险给新四军

运送物资和人员的一个小小的片断，却
折射出聚台岗的人民群众为了革命事业

所作出的贡献。
军民携手克时艰

除了建起船队， 聚台岗还有豫东抗
日中学。 赵祚明回忆：“当时的豫东抗日
中学在村子附近， 第一批来的有三四十
名学员，大家一起在村里学习、生活。 ”

在《红色水东》中收录的当时豫东抗
日中学教员杨静琦的回忆文章中记载了

当时的情况———1941年 8月， 在聚台岗
村建立了水上基地，组建了“修械所、被
服厂、船队、豫东抗日中学和医院”。 当月
又成立了“水东抗日联防办事处”。

该文章记载，1941年 8月，豫东抗日
中学在聚台岗西附近三所楼村成立。 开
设主要课程为游击战术、锄奸、军事知识
等，党员最多时有百余人。 下设队、班，学
员自己站岗、放哨，以班为单位住宿。 学
制半年一期，毕业后被分配到党、政、军
后勤、医院等基层单位。

由于特殊的生存环境， 豫东抗日中
学从诞生那天起就不仅是一个学习机

构，还是一个战斗队，为革命培养了大批
干部。

建船队、办学校……在聚台岗村，村
民与新四军同吃、同住、同劳动，形成了
军民一家亲的良好局面。 当时，男村民当
船工，帮助新四军运送粮食等物资，女村
民就给部队推磨， 还有的到被服厂给部
队清洗被褥， 老年人就在家门口看家护
院，发现陌生人闯进村子，立即报告。 聚
台岗，成为一个密不透风的革命堡垒。

在这里， 聚台岗的村民与革命战士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当时部队和村民一
起开荒， 让村民种地， 村民的积极性很
高，原本要外出逃荒的村民，也选择留在
村子里和部队一起生活， 不少村民还直
接参加了新四军。

聚台岗上建奇功

水东地委机关和水东独立团在聚台

岗活动的一年多时间里，政治、军事、对
敌斗争等方面， 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
作。 包括：

———传达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敌后斗

争的一系列指示， 开展纠正单纯军事观

点和反对流寇主义教育， 使广大指战员
对坚持水东敌后游击战有了信心； 联系
上了冀鲁豫八路军， 得到上级领导对水
东工作的指示；整顿训练部队，班长以上
干部轮流到团部学习， 学习夜袭和行军
技术； 以连队为单位进行军事训练、比
武，提高了干部、战士的军事素质，增强
了战斗力。 建立“灰色政权”，开展群众工
作；1941年秋，建立“水东联防办事处”(简
称联办)， 决定在杞南建立三个联防中心
分会，进一步密切了干群、军民关系，兵
员、供应等问题都得到解决。

———开办党员训练班和青年抗日

训练班，对军队和地方党员干部进行短
期培训 ， 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觉
悟。 办船民训练班，便利夜间出水行动。
动员聚台岗上会撑船的健壮水手参加

学习，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 建立后勤
机关，解决供给问题。 在岗上建立修械
所、被服厂、医院 ；部队建立了军需处 ；
联办建立了财粮科、武装科。 办“水东通
讯”刊物一期，因敌人围剿停刊。

———开展赎地斗争，鼓舞生产。 联办
出布告， 号召凡灾荒年间贱价卖出的土
地按原价赎回。 动员部队和机关人员，发
扬南泥湾精神，开荒种菜、种粮，解决了
机关和部队的吃穿问题， 减轻了群众负
担。 部队种的绿豆、黄豆、小麦大部分转
让给群众收割。 地委和联办为了解决部
队供给问题，减轻群众负担，派出部队，
夜间乘船出水，到敌占区征粮、征款，把
征来的粮食供给部队和群众。

水东地委和水东独立团在聚台岗的

活动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 敌人不断派
人到聚台岗附近侦察，企图把这块“水上
抗日根据地”扼杀在摇篮中。

当时 ， 新四军在岗子上挖了防空
洞，防止敌人往这里打炮弹。 有一次，敌
人往村子里打炮弹攻击聚台岗，结果炮
弹只是炸毁了几间房屋，并没有造成什
么大的伤亡。

“水东地区远离大块根据地孤悬于
敌后，敌情十分严重，党的力量要隐蔽发
展，军队要分散活动，政权要用联合办事
处的名义，不要过分刺激敌人……”1942
年 8月，得到上级指示后，水东独立团党
委连夜研究决定撤出聚台岗。

据《红色水东》记载，1942 年 9 月 20
日，国民党地方顽军 4000 余人，向水东
根据地聚台岗、杞北、杞通边、杞太边等
地同时发动进攻。 与此同时，国民党另一
部也从黄泛区出发，向聚台岗进逼，紧急
时刻，地委机关和团部提前撤离。

水东独立团撤出聚台岗后， 在太康
北部郑寨研究了反击国民党顽军进攻的

计划，调整了武装，作了战斗部署。 独立
团将大团变小团编为 4 个主力连， 每县
建立 1个独立营。 反击敌人的策略从杞
北向杞南，直打到太康县境内，取得了反
击顽军进攻的重大胜利， 从而巩固扩大
了水东抗日根据地。

抗战老兵忆初心

在村里采访时， 记者见到了今年 97
岁高龄的抗战老兵赵隆成， 他是村里最
年长者，见证了聚台岗村的变迁。

正值七月的中午， 赵隆成穿着一件
深色衣服，戴着一顶帽子，佝偻着身子坐
在低矮的床铺上，整个人显得很瘦小。 赵
隆成的脸庞布满了皱纹， 说起话来也不
那么灵便。 一听记者采访当年打鬼子的
事，他顿时来了精神，抬起头，扯高了嗓
门说：“我是部队批准养病回来的， 我没
有忘记自己是一名革命战士。 ”

“抗战到底，革命成功，人人有衣穿、
有饭吃……” 赵隆成又随口说出了当年
参加革命时常挂在嘴边的话。

此刻，眼前这个佝偻着身躯的老人，
顿时变得高大起来，那句“抗战到底，革
命成功”，他连续说了三遍，声调一次比
一次高，在不大的房间里久久回荡，让人
感叹不已。

如今，这个目标早已实现，当年的年
轻战士也已经成了饱经风霜的老人，可唯
一不变的是老人一颗革命到底的初心。

年轻时， 赵隆成跟着共产党与日本
人打仗时，从没有害怕过。 据老人回忆，
抗日战争时期，他常给部队送情报。 一个
下雪天的夜里，他去送情报，鞋也丢了，
光着脚跑几十里，情报送到了，脚也冻坏
了。 后来，他的脚一直流脓，10 个脚趾甲
盖都烂掉了，最终严重到不能走路，不得

不回到家乡聚台岗养伤， 后来就留在村
子里务农。

如今，赵隆成眼不花、耳不聋，有一
个圆满的家庭， 每个月还有一定数额的
补贴，这让他的生活变得衣食无忧。

老人说：“我要活到 100 岁， 到时我
请客。 国家给的钱用不完。 ”

作为一名从聚台岗走出的抗战老

兵，他走过了抗日战争的风风雨雨，把青
春和热血无私奉献给了这片厚重的黄土

地， 他为革命事业作出的贡献将永远铭
记在人们的心中。

红色基因代代传

如今，发生在聚台岗上的那段令人难
忘的红色故事已经离我们远去，可是这段
历史却永远留在了聚台岗村民的心中。

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前进。 为了让
更多人了解发生在聚台岗村的历史，村民
赵隆化等人从 2004年起， 开始谋划在村
里建一座“历史文化展览馆”。 从那时起，
他们到郑州、转山东、过武汉，行程千余公
里，终于在 2009年建起了这座展览馆。

2004年的一天， 赵隆化一行找到曾
在豫东抗日中学当老师的杨静琦。 “我一
直想办一个展览馆， 把咱们聚台岗的革
命精神宣传出去。 ”赵隆化这一想法，得
到了杨静琦的大力支持， 并为赵隆化提
供了其他几名曾在聚台岗村工作过的老

同志的联系方式。
在北京，赵隆化找到曾在聚台岗村战

斗过的一些老同志。那些老同志纷纷提供
资料，并表示：“我们一定要把记忆中有关
聚台岗村的历史，毫不保留地讲出来，把
保存的资料无偿贡献出来， 支持你们办
展览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 ”

后来，赵隆化又陆续找到了一些关
于当年水东独立团和水东地委机关在

聚台岗村活动的图片资料。
要建聚台岗历史文化展览馆的消息

传开后，得到了众多村民的支持，大家纷
纷捐款。 2009年 9月，聚台岗历史文化展
览馆终于建成开放。

11 年后， 记者一行来到聚台岗村，
在村里南台旧址上看到这间不大的展

览馆。 虽然经过岁月的冲刷，展览馆已
经明显破旧，可是展览馆内的旧照片依
然清晰可见。 其中一幅 10 多名豫东抗
日中学教师围坐在一起的老照片，引起
了记者的注意： 他们中有的盘腿而坐、
有的散开衣襟、有的双手交叉……在这
些人洒脱 、刚毅的神情中 ，让人仿佛感
受到这些革命先辈坦荡的胸襟和对革

命视死如归的情怀。
如今， 这座由村民自发捐款建起的

展览馆如一位老者，虽然历经沧桑，依然
时刻铭记着那段发生在聚台岗村的红色

故事，提醒着后人勿忘历史。 让人高兴的
是，一个新的大型纪念工程正在修建。

聚台岗上谱新篇

80年前， 聚台岗在历史上写下了浓
重的一笔。 而今，聚台岗又要重现历史，
一个新的聚台岗即将呈现。

目前， 太康县举全县之力启动了聚
台岗水东地委机关旧址修复工程， 遵循
“修旧如旧”原则，结合红色资源保护、革
命老区振兴，整合豫东红色资源，统筹规
划实施。

拟设计为三大功能区：旧址修复区，
包括机关办公区、枪械所、被服厂、医院、
船厂、豫东中学、老寨墙、拂晓剧团、炮楼
等旧址； 革命历史陈列区， 包括人民广
场、 豫皖苏水东革命历史陈列馆等红色
教育场馆； 文旅区， 包括豫东农耕民俗
馆、豫东园林园艺馆、观光农业采摘园和
涡河生态走廊等突出豫东文化特色的休

闲观光区。
整个红色文旅项目以水东革命历史

为主线， 以新四军和八路军斗争历史为
背景，以水东地委旧址修复为亮点，建设
集红色教育、生态保护、乡村振兴为一体
的红色文旅基地， 让高昂的爱国主义旋
律激荡在豫东大地， 使其成为太康红色
文化的旗帜、文化建设的典范、全国有影
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让人们更多地
感悟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更好地坚
守初心使命，更多地造福人民群众。

目前，该项目在太康当地引起强烈反
响， 太康干部群众及爱心人士纷纷捐款，
表达对这一行动的支持。 在聚台岗村，大
家都在积极捐款捐物， 期盼这沉寂 80年
的聚台岗重现昔日的辉煌。 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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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聚台岗水东地委革命旧址原貌 1951年，当时的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吴芝圃在聚台岗与群众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