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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廷俊：就义遗言“永远跟党走”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文/图

������黄廷俊， 1911 年出生， 太康县毛庄镇黄庄村人， 1936
年参加革命， 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扶 （沟） 太
（康） 西 （华） 县逊母口区副区长等职。

“我父亲黄廷俊出生在一个贫苦的雇农家庭， 我爷爷忠
厚老实， 奶奶善良贤惠， 一家人靠租种本村地主家几亩荒地
艰难度日。” 黄一兵说， 父亲成年后， 面对诸多社会不公，
不甘心向命运低头， 对国民党政府黑暗统治极为不满。

黄廷俊为追求光明、 翻身解放， 1936 年 3 月到陕北参
加了红军， 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又进入延安抗大学习。
学习结束后， 他被分配到冀鲁豫边区行署工作。 由于年代久
远， 再加上革命斗争身份， 行踪需要保密， 黄廷俊这段经历
家人了解不多， 当地党史资料记载也是寥寥几句。

1945 年 1 月， 为扩大抗日根据地， 冀鲁豫边区党委、
行署、 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命令， 开辟水西革命根据地， 向上
蔡以南发展， 派干部和军区老八团南下。 在这种情况下， 黄
廷俊随队回到太康。 然而， 接下来的斗争非常残酷。

一向消极抗日、 积极反共的蒋介石看到抗日战争将要胜
利， 急令他的反动军队抢夺地盘， 放着日本鬼子不打， 极力
阻挠八路军南下。 在太康西南叶寨、 逊母口一带， 就出现了
一支专以反共为职业的部队， 其首脑机关为国民党 “泛东挺
进军豫东剿共总指挥部”， 设在叶寨， 人枪达两千之众， 且
装备精良。 在国民党中将总指挥张公达的策划组织下， 联合
当地的日伪军队， 对水东军分区虎视眈眈， 并伺机 “围剿”
水东根据地， 是我军扩大 “水东”、 开辟 “水西”、 向南发展
的主要障碍。

针对这一情况， 我军决定集中兵力歼灭该敌。
黄廷俊回到家乡 ， 非常渴望能早日解放水东 。 他

主动要求从事侦察敌情 、 收集情报这些最危险的工作 。
为搞清敌人的情况， 黄廷俊多次乔装打扮， 冒着生命危

险深入敌人内部， 打探军情。
我军根据黄廷俊等人提供的大量情报研判形势， 决定

“先发制人”。 1945 年 2 月 19 日夜， 水东独立团、 28 团和
各县大队 3000 余人， 从数十里之外迅速包围国民党顽军
总部驻地太康叶寨据点。 20 日天亮之后， 我军发起攻击，
很快突破西门、 东门， 经过巷战， 逼近敌指挥部大院。 经
过 26 个小时的激战， 歼敌 1600 人， 活捉泛东剿共中将总
指挥张公达、 少将纵队司令耿明轩、 少将参议杨昌杰、 国
民党太康县长郭馨坡等数十名军官， 缴获电台 5 部及大量
武器弹药。

叶寨一战， 活捉国民党顽军 “三将官”， 成为当地百姓
流传甚广的佳话。 在庆功会上， 有人高兴地唱道：

二月里来春风吹，
我军南下大示威。
河套里边打一仗，
消灭坏蛋五纵队。
缴大炮， 得电台，
活捉顽匪总指挥。
叶寨战斗在当地影响极大， 延安报纸专门进行报道， 并

称之为 “豫东大捷”。
黄廷俊等人提供的情报及时可靠， 对于围歼盘踞在逊母

口、 叶寨一带的顽军起到了关键作用。
叶寨战斗， 我军活捉太康县长郭馨坡。 这位两面三刀、

阴险狡猾的郭馨坡， 就是后来杀害黄廷俊的罪魁祸首。
“郭馨坡被抓后， 为了保命， 指天发誓从此不与人民为

敌。 因我军不杀俘虏， 对他进行教育后释放。 获释后， 他
不思悔改， 继续作恶。” 轩人杰说。

郭馨坡本性难移。 被我军释放以后， 他很快纠集残部，
与八路军作对， 抢占太康地盘， 扩充军事人员， 组织还乡
团、 “老虎队”， 受到反动派重用， 步步高升， 成为杀人不
眨眼的豫东一霸。

叶寨战斗立功劳

������当时， 太康县所在地水东地区斗争形势严
峻复杂。 1945年 3月， 水东抗日根据地建立冀
鲁豫十二军分区 （后改成六军分区）， 原来的

水东独立团改为三十团。
“到了三十团， 不能活半年”， 这是当地群

众流传的一种说法， 因为该团曾有一个月时间
内打 28 天仗的经历， 人员伤亡很多。 这足以
说明当地战斗频繁、 战争残酷、 抗日军民伤亡
大。

1945年 3月， 冀鲁豫第十二地委批准建立
扶太西县， 黄廷俊任逊母口区副区长。 他积极
发动群众， 组建区队武装， 领导当地农民开展
减租减息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 国民党太康县长郭馨坡
为了报复 “被俘” 之仇， 悬赏缉拿黄廷俊等
人。 黄廷俊不畏艰险， 仍率队活动在全区各
地。 一次， 区队在太康台集村附近棉花地休息
时， 突然被郭馨坡的 “老虎队” 包围。 面对强
敌， 大家迅速组织突围。 突围时， 区队长不幸

受伤。 黄廷俊临危不惧， 背起区队长边战边
撤， 跑了十多里地才甩掉敌人、 脱离险境。

黄廷俊一次次躲过追捕， 成了郭馨坡的眼
中钉、 肉中刺。

郭馨坡一次次倒行逆施， 激起人民群众的
不满和愤慨。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 逊母口区政府成立
后 ， 需要迅速扩大武装力量 ， 抓好政权建
设。 然而， 斗争尖锐形势复杂， 暗藏的零星
匪特不断造谣生事 ， 扰乱社会秩序 。 此外 ，
还有一些意志不坚定者左右摇摆， 随时可能
叛变。

1946 年 5 月 16 日， 黄廷俊等人在太康县
张帝臣村召开会议时， 由于叛徒告密， 被郭馨
坡的爪牙包围。 黄廷俊听到远处传来的枪声，
知道形势不妙， 立即烧毁文件， 迅速组织突围。
不幸的是， 由于寡不敌众， 经过激战， 他在战
斗中负伤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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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群众对敌斗争

黄一兵老人阅读记载父亲事迹的党史资料

������77 年前 ， 黄廷俊就义前留给家人的最后一句话是 “永远跟党走 ”。
77年来， 黄一兵始终不会忘记父亲黄廷俊就义前的情景： 在国民党监狱里戴着脚镣、 浑身是血。 父亲攒足力气对家人说下这句话。
热风浩荡， 树木葱茏。 大暑过后， 周口日报社 《周口红色记忆》 采访组和太康县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工作人员轩人杰， 到太康县采访黄廷俊烈士的女儿

黄一兵， 寻找那段尘封已久的红色记忆。
谈及父亲， 已经 88岁高龄的黄一兵老人控制不住情感， 哽咽好长时间才断断续续说出几句话： “我对父亲的记忆一辈子也忘不掉。 1946年 5月， 父亲被国

民党抓捕入狱， 那时我 11岁， 已经懂事。 和母亲、 哥哥探监时， 我看到父亲腿上、 胳膊上多处受伤……”
父亲牺牲后， 黄一兵与家人相依为命， 历尽艰辛， 熬过苦难。 父亲坚毅勇敢， 铁骨铮铮， 如凌霜傲雪的梅花， 鼓舞着她， 激励着她， 给她前行的力量和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