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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浓帮扶情 慰问暖人心
1 月 7 日，郸城县城郊乡张庄行

政村的脱贫监测户赵铁锤收到市人

社局送来的米、面、油、挂面等春节慰
问物资和新春祝福。当日，该村 79名
困难群众收到来自该局送来的春节

慰问“大礼包”。
郸城县城郊乡张庄行政村是市

人社局联系的帮扶村，春节将近，帮
扶村群众的生活怎么样？ 还有什么
困难和诉求？ 始终是市人社局党组
书记、 局长李宗喜牵挂着的一件重
要工作。 当日，李宗喜一行到张庄行

政村开展“温暖冬天”春节帮扶慰问
活动。

李宗喜到脱贫监测户赵铁锤家

中开展走访慰问， 仔细查看赵家厨
房的厨具、 灶具和食品， 卧室的被
褥、 家具， 卫生间的厕所改造情况
等， 详细了解各类帮扶政策落实情
况后，对赵铁锤脱贫不歇劲、立志奔
小康、 勤恳劳作的行为和积极追求
美好生活的态度表示赞赏。 李宗喜
说，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是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的关键之年， 是发展民生的
机遇之年，全市各级党委、政府始终
牵挂着困难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活

质量 ， 市人社局作为帮扶单位 ，以
“关爱你我他 （她） 温暖千万家”行
动为载体 ，解决好群众 “急难愁盼 ”
问题，做好困难群众、监测户的关爱
帮扶工作， 确保特殊困难群众安全
过冬、温暖过节。

李宗喜慰问驻村工作队队员时

强调，奋斗永无止境，实干铸就未来。
驻村工作队队员是群众的 “贴心人”

“主心骨”，一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市委、市政府和县委、县政府的决
策部署上来，越是关键时期，越要提
振发展信心、坚定必胜决心，勠力同
心、踔厉奋发，抓住关键环节，做好本
职工作，为奋力谱写新时代乡村振兴
绚丽篇章贡献力量。

郸城县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张
兴举，该局党组成员、总就业指导师尤
玉怀，该县城郊乡乡长杨培峰、乡党委
副书记王静， 驻村第一书记李大鹏参
加慰问。 ②26（马月红 李大鹏 陈义）

多举措力促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2022年以来，周口市人社局不断

创新方法、完善制度，较好地维护了劳
动者和用人单位两个主体的合法权

益，有效促进了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劳动关系调整平稳有序。充分发

挥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作用，深入
实施和谐同行 3 年行动计划， 开展
2022 年度和谐劳动关系企业培育工
作，推进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实
施，联合市总工会、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联开展 2022年度集体协商集中要

约行动，指导企业通过开展集体协商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2022 年全市劳
动保障监察机构检查用人单位 1171
家， 立案查处违法案件 66 件， 结案
66 件，结案率 100%。 督促用人单位
为 16625 人补签劳动合同， 为 6665
名劳动者追讨工资报酬 5120 万元。
向社会公布 3 批次 7 起重大典型劳
动保障监察违法案件。全市劳动保障
监察举报投诉处理率 100%。

根治欠薪工作扎实有效。大力宣

传贯彻《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组织开展根治欠薪冬季攻坚行动、夏
季行动及督导，重点检查政府投资项
目和国企项目欠款欠薪情况，通过全
面排查整改，基本实现“两清零”。2022
年全市检查在建项目 382个次， 立案
查处欠薪案件 62起，结案 62起，结案
率 100%， 为 6456名农民工追发工资
款 5640万元，将 6个恶意欠薪主体列
入“黑名单”，以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罪移送公安机关案件 13起，全市未

发生因欠薪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极端
事件和重大负面舆情。

调解仲裁效能稳步提高。 加强调
解仲裁信息化建设，所有案件从立案到
结案均录入办案系统， 实现 100%线上
办案。 完善案件的登记、受理、处理、信
息汇总统计，规范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受
理、处理工作，2022年全市处理劳动争
议案件 1409件，结案 1409件，结案率
100%，调解结案 1208 件，调解成功率
85%。 ②26 （马月红 王延昭）

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
为支持和规范淮阳区新就业形

态健康持续发展， 淮阳区人社局仲
裁院根据 《关于维护新业态劳动者
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 中有关
规定，结合法律法规，采取切实有效
的举措， 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
动保障权益。

淮阳区人社局相关人员介绍 ，
随着平台经济的迅速发展， 新业态
劳动者数量大幅增加， 由新就业形
态引发的矛盾纠纷易发生劳动关系

认定难、劳动保护缺位等问题，新就
业形态引发的矛盾纠纷越来越多 ，
究其根源， 一方面是用工单位法律
意识淡薄， 导致多数企业不与劳动
者签订劳动合同。 另一方面是相关
的法律法规不健全，部分用工单位 c
通过要求劳动者先登记为个体工商

户再签订承揽、合作合同等方式规避
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导致法律关
系不明、主体权责不清，出现争议后，
在劳动报酬支付、工伤认定、社会保
险缴纳等方面劳动者维权困难。

淮阳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 他们积极借鉴学习其他地区的
先进做法，开展新业态用工管理、权
益保障等方面的普法宣讲， 指导企
业依法合规用工， 积极履行用工责

任， 对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督
促企业依法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
对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

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的，指导
企业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协议，合理确
定企业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 在案
件受理过程中引入传统劳动关系认

定要素，根据实际用工事实，从劳动
关系的从属性质上，综合考虑劳动者
是否接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劳动
者对工作时间和工作量的自主决定

程度、劳动者是否需要遵守用人单位
制定的规章制度等方面，有效规避劳
动关系的认定困境，切实维护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接下来，淮阳区人社局将驰而不
息转观念、坚定不移抓落实，妥善处
理新业态劳动争议案件，依法为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提供更加便捷、优质高
效的调解仲裁服务，努力营造良好环
境，切实维护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
合法权益。 ②26 （马月红 龚雍涵）

鲍德新：不能忘却的红军英烈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文/图

宁都起义旧址

鲍德新，曾用名鲍德心、鲍德馨。
河南省沈丘县人，早年加入国民军，参
加了北伐战争和反蒋战争。 1931 年 12
月由宁都起义参加红军， 编入红五军
团。 1932 年入党，曾任红五军团第十
五军第四十四师参谋长，1932 年任第
十五军参谋长。 参加了赣州、漳州、南
雄水口等战斗和中央苏区第四次反

“围剿”战争。 1933年调任中央苏区第
一步兵学校（彭杨步兵学校）训练处处
长。 1934 年在江西作战中牺牲。

这是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
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人物志》中，有关
鲍德新的全部介绍。

该书 1995 年出版。其编审委员会
由杨得志、王平、杨成武等开国将领组
成。 全书收入 1705 人，主要是曾在红
一方面军中任团以上职务的干部 （包
括牺牲的革命烈士）。

这本权威资料中， 尽管鲍德新的
生平介绍不足 200 字， 仍然让我们对
这位从周口走出的红军指挥员， 心生
敬仰。掩卷沉思，又感觉到每字每句的
背后， 都隐藏着鲍德新精彩传奇的革
命故事。

不是英雄缺少故事， 而是我们缺
少发现。

为了得到鲍德新烈士更多的故

事，近段时间，周口报业传媒集团《周
口红色记忆》采访组四处搜集资料，采
访沈丘县部分党史专家，又于 2022 年
12 月 14 日也就是宁都起义 91 周年
当日， 和鲍德新侄儿鲍洪运取得了联
系。鲍洪运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思路
清晰， 回忆起伯父鲍德新， 他老泪纵
横、泣不成声。

宁都起义 参加红军

多年来， 鲍洪运致力于收集伯父
鲍德新事迹，以实际行动向先烈致敬。

“鲍德新兄弟 4 个， 分别是鲍德
纯、鲍德新、鲍德华、鲍德芳。他排行老
二， 我父亲排行老三。 鲍德新是属鸡
的，应该是 1909年出生。 ”鲍洪运讲起
伯父鲍德新， 言语中带着一份缅怀的
思绪，带着一份难忘的情怀，带着一份
真挚的情感。

小时候， 鲍洪运就经常听父母讲
从前的故事。在他的内心深处，曾经有
一段痛苦的回忆。

鲍洪运告诉记者， 鲍德新入伍时
参加的是冯玉祥的部队， 曾经驻扎在
开封。当时，父亲鲍德华还在鲍德新资
助下到开封上学，后来，战事紧张又回
到了家乡。从此，鲍德新就与家人失去
了联系。

鲍洪运提到的冯玉祥部队， 在冯
蒋战争冯玉祥战败后， 被蒋介石收编
为第二十六路军。 1931 年 1 月，蒋介
石令第二十六路军开赴江西宁都，参
加对中央红军进行的“围剿”。 第二十
六路军在蒋介石消灭异己政策的影响

下，该军处于当地军民的包围之中，内
部矛盾重重。它如一堆干柴，只要有一
点火种，就会燃烧起冲天的烈焰。鉴于
以上情况， 隐蔽在第二十六路军的共
产党员，积极开展工作，因势利导，发
展党员，准备起义。

春风一宵吹过后， 万马千军奔红
军。 1931 年 12月 14 日夜， 沉寂而黑
暗的江西宁都县城里城外， 翻天覆地
“动”了起来，枪炮声、口令声，伴随着
大街小巷一队队、 一阵阵忽快忽慢的
脚步声，此起彼伏……

91 年前的宁都城下， 风云激荡，
红旗如画， 这是一个极具有纪念意义
的日子。 原来，在共产党领导下，蒋介
石依靠来进攻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主力

之一的第二十六路军起义了！ 义士们
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撕得粉碎，高
高举起了鲜艳的锤子镰刀旗。

其中， 周口籍人士参加宁都起义
者亦不在少数。严图阁、云宗连、理琪、
卢子美、于朝俊、王广建、杨百让、鲍德
新……他们在宁都起义后， 参加红军
后南征北战、浴血沙场，事迹散见于各
种回忆录及党史、军史，留下了光辉灿
烂的一页。

若生男孩 取名红军

鲍德新自从离开家乡入伍后，就
成为了家人的牵挂。 1931 年 12 月 14
日的深夜， 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改变
了他的人生， 让他踏上革命征途。 从
此，他以一颗赤子之心融入革命事业，
在艰苦卓绝的环境里， 在血与火的战
争中，留下一段充满壮歌的生命之旅。

鲍洪运的思绪也回到了从前：“家
人也是从鲍德新的来信中得知他的消

息的。父亲曾经告诉我，鲍德新来信的

邮戳显示寄信的地址是江西宁都。 信
中说，他十分思念家乡，而且已经在宁
都暴动后加入了红军。 他特意要求转
告自己的妻子， 若生下男孩就起名红
军，生下女孩就叫红英，待革命成功后
再团聚……”

“后来，鲍德新的妻子张氏产下一
男婴，一个月后不幸因病离世。家人雇
奶妈把男婴喂养到 6岁后送到当地孤
儿院抚养，取名鲍红军。鲍红军长大后
当兵入伍， 参加了抗日战争、 解放战
争、抗美援朝战争，退伍后以做小生意
为生，1973 年被安排到老城供销社工
作，1990年退休，2003年病逝。 ”

弟寻哥哥 误入敌窝

当年， 在得知哥哥鲍德新的具体
地址后，鲍德华、鲍德芳弟兄俩思念哥
哥心切，就商量着去宁都和哥哥见面，
跟着哥哥干点事。

山迢迢， 水迢迢， 思念相隔万里
遥。 1932年 4 月，时年 12岁的鲍德华
和 9 岁的鲍德芳从河南沈丘出发，一
路逃荒要饭，一路打探消息，到江西宁
都寻找哥哥鲍德新。

兄弟俩日夜兼程，风餐露宿，徒步
近千公里， 用脚步丈量着见到哥哥的
日子。在宁都，弟兄俩到当地驻军打听
消息时， 不想首先找到的却是国民党
部队的军营。 国民党官兵听说他们找
红军指挥员鲍德新， 以为他俩是红军
少年先锋队的探子，捆绑起来，吊在树
上暴打，打得昏死过去，用冷水泼醒接
着打，直打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并
关押起来。

“不久，红军发起进攻。我父亲鲍德
华被一位名叫梁凤启的大个子红军解

救。叔叔鲍德芳却下落不明。当时，我二

伯鲍德新对我父亲说，现在斗争形势十
分残酷，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对工农红军
围追堵截， 我睡觉一夜挪几个地方，一
手拿枪，一手拿刀，时时就有牺牲的危
险。你伤得这么重，这里缺医少药，还是
先回家吧！治好伤后再出来……就派人
把我父亲送回了沈丘。 从此，我父亲鲍
德华再也没有见到他的哥哥鲍德新、弟
弟鲍德芳……这对于我父亲来说，是永
远的伤痛……”说到这，鲍洪运止不住
热泪盈眶、放声恸哭。

暴动纪实 珍贵资料

今天，许多研究宁都起义的文章，
大多要提到《宁都暴动纪实》一文，认
为它详实准确， 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资
料。 这篇文章的署名“参谋 鲍德心”，
也就是鲍德新。

1931 年 12月 22日， 也就是宁都
起义 8 天后，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苏
区中央局机关报《青年实话》发表了鲍
德新的文章 《宁都暴动纪实》， 全文
700多字。

《青年实话》还特意在文章开头配
发编者按：“鲍同志是这次宁都暴动的
指导者之一。本报于暴动之后，特请他
把暴动前后经过情形写出。 宁都暴动
是中国革命史上空前的事件， 请大家
注意这篇有历史意义的记载”。

从 “鲍同志是这次宁都暴动的指
导者之一”这句话中可以看出，鲍德新
在宁都起义时， 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
人物， 而且直接参与了具体的军事指
挥。

孙连仲部的第二十六路军， 就是
这次在宁都暴动的军队， 本是冯玉祥
的部下。蒋介石收编后，就拿这支部队
对付红军。这本来是一支精锐部队，可

到了苏区，遇到了红军，就处处碰壁，
毫无用处了。

鲍德新在文章中说，“蒋介石把第
二十六路军放在宁都， 本是想阻止革
命向北发展。 孙连仲也命令筑好四道
坚固工事，以防万一。 可是，革命是什
么也挡不住的。 革命也到了宁都城的
四道工事里面。 国民党虽然最后听到
了一些风声，但为时已晚”。

“先锋，先锋，热血沸腾。先烈为平
等牺牲，作人类解放救星”。 从鲍德新
发表的文章看，“我们决心于 14 日暴
动之后，就全体动员。 1931 年 12月 14
日，起义于当日下午 6时举行”。

鲍德新目睹了起义的部分过程。
“起义时，由赵博生、季振同、严图阁同
志指挥，士兵勇敢攀登总部楼上，将反
动旅长王恩布、张方昭，团长杨守道、
王天顺、曹明道等共六名，一鼓擒拿，
捆绑起来……”

除此之外，鲍德新还提到，卢寿椿
率部队包围代总指挥李松?（昆）之师
部。 师部已有戒备，阵亡了刘伟洲、刘
文魁两名同志。同志们没有气馁，更加
勇敢，直冲迫近屋墙，把李松?的卫队
百余人完全缴械，攻下了师部。可惜李
松?已不知下落， 没有捉到……转眼
之间， 白色的宁都城， 成了革命的城
市。

鲍德新以愉悦的心情描述当时的

场景，“暴动成功， 士兵们莫不喜气洋
洋，打起红旗，开城迎接红军入城。 二
十六路军的士兵，个个自愿加入红军，
为自己的阶级， 与帝国主义国民党作
战，现在已进到赤区来了！ ”

第二十六路军 1.7 万人参加宁都
起义， 是国民党军最大规模的一次起
义暴动，使红军增添了主力军团，拓展
了苏维埃区域， 给国民党统治集团以
沉重打击。

“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
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毛
主席曾这样高度评价宁都起义。

宁都起义后， 第二十六路军被改
编为红五军团。 鲍德新先后任红五军
团第十五军四十四师参谋长、 第十五
军参谋长。

鲍德新曾参加过著名的恶仗南雄

水口战斗。 这场战斗发生在 1932年 7
月 8日至 10日。 红五军团官兵用大刀
同敌人肉搏， 抗击了敌人的猛烈反扑。
当时战场上“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
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
罕见”。 战斗中，红军将领喊的是“跟我
来！”率领部队冲锋陷阵。而国民党军官
喊的是“给我上！ ”拿枪督促士兵向前
冲。鲍德新作为战场指挥员，身先士卒，
冲锋在前，带领红军士兵奋勇杀敌。

鲍德新还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
战争，随时有牺牲的危险。

“其实，伯父鲍德新的一些事迹，
我也是后来听父亲说，或者在文史资
料上看到的。 家族里出了一位红军，

是我们鲍家的骄傲。 ”鲍洪运十分激
动地说。

红军精神 代代相传

“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路过沈
丘时， 我父亲曾经到部队打听鲍德新
的消息。一位四川口音、名叫吕云峰的
解放军干部曾经告诉我父亲， 鲍德新
是他 1933 年在中央苏区第一步兵学
校学习时的教官。离开军校后，他就失
去了鲍德新的消息。 这时， 我们才知
道， 鲍德新在军校当了教官。 遗憾的
是，并没有得到他的具体情况。 ”鲍洪
运说，尽管如此，家人从来没有放弃过
打听鲍德新的消息。

位于瑞金的红军第一步兵学校

（彭杨步兵学校， 为纪念革命先烈彭
湃、杨殷而命名），直属中革军委，主要
负责培训红军中、初级战斗指挥员。陈
赓任校长，黄火青、刘希平、宋任穷先
后任政委， 国民军将校团毕业的鲍德
新任训练处处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鲍德新
后人一直与中央有关部门联系追寻鲍

德新的下落。 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和
鲍德新一起参加宁都起义， 曾任解放
军炮兵副司令员的苏进来到沈丘慰问

时， 点名要找老战友———鲍德新的后

人。家人才知道鲍德新早已在 1934 年
的江西作战中牺牲。

如今，在沈丘县烈士陵园内，苍松
翠柏间的革命烈士英名墙上， 排在最
前面的三位烈士是老红军王广建 （红
五军团第十三军第三十九师师长）、严
图阁（湘鄂赣省军区司令员）、鲍德新
（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参谋长）。 共同的
志向，使他们参加宁都起义，战场上立
下赫赫战功。 体现在这些烈士身上的
红军革命精神， 一如家乡奔腾的沙河
水，浩浩荡荡，永不止息。

“我爱讲伯父的故事， 讲宁都起义
的故事，讲红军的故事。”受伯父鲍德新
红军精神的影响，多年前，为丰富农民
群众文化生活，鲍洪运凭借年轻时拥有
的吹拉弹唱功底，组织成立了“洪运义
演团”，带领义演团走村串户，义务为当
地群众巡回演出。演出内容多是传播正
能量的优秀作品，反映爱党爱国爱人民
的经典剧目， 有些剧目还是他自编自
导。 2002年抗击非典疫情期间，他创作
编写的《抗击非典三字歌》在市县媒体
报道后引起强烈反响，他还自费印刷 1
万余份无偿发给民众。

历史虽远，宁都很近。 如今，已是
暮年的“老鲍”鲍洪运思亲之情日浓，
思绪时常来到曾经留下痛苦记忆的宁

都， 寻找未曾谋面的伯父鲍德新和叔
叔鲍德芳。他的思绪中，伯父鲍德新金
戈铁马、红军教官形象日益高大；叔叔
鲍德芳不再是到处流浪、 受人暴打的
孩童。他们看到了赤旗的天下，人们自
由地生活，人间充满了欢乐……②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