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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保园事件：黎明前的慷慨悲歌
��������������核心提示

张保园事件是沈丘县黎明前的一

场惨烈战斗，是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革
命无数次残酷屠杀中的一次，更是共产
党人为了新中国浴血战斗、舍生忘死的
一曲激昂壮歌，它成为豫东人民心中永
远的痛。 75 年过去了，尽管硝烟散尽，
但张保园事件中的英雄人物形象仍然

在沈丘 、郸城 、项城 、淮阳 、鹿邑 、临泉
等地人民心中深入而广泛地传扬……

1947 年 7 月 12 日夜至 7 月 13 日
晨，沈丘县张保园村头一阵枪声，惊醒了
睡梦中的人们。 地主恶霸杨显卿集结土
匪 100多人， 勾结国民党沈丘县自卫总
队三大队张洪亮部 300 多人， 对张保园
村突然进行袭击。 在此养伤的沈（丘）项
（城）临（泉）县民主政府胡凌云县长，豫
皖苏军区派往沙南开辟四分区工作的赖

鹏团长，沈（丘）鹿（邑）淮（阳）县大队张
桂兰指导员、罗法祥排长、周排长、张班
长、柴副班长，高尚敬村长，修械工张国
平等人舍生忘死、顽强抵抗，终因我寡敌
众，壮烈牺牲或被俘惨遭杀害，十余名战
士也在奋战中牺牲， 多名群众被无辜杀
害。

铭记悲壮历史， 才能更好地展望蓬
勃未来。 2022 年 6月 10日，周口报业传
媒集团《周口红色记忆》采访组以及沈丘
县委宣传部、 县委党校的有关负责同志
来到卞路口乡张保园村及沈丘县烈士陵

园，聆听张保园事件亲历者、沈丘县烈士
陵园工作人员讲述那段烽火岁月。 在他
们帮助下，记者还联系到了烈士后人，对
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
仿佛，我们看到，张保园事件中的一

个个英雄人物， 仍然在硝烟炮火中呐喊
着、拼杀着……

百姓县长胡凌云：虽死犹
生 世人缅怀

张保园村位于沈丘县北部， 邻近郸
城、淮阳、项城、临泉，是具有光荣革命传
统的红色土地。记者一行走进张保园村，
只见水泥路面宽阔、楼房林立，收割机刚
将麦子收割完毕，遍地金黄归仓来。

随着时间推移， 张保园事件亲历者
大都作古， 仍然健在的历史见证人都已
经鬓发染霜，垂垂老矣。

在这个村， 现在还仍然熟悉张保园
事件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位是 98 岁的张
明礼，一位是 87 岁的张金尧。 当我们见
到这两位老人时，不禁感慨光阴似箭、时
光荏苒。两位老人虽然须眉交白，但对渐
行渐远的张保园事件，依然清晰如昨。

解放战争时期， 张保园村由于群众
基础好，党组织十分活跃 ，是沈 （丘 ）鹿
（邑）淮（阳）县民主政府开展革命活动的
堡垒村和联络点。 1947 年 7 月间，有一
批伤员在这个村里养伤， 其中就有胡凌
云县长……

张明礼之所以对这些事清晰如昨，
因为当年他是乡里党组织的负责人。 张
明礼说：“胡凌云县长是驻马店平舆县西
洋店乡后岗村人。 其实，他并不姓胡，而
是姓韩。胡凌云是他的化名，他的真名叫
韩景隆（龙）。认识他时，我才 20 来岁，经
常跟胡县长以及在这里养伤的人一起谈

心唠家常，彼此熟悉得很哩。 ”
沈丘县党史资料记载，胡凌云，原名

韩景隆（龙），先后化名王子斌、胡凌云开
展革命工作。 1933年在新蔡县立中学读
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 年在汝南师
范毕业后回到平舆小学任教师从事党的

地下活动，1941 年调到界首从事情报收
集工作，1942 年调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任鄂东专署财政部长。 1947 年，解放战
争迅速发展， 为配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
大别山， 豫皖苏军区决定开辟豫东南新
区。是年 2 月，沈丘由北向南先后建立人
民政权。继沙北建立沈鹿淮县后，沙南建
立了沈项临县。 5 月，胡凌云调任沈项临
民主政府县长，担任开辟新区的重任。

《中共周口市党史资料选·回忆录》
中， 原中共安徽淮北市委书记张畏三曾
在一篇回忆文章 《忆沙南工委和沈项临
县委》 中介绍了胡凌云：“沈项临县委属
二地委领导，地委书记是李中一，专员是
薛朴若同志。 沈项临县委所领导的地区
是在沈丘、项城、临泉三县的交界处。 刘
运生是书记，胡凌云是县长。 ”

《中共周口市党史资料选·回忆录》
中，还有一篇刘运生撰写的文章 《回忆
“沈项临”》， 讲道：“我与豫皖苏军区联
系，同意留我在豫皖苏边区工作 ，并派
我到二地委和二分区工作。 地委、分区
1947 年 4 月中旬派我和伤愈后的数十
名伤员开辟新区，建立沈项临县（沈丘、
项城、临泉三县边区），任命我为县委书
记兼大队政委 ， 任命胡凌云同志为县
长。 4 月间，胡凌云同志在水寨战斗中
负伤……”

胡凌云在水寨战斗中负伤后， 就是
在张保园村中养伤的。在养伤期间，张明
礼认识了、熟悉了胡凌云。交往中张明礼
对胡凌云充满了敬重。 他说：“胡凌云出
身富裕家庭。他之所以出来闹革命，就是
因为心中装着老百姓， 见不得老百姓受
苦受累。来到张保园后，他经常给我们讲
一些革命道理，大家的觉悟不断提高。 ”

谈到胡凌云对自己的教诲， 张明礼
感慨地说：“和耀武扬威的国民党官员相
比，共产党的干部没有架子，能和群众打
成一片。 胡县长教给大家的歌谣我至今
还记忆犹新。 ”

说到这里， 年近百岁的老人哼唱起
来：“地是穷人开，树是穷人栽。土地回老
家，合理又合法。”老人吐字有些不清楚。
他看大家没有完全听懂， 又一句一句解
释。 “胡县长还经常给大家讲到要推翻
‘三座大山’。对于这‘三座大山’，一开始
我还不理解， 后来听得多了， 觉悟提高
了，也就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

张保园事件的起因， 是我党地方武
装的一批伤员在此养伤， 引起了敌人的
注意。地主恶霸杨显卿及其爪牙又得知，
中共县、区主要武装力量均不在张保园，
村里只住有少量守备人员和伤病员，就
密谋策划并集结地方土匪 100 多人，勾
结国民党沈丘县自卫总队三大队张洪亮

部 300 多人，于 7 月 12 日黑夜突袭包围
张保园村。战斗打响后，我方守备人员和
伤病员奋起浴血战斗、顽强抵抗、努力突
围。 终因我寡敌众， 仅有少数人冲出重
围， 大多数同志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或被
俘。

7 月 13 日， 敌人占领张保园后，开
始逐家逐户搜查隐蔽在这里的伤病员。
敌人砸开一户村民的房门， 发现了身受
重伤的胡凌云。当时，敌人并不知道他就
是共产党的民主政府县长。但根据口音、
发型、穿着等判断他不是本地人，有共产
党员的嫌疑。于是，狠心的敌人将他拉到
村内一个麦秸垛旁杀害。遇害时，胡凌云
年仅 31 岁。

谈到张保园事件， 张明礼心头更多
的是愤怒。 张明礼说， 敌人在检查尸体
时， 认出胡凌云是他们要寻找的共产党
的胡县长，为恫吓革命群众，就凶残地割
下胡凌云的头颅， 挂到沈丘老城城墙外
示众。

当天晚上， 张明礼和部队侦察员一
起， 偷偷将胡凌云的尸体掩埋在村边河
堤旁。 新中国成立不久，局势稳定下来，
胡凌云的几位家人和县里来的同志把胡

凌云的遗骨移走，英雄回家了。张明礼很
是悲伤：“当时是我接待他们的。起坟时，
胡凌云的父亲张道南哭得都站不起来

了。我们村里人也围在一旁流泪……”白
发人送黑发人，人间最悲伤的莫过如此。
战斗往事让人心潮难平。 张明礼参与了
掩埋胡县长遗体以及移走胡县长遗骨的

过程，这是他最痛苦的回忆。胡凌云同志
忠于党、忠于革命、视死如归的形象在他
心中永远都是那么高大。

张明礼在张保园事件中也差点遭遇

不测。战斗结束后，敌人将有通共嫌疑的
人都赶到场里， 威逼大家供出共产党的
干部，并拿着名单一个一个排查。当排查
到张明礼时， 张明礼胡乱地给自己编了
个名字张好义，就说自己名叫张好义。敌
人连问他三次叫什么名字， 张明礼始终
坚持自己名叫张好义，最终蒙骗了过去。
至今仍令张明礼感动的是， 在最危险的
关头， 张保园的守备人员、 伤病员和群
众，没有一个屈服的，没有一个投降的，
没有一个告密的，没有一个说出真情的，
人人都表现出了英勇不屈的大无畏精

神。

“小八路”女英雄：五湖四
海 处处青山

他们来自五湖四海， 为了共同的革
命事业，团结作战，前仆后继，年轻的热
血染红了沈丘大地。他们的事迹，在人们
心中树起永远的丰碑。

在张保园事件中， 有一位被敌人杀
害的小战士。 村里人都不知道他叫什么
名字，无论是谁，都习惯叫他“小八路”。
直到现在，人们还是尊称他“小八路”。当
他牺牲后，村里群众将他就地掩埋，后来
又在他牺牲的地方修筑了 “小八路”坟
头。

为弘扬“小八路”的英雄精神，2019
年 4 月 5 日，张保园村党支部、村委会又
在 “小八路”坟前建起了纪念碑，以示永
久纪念，希望子孙后代永远崇尚英雄、学
习英雄。

在 87 岁老人张金尧带领下， 记者
一行来到了这位 “小八路” 的坟地。 坟
地位于紧邻张保园的小郭庄行政村的庄

稼地里 。 长眠于此的这位 “小八路 ”，
墓碑上没有遗像， 没有生平记载， 仅有
“一九四七年五月廿四日 （阴历） 张保
园事件中牺牲” “无名烈士之墓” 就是
他的全部。

广袤的田野里， 烈士坟墓背后却有
着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 张金尧说：“其
实，在张保园战斗中，这位‘小八路’已经
逃出了张保园， 并在附近村里的一户人
家藏了起来。不过，最后‘小八路’还是被
人出卖而被捕。 敌人为了让‘小八路’说
出隐藏的共产党员，又将‘小八路’押到
张保园村中，进行现场指认。敌人想不到
的是，这位‘小八路’是硬骨头。 自始至
终，不吐一个字，不说一句话，在反复威
逼利诱仍然无效的情况下， 凶恶的敌人
残忍地将其杀害。 ”

张保园事件发生时， 张金尧 11 岁。
他对那场惨烈的事件铭记深刻。 他说：
“这位 ‘小八路’ 只有十八九岁， 还是
个孩子。 要知道， 在敌人对一个孩子痛
下毒手时， 实际上也是为自己敲响了丧
钟。”

耄耋之年的张金尧， 和这位 “小八
路” 已经相伴 70 多年， 有着极深的感
情。 张金尧说： “每年清明节， 村里人
都会来到坟墓前祭奠这位 ‘小八路 ’。
大家把这位 ‘小八路’ 当成了村人、 家
人 、 亲人 ， 和他说说话 、 谈谈心 。 现
在， 全村早已脱贫致富， 过上了幸福日
子。 吃水不能忘了挖井人啊！”

站在这位 “小八路” 墓碑前， 我们
一行深深地三鞠躬， 表达对他的崇高敬
意和深切怀念。

相距 “小八路” 墓碑不远处， 还有
一位 “张班长烈士之墓”。 张金尧领着
大家来到 “张班长烈士之墓” 前， 动情
地说 ： “这位张班长 ， 1947 年 8 月在
段湾剿匪战斗中牺牲。 墓碑是张保园村
党支部、 村委会与 ‘小八路’ 的墓碑同
时建的。 这两位烈士的墓碑， 就是一段
红色印记， 更是爱国主义的生动教材。
村里老百姓永远怀念他们。”

在 “张班长烈士之墓” 前， 我们一
行同样深深地三鞠躬， 表达对他的崇高
敬意和深切怀念。

战场上舍生忘死， 巾帼不让须眉。
在张保园事件中， 为不让群众遭受更多
损害， 面对凶残敌人， 挺身而出的张桂

兰指导员同样让人泪目。
深夜， 村子被重重包围时， 村头响

起密集的枪声。 素有战斗经验的女指导
员张桂兰正隐蔽在村里一个农户家。 房
东大娘拿出女儿的衣服让张桂兰换上，
并让她赶快走。 张桂兰穿着当地妇女的
褂子， 顶上妇女的头巾， 乘着混乱逃了
出去。 可她逃出村子后， 又返了回来，
因为她还惦记着藏在麦秸垛里的枪支。
当她返回取枪时， 不幸被敌人堵住， 和
群众一起被赶到了场里。 其实， 敌人并
不认识张桂兰 ， 她完全有机会蒙混过
去。

敌人毫无人性， 宁可错杀一百， 也
不放过一个。 张桂兰看到， 敌人威胁就
要用机枪射杀全村群众， 她毅然把头巾
扔掉， 露出齐耳短发， 凛然站了出来，
大声说： “我是共产党员！” 随后女共
产党员张桂兰被押往县城， 几天后壮烈
牺牲。

真正的共产党员在革命信仰面前，
流血， 死亡， 又何所惧！

为了沈丘的解放， 多少人付出了年
轻生命 ！ 年轻的战士们啊 ， 家乡在何
方， 又是从哪里而来， 已无从查找， 但
人们都知道， 他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热血
青年 ， 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 义无反
顾， 勇往直前。 他们永远是惊天地、 泣
鬼神的英雄！

英雄的鲜血不能白流。 在张保园事
件中， 敌人的恶行激起了沈丘人民的极
大愤怒， 激发了革命战士讨回血债的强
烈斗志。 9 月底， 沈丘县全境解放， 枪
声宣告匪首张洪亮等人受到了应有的惩

处……
在共产党领导下， 解放区的人民翻

身得解放。 过去， 张金尧和其他群众一
样， 逃荒、 要饭， 过着凄惨的生活。 如
今， 他的家和家乡一样， 发生了沧桑巨
变。

有着 60 多年党龄的张金尧动情地
说： “国民党时期村子叫张保营， 群众
只有受压迫的份。 共产党来后， 村子改
名张保园 （元）， 人民翻身得解放。 从
小我就听过董存瑞 、 黄继光的战斗故
事， 也深知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为人民
群众利益而战斗的 。 我经常给儿孙们
讲， 今天， 是共产党让我们过上了幸福
的日子， 我们应该永远感谢党！ 感谢新
四军、 八路军、 人民解放军……”

英勇无畏赖鹏团长：忠诚
如山 丹心向阳

在张保园事件中， 有一位在张保园
村停留时间短暂， 被捕后遭到杀害的英
雄。 他像流星一样， 散发一道短暂光芒
便离我们而去。 可以肯定地说， 他留在
人间的短暂光芒却是激励后人前行的崇

高精神和英雄气概。
这位英雄， 就是豫皖苏军区派往沙

南开辟四分区工作的赖鹏团长。 他肩负
党的使命， 神秘地来， 壮烈地走。

当记者一行驱车来到沈丘县烈士陵

园， 只见新修建的战斗浮雕墙上， 巨幅

金黄色党徽熠熠生辉， 战士们在党旗指
引下奋勇冲杀。 战斗浮雕墙对面的革命
烈士英名墙上， 刻着胡凌云、 赖鹏的英
名。

革命烈士纪念堂里， 有关于赖鹏的
介绍： 赖鹏团长等 8 人被俘后， 被带往
沈丘老城， 于 7 月 23 日在沈丘城西高
呼着 “共产党万岁” 英勇就义， 一同被
杀的包括张桂兰指导员……

沈丘县烈士陵园从 1958 年建园至
今， 经历 60 多年风雨洗礼， 进行过多
次升级改造， 就是要让烈士的遗骨、 遗
物得到更好安放， 让烈士遗属有寻亲和
缅怀的地方。

据沈丘县烈士陵园工作人员介绍，
这里的赖鹏烈士坟墓， 是沈丘人民缅怀
先烈的地方。 每年清明节， 驻马店汝南
赖鹏烈士的亲属都会来到这里为他扫

墓， 寄托哀思。
在沈丘县烈士陵园工作人员帮助

下， 记者联系到了赖鹏烈士的后人、 河
南省特级教师詹新建， 更得知赖鹏当年
的警卫员、 已 90 多岁的新四军老战士
邓德春仍然健在……

在詹新建的帮助下， 记者经过深入
采访， 赖鹏 “白马团长” 的形象更加清
晰明朗。
沈丘县党史记载， 赖鹏， 驻马店汝

南马乡 （现梁祝镇） 人， 生于 1913 年，
16 岁即参加共产党， 很快成为马乡党
组织负责人， 在家乡发动和组织了远近
闻名的鞭杆会， 多次与欺压盘剥穷苦百
姓的地主恶霸展开斗争 。 1932 年冬 ，
国民党对鄂豫皖苏区进行 “围剿 ” 期
间， 时任马乡区委书记的赖鹏带领地下
党组织与敌人开展斗争， 成功牵制了国
民党骑兵一师， 分散了国民党部队 “围
剿” 苏区的兵力， 有力地支援了苏区的
反 “围剿 ” 斗争 。 在艰苦卓绝的斗争
中， 赖鹏先后任淮南游击支队支队长、
豫南游击兵团第三团团长、 洛川支队支
队长等职务。

最了解赖鹏的是其当年的警卫员邓

德春 。 邓德春回忆说 ， 他在赖鹏关爱
下， 在战斗中成长。 70 多年来 ， 他始
终没有忘记赖鹏团长对他的帮助。 赖鹏
读过师范， 在部队里算得上是一位知识
分子。 赖鹏是一位猛将， 运筹帷幄， 指
挥有方， 冲锋在前， 曾多次受命率领先
遣队挺进敌后， 开创新区， 战功卓著。

邓德春在赖鹏的部队先后担任过司

号员、 司号长、 警卫员、 警卫班长、 警
卫排长。 赖鹏不仅向他传授射击技术、
手持双枪换子弹、 近身肉搏、 骑马运动
杀敌等作战本领， 还在作战间隙， 教他
认字、 写字、 学习文化知识， 给予他无
微不至的关怀。

1944 年， 新四军五师开辟豫南抗
日根据地， 赖鹏任挺进三团团长。 赖鹏
是一名优秀的党的地下工作者， 还是一
位枪林弹雨中的卓越的指挥员。 他枪法
精准， 武艺超群。 带兵作战时， 他总是
身先士卒， 胯下一匹白马， 手中两只短
枪， 背上一口大刀， 神出鬼没， 纵横驰
骋于硝烟战火之中， 士兵和老百姓都亲
切地称他为 “白马团长”。

邓德春清楚地记得， 他调到淮南支
队后， 初次见到赖鹏时的情景，“初见赖
鹏时有敬畏之感，其实他平易近人。他慈
祥和蔼地问我家庭和参军情况。 行军打
仗时他怕我掉队，还不断让我骑他的马。
从小失去父母之爱的我， 在这里真正感
受到了人间的爱的温暖……”

1947 年 7 月 ， 豫皖苏军区授命赖
鹏到沙南开辟四分区工作 。 接到命令
后， 赖鹏团长只带了几位随行人员， 化
装成普通百姓， 一路多次穿越敌人的封
锁线， 于 7 月 11 日晚， 住进了张保园
村……

在这里仅仅一天时间， 惨烈的张保
园事件就发生了 。 面对来势凶猛的敌
人， 赖鹏团长指挥战斗人员顽强抗击，
掩护部分同志突出重围。 终因兵力悬殊
过大 ， 负伤被俘 。 敌人对赖鹏施以酷
刑， 但他宁死不屈， 最后英勇就义。

对于这段激昂壮烈的往事， 邓德春
说： “当噩耗传来， 我悲痛万分， 心潮
难平。 我失去了一位好师长、 一位好战
友、 一位大恩人。 70 多年了 ， 我始终
忘不了赖团长。 值得告慰赖团长的是，
他所追求的新社会、 新生活实现了。 明
天的日子还会更加美好！”

为了让赖鹏 “白马团长” 的形象更
加深入人心 ， 2021 年 ， 沈丘县委党校
从出版的 《沈丘论坛》 第一期开始， 连
载由汝南籍作家丁振宇、 郭传廷撰写的
长篇纪实小说 《白马团长》， 已经取得
了良好反响。

荣誉的最高境界是活在人民心中。
赖鹏的英名就永远活在沈丘人民心中。
如今， 胡凌云、 赖鹏、 张桂兰、 “小八
路” “张班长” 等革命烈士， 用鲜血浇
灌的沈丘这片热土， 处处盛开着幸福之
花。 张保园村， 曾是有名的杂技村、 武
术村， 经过多年的发展， 现在变成了乡
级美丽宜居村、 产业富民村、 平安村、
卫生村、 文明村、 党建示范村……

在全面助力定点帮扶张保园村走上

幸福路的同时， 沈丘县委党校又深入组
织各方力量， 挖掘张保园村的红色故事，
激励脱贫斗志， 使扶志和扶智紧密结合，
取得了良好效果。 他们还设想在张保园
党群服务中心附近建立红色广场， 让红
色精神发扬光大、 薪火相传……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有着光荣革
命传统的张保园村， 在党的带领下， 前
方的道路一定会越来越宽广。

采访札记 ： 曾经回荡在张保园上
空的凄厉枪声早已散去 ， 英雄们生命
最后时刻的激昂壮歌也已离我们远去。
黎明前 ， 胡凌云 、 赖鹏 、 张桂兰 、
“小八路” 等人用血肉之躯铺筑了通向
胜利的路 ， 但他们却没有亲眼看到胜
利 。 他们为人民的利益而死 ， 死得重
于泰山。

英雄们的牺牲， 换来了人间幸福。
享受幸福生活的我们， 时刻应该铭记为
解放事业而奋勇拼杀的英雄们， 正是由
于他们的奉献 ， 才有了我们的岁月美
好。 英雄不死， 浩气千秋。 先烈的英勇
事迹永远照耀着我们前行的路。 ③2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高洪驰 苑美丽 文/图

沈丘县烈士陵园革命烈士英名墙上刻有胡凌云、赖鹏的英名。

��������������������������������������87 岁的张金尧在无名烈士墓前讲述“小八路”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