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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红色足迹映初心红色足迹映初心

应山县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魁星楼原貌阮芳皋烈士塑像

卢明远（1914-1946年），革命烈士。广水市应山县人。

卢明远，又名卢为政，9岁丧父，与母亲和姐姐相依为命。14岁又
被土匪当作“肉票”掳去。1931 年，他考取了湖北乡村师范学校，毕业
后被分配到蕲春启明中学教书。

1935年，在北京“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浪潮影响下，卢明远组织
一批进步教师上街游行，贴标语，在校内出墙报，揭露反动政府的罪
行，声援“一二·九”运动。1937年底，卢明远参加中共湖北工委派方毅
到黄安（今红安）七里坪举办的干部训练班，正式踏上革命征途。

1938 年 6 月，卢明远在河南从事《救国日报》的编辑工作，他以笔
为矛，鞭辟入里，揭露日伪军的种种暴行，痛批国民党片面抗战压制群
众的错误抗战路线。报纸深受读者欢迎，被河南省委表扬。1939年 1

月，他随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南下，经四望山挺进
到鄂中敌后。7月，他在刚创刊不久的 《七七报》 任编辑并担任刻印
工作。1940 年春，卢明远被调往京山县委宣传部，他又办起了《抗敌
报》。

1943年 11月，卢明远任礼南县县长，他投身工作、不舍昼夜，以致
肺病缠身，可他置病体于不顾，依旧拼命工作。1944 年 12 月，边区党
委在该县召开了为期五天的全县士绅会议，卢明远每天早晨 5点开始
一直工作到深夜 12 点。会后他病倒了。边区党委和行公署，强令他
住院治疗，抗战胜利后，卢明远调桐柏县任财政科长，负责第一纵队的
财政供给工作。在桐柏战役期间，他千方百计与各地士绅、商人谈判，
筹集金财，为部队提供给养。1946 年 2 月，他因劳累过度，肺病恶化，
永远地倒下了，年仅 32岁。

卢明远：呕心沥血 献身革命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向凯君

庞 题（1991- 2015 年），革 命 烈
士。随县唐县镇人。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继承光荣
传统，弘扬民族精神。3 月 23 日上
午，随州日报全媒记者一行来到随州
烈士陵园，深切缅怀为中国革命、建
设和开放时期的事业作出杰出贡献
的革命烈士。来到在天津港爆炸事
故中英勇牺牲的庞题烈士的墓前，记
者庄严地默哀、鞠躬……他的英雄事
迹仿佛昨天。

庞题 1991年 10月出生于随县唐
县镇，从小他就有一个梦想，长大后
投身祖国的国防建设之中，当一名保
卫祖国的军人。

2010 年 12 月，18 岁的庞题应征
入伍，如愿以偿走进军营，成为天津
市公安消防总队保税支队天保大道
中队战斗二班的一名消防战士。因
为表现突出，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提拔为班长。2012 年天津
消防总队组织的“十一”执勤比武竞
赛中，庞题代表保税支队取得了挂钩
梯单项第二的好成绩，并荣获消防总
队“执勤岗位练兵标兵”称号。

因工作繁忙，他每次在救火或处
理事故归队后，都给家里打电话报平
安。然而，2015 年，在天津“8·12”大
爆炸事故的消防救援中不幸牺牲，他
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 24岁。

庞题走了，留下的是家乡父母和
亲友对他的不舍和无尽的思念。当
他魂归故里随州时，来自四面八方的
群众、朋友、同学，还有与他素不相识
的人，自发地赶到他的家乡唐县镇，
迎接英雄庞题回家。

在这场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面
前，庞题与队友一起，视灾情为命令，
视灾区为战场，第一时间投入“战
场”，为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勇敢
地与火魔殊死搏斗，用自己年轻的生
命，践行了“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
汤蹈火、竭诚为民”的铮铮誓言。

英雄庞题，临危不惧的英雄气
概，舍生忘死的高尚品格，深刻体现
了一个共产党人，关键时刻挺身而
出、危急关头冲锋在前的使命担当。
他是随州人民的自豪与骄傲。

逝者安息，生者奋进。我们一定
沿着英雄庞题的足迹，汲取前行的力
量，为随州发展多作贡献。

1947 年 12 月，刘邓大军的后续部队十纵和十二纵分别向桐柏
山、大洪山地区展开，启动了随州（当时的随县，下同）解放的伟大征
程。

12 月 13 日，桐柏区党委、桐柏军区进至随州境内。桐柏一地委
在随县东部的杨家湾召开第一次会议，宣布设立跨行政区域的边界
县随北县。桐柏军区和桐柏第一军分区继续西进，直抵桐柏山腹地
天河口、淮河店一带，呈展开之势。随北县的干部和最初的基本武装
汇聚天河口，中共随北县委、县爱国民主政府正式成立，同时组建了
县武装力量部和独立营。17日，江汉区党委、行署、军区司令部等先
后到达随南贯庄店，21 日，中共随南县和洪山县委、县爱国民主政
府、县军事指挥部同时在贯庄店成立。

江汉独立旅和洪山军分区基干团，横扫大洪山周围的国民党地
方反动势力，控制的区域逐步扩展。随州城以西，已控制到安居镇，
向北，已控制枣阳东南部分乡镇。根据这一形势和工作需要，洪山地
委、专署报经江汉区党委、行署同意，于 1948年 1月初，在随县澴潭镇
北边的廖家寨成立中共随枣县委、县爱国民主政府、县军事指挥部。

1948 年 1 月 5 日，江汉独立旅 3000 余名将士顶严寒、踏冰雪，翻
越大洪山的崇山峻岭，由西向东，从钟祥张家集向随州方向进发。7
日，抵达随州城外围，将随州守军全部包围。二团指挥所即刻命令迫
击炮、小炮、轻重机枪猛烈射击，以强大的火力掩护工兵爆破组。爆
破组携带炸药，迅速冲向城门。随着一声巨响，东城门和门楼被炸
塌。江汉独立旅三面进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土城，占领青
城。鄂北重镇随州城宣告解放。

1948 年 5 月，国民党军整编八十五师从孝感花园出发，向安陆、
随县、枣阳等地进犯。为避实就虚、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江汉军区留
少数部队就地坚持，主力跳出大洪山地区外线作战，八十五师的一个
团占领随州。6月 3日，洪山军分区基干团和江汉独立旅一团奉命回
师，拟于次日向随州城守敌发起进攻。国民党军为避免覆灭的命运，
趁夜弃城而逃，江汉军区部队第二次解放随州城。

鉴于随州城周围（厉山镇除外）的地域都已解放，已分属随南、洪
山、随枣、随北 4 县，洪山地委、专署、军分区报经江汉区党委、行署、
军区批准，在随州城设随城区，中共随城区委、区爱国民主政府和城
防司令部正式成立。

随州城第二次解放时，随县各区镇均已获解放，唯厉山镇仍为国
民党湖北省保安第五团所盘踞，但已处于解放区的四面包围之中。
这股反动武装害怕被人民解放军消灭，便急急忙忙向广水、花园方向
撤退。厉山地区地主“还乡团”见有机可乘，纠集 100 余人抢占厉山
镇。1948 年 6月 16日，江汉独立旅二团一部及随枣地方部队奉命进
攻厉山镇，经短时间战斗，解放了厉山镇，消灭了随州区域最后一拨
公开的反动武装。至此，随州南北全境解放。

1948 年 12 月 15 日，桂系张淦部国民党军从枣阳方向败退南逃，
短期控制了随州城。19 日，城关区长蔡光耀率区中队进城，国民党
随县县政府残部溃逃，随州城第三次解放。至此，随州城的局势稳定
下来。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许享红 通讯员 江红

随州儿女英雄之歌

本版摄影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徐斌、李文军
特约记者 刘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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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题：
天津港爆炸中英勇牺牲

随州日报特约记者 张和

朱仁义（1957—
1979 年 ），革 命 烈
士。随县洪山镇桥
河人。

无 数 革 命 先 辈
为了党的事业舍生
忘死、前仆后继，留
下一个个感人肺腑、
催人泪下的革命故

事。朱仁义的英勇事迹，便是其中的生动演绎。
对越自卫反击战前夕，朱仁义连续多次向党支部表决心，

坚决要求上前线。部队出发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并提升为班长。
1979年 2月 20日，朱仁义所在排奉命攻占越南复和空

瓦地区的无名高地。无名高地位居要道，满山青藤攀绕，
石尖壁峭崖险，越军暗火力点层层密布，构成了我军进攻
的最大障碍。“生往前冲，死往前倒，我们九班就是战斗
到最后一个人也不能后退一步!”朱仁义誓死啃下这块“硬
骨头”。

战斗很快打响，敌军对我军倾泻大量火力，三排战士被
压制在一块洼地里，进退不得。朱仁义等 4人从右侧悬崖绝
壁攀上山，试图摸清敌情，伺机接应全排攀占山头。不料被
敌军发现，朱仁义和战友乘夜色疾步下山，发现石林中一个
敌军暗堡火力点正喷射火舌，封锁了全排上山的唯一通
道。敌军暗堡不消灭，全排 50多名战友就难于上山，朱仁义

十分着急。他转身斩钉截铁地对爆破手说：“敌人不消灭，全排
上不去，任务就完不成。我去把这个钉子拔掉，你等我一炸掉
火力点，立即去找副连长。”

话音刚落，朱仁义已手提冲锋枪，背上两公斤炸药包，绕到
敌军火力点下。乘敌不备，他将拉了导火索的炸药包塞进了暗
堡。敌军在机枪掩护下，拼命将炸药包往外推。朱仁义头部两
处中弹，仍忍着剧痛，用右手死死地顶住炸药包不放……“轰”
地一声巨响，炸药包爆炸了，暗堡里的敌军被消灭了，朱仁义被
炸药掀至两米高的崖下，与敌人同归于尽，生命永远定格在 22
岁。

朱仁义用鲜血和生命为全排的进攻和胜利开拓了道路，同
志们称他为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不久，中央军委批准授予他

“一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朱仁义：舍身取义炸碉堡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向凯君

朱仁义朱仁义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刘诗诗 向凯君

白云山上忆英烈 丰功伟绩昭后人

随州，北接中原，南临江汉，境内桐柏山、大洪山、大别山山
脉逶迤，既呈三足鼎立，又显群山环围。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
为中国共产党在这片土地上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了优越条件，
因而随州一直是湖北省乃至全国的重要革命根据地。

随州这块红色土地上，铭刻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
辉足迹。革命战争年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邓小
平、李先念、王震、李富春、徐向前、贺龙、陶铸、陈少敏、钱瑛、任
质彬等，都在随州留下难忘的战斗经历。

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视察随北时，肯定了中共随北
特区委率先组建敌后抗日武装；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在均
川镇杨氏祠同国民党第五战区谈判会议上，争取了新四军在鄂
豫边区抗战的合法地位，并于九口堰组建了新四军第五师；中原
军区同国民党及美国代表谈判签订了“应山协议”，军区副司令
员王震，亲赴随北调处军事摩擦，缓解了中原一触即发的内战危
机；中共中央直属鄂北特委书记李富春，发动了随县秋收武装暴
动，打响鄂北“秋暴”第一枪。还有钱瑛、陶铸、陈少敏、任质彬等
等，对创建随州抗日根据地作出了突出贡献……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3 月中下旬，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来到白云山随州革命历史陈列馆，瞻仰随州革命烈士纪念碑，拜
读中共随州市委党史资料，寻访红色足迹，致敬革命英雄。

革命火种，点燃随县应山

早在 1919 年，五四运动，随县、应山有志青年就投入其中，
宣传马列主义的刊物 《觉剑》 在城乡传播，一批随州籍学生在
法国里昂和湖北武昌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 7月，中共随县
和应山县党组织创建，之后工农运动如火如荼，4万多农民自卫
军向军阀地主武装开火。

随县全县开展了波澜壮阔的工农革命运动。1927 年 2 月
底，随县总工会筹备处组织县城反英总罢工，1000 多名工会会
员在县城西关土地堂集会，举行游行示威。4月，随县农民自卫
军总部在青城福音堂成立，农民武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惩治土
豪劣绅运动和打击土匪恶霸斗争。应山基层农民协会在全县普
遍建立，拥有会员 6万多人，农协消灭土匪武装，惩治土豪劣绅，
开展减租减息，改良旧式教育，废除封建陋习。

革命力量迅速在随县、应山大地壮大。1927 年，按照“八
七”会议精神，在祝林店率先武装起义，成立了祝林、青苔、吴山

3 个区(镇)、22 个乡、120 个村革命委员会;1930 年 3 月建立了随西、随北、
应东 3 个特区、33 个乡苏维埃政府，苏区面积达到 2800 平方公里，人口
18.2万。

革命烽火，席卷随应大地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鄂中区党委及管辖 13县的鄂豫边区抗敌工作
委员会分别于随县长岗店、均川镇成立。

1940年 6月，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取得开辟随南白兆山战役的胜利，
创建了随南白兆山、随东四望山、随北桐柏山抗日根据地，纵队司、政两部
进驻洛阳店九口堰、随信桐长达 10年之久。

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委李先念率将领在九口堰通电就职。截止
1942 年 8 月，随县共建立 8 个县、26 个区、89 个乡抗日民主政府，面积达
7150平方公里，人口 56.3万。

抗战期间，五师部队英勇转战武汉外围敌后战场，在敌伪和国民党顽
固派夹击的复杂斗争中，团结了抗日的各阶层民众，经过长期艰苦的斗
争，开创了鄂豫边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了 9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和 1300
多万人口，建立了 38个县级民主政权。五师的许多将士为抗日战争的胜
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仅随县籍指挥员和地方干部伤亡人数就达 1320
多人。

抗战胜利后，1945年 9月，中原军区在应山浆溪店成立。桐柏战役的
胜利，解放了大片敌占区，建立了 13个县、45个区、135个乡爱国民主
政府。1946年 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对中原解放区的
大举围攻，挑起全面内战。我中原军区主力分路进行突围。由李先念、
郑位三和王震率领的北路突围部队，到达应山以北的泉口店、吴家店、浆
溪店一线。中原突围打乱了国民党军的部署，揭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序
幕。

1947 年 12 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在随南贯庄店成立了江
汉区党委和江汉军区，随县的双河周家大湾成为江汉军区所在地。1948
年 1 月，洪山地委及洪山、随南、随北、随枣四县委分别在随县境内建立。
胜利曙光照耀在随州大地上。

1948年 1月，江汉军区独立旅在随县地方武装的配合下，首次解放随
县城。5 月，国民党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集结重兵对我江汉解放区
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扫荡”。8月，随县全境解放，斩断了国民党军队的
襄花公路联防，使江汉解放区与桐柏解放区连成一片，为解放全中国创造
了有利条件。1949年 3月，应山解放。1949年 5月，江汉区党政军机关从
随县双河迁往武汉，即改为湖北省委、省政府、省军区的建制。

红色热土，竖起伟大丰碑

随州这块红色土地上，镌刻着革命历史的不朽丰碑。
随州，先后驻设过中共中央鄂豫皖、湘鄂西、中原等分局

及中央直属鄂北特委机关，并召开过高庙、陶家楼、王店、浆
溪店、九间房 （屋） 等重要会议，制定了鄂北秋收暴动计划，
决定红四方面军由此万里长征，红三军战略转移湘鄂西，红二
十八军留在大别山、桐柏山坚持长期游击战争，中原野战军主
力移师大悟山。

随州，成立过中共鄂中区党委、江汉、桐柏区党委、行
署、军区，还建立有鄂豫皖边、鄂豫边、鄂北、鄂中、随枣、
淮源、洪山等 12 个地 (特)委、专署及军分区;进行过广水、乌
龙观、白兆山、洛阳店、鲁家冲等 50余次重大战役。

随州，还创办了随营军校、抗大第十分校、江汉公学及干部
培训班。这些机关、会议、战役旧址，成为革命传统、国防教育的
重要基地，也发展成为红色旅游和绿色发展的“双胜地”。

革命先烈，血染随州山川

随州这块红色土地上，留存着革命先辈的英容风貌和战斗故事。随州先
后为革命捐躯的烈士达 25448人，被杀害的革命群众 36933人。

烈士中，有的知道姓名，有的不知姓名。如，江汉军区司令员赵基梅，中共
北方局工人运动负责人何子述，江汉行署副主任华夫，抗日军政大学第十分校
副校长黄春庭，红九军 78团团长刘德全，红一师 20团政委蔡治宏，信应独立团
团长杨常安，中共随县县委书记李彩奇、刘时舫、张宜府，安应工委书记胡海泉
等。胡益臣及其妻儿全家为国捐躯，尹先三、尹作炳父子同时英勇就义，黄大
安及其女儿跳岩殉职，17岁的陈仁江活活被敌人灌水银剥皮而死。还有无名
烈士堆、烈士坑 17 处，至今仍不知姓名，这些英勇的革命者，为中国人民的解
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永远长眠在随州大地……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展未来，共圆中国梦。革命先辈在随州英勇奋战，流
血牺牲，英雄们的伟大革命精神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随州人民十分珍惜
英雄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幸福生活，对英雄的深切怀念和无限敬仰，将全部
化作奋进的动力，奋力开创“汉襄肱骨、神韵随州”的新天地。

随州是一片红色的土地。百年来，随州儿女始终紧贴祖国的脉搏，紧紧跟随中国共产党，
在战争年代、和平建设、改革开放各个时期，英雄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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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宜府(1916—1941 年) ，革命烈士。随县唐县镇
西码头人。

1937 年 12 月，张宜府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 年 6
月，鄂中特委派张宜府、吕谨等到随县澴潭镇发展党
组织和组建抗日武装。两个月后，中共随县工作委员
会于澴潭上畈任家坊成立，张宜府任组织委员。

张宜府利用堂兄任第五战区采购专员的名义，成
立随县常备第五中队，自任中队长，有 60余人、步枪 40
余支，又在唐县镇、大碑店、澴潭等地收集购置长短枪
70余支，队伍扩大到 140余人枪。1939年 1月，他将常
备五中队二、三分队交我党指挥，自己率余部开赴黄
庙、河源店、安店、澴潭、唐县镇等地打游击，秘密发展
党员，建立中队特支。同年5月，张宜府率部肃清了乔家
寨、黄庙、横山岭等地土匪，逮捕澴潭维持会会长杨筱

泉将其就地处决，围歼安居镇维持会武装 20 余人枪。
6 月，随县工委改属枣随地委，张宜府代理工委书记。
他为鄂三专署统战工作，建立专、县两级抗日群团组织，
扩建均川抗日自卫团武装等做了大量工作。

10 月，国共摩擦加剧，国民党随县县长刘仲虎乘
张宜府带领抗战剧团下乡演出之机，下令解散了随县
常备第五中队，张宜府机智地摆脱敌特盯梢，连夜赶
往襄阳黄龙垱向随枣地委汇报情况。次日返回澴潭
蜂洞冲，通知常备五中队 60 余人于铁岭寨集中，开赴
京山八字门，编入鄂豫边区保安司令部。12 月，张宜

府被任命为应城国民抗敌自卫总队二支队第一大队
副大队长。

1941 年 2 月，李宗仁调集顽新二军“围剿”白兆山
抗日根据地。张宜府带领应抗武装配合新四军鄂豫
挺进纵队在刘店歼顽军一个团。随后张宜府、何奇伟
等率领应抗一、三大队于大山头与顽军激战。张宜府
在前沿阵地指挥部队追击时不幸中弹牺牲。

陶铸闻噩耗，在《七七报》上发表《哭宜府》的悼念
文章，李先念在《一年来鄂豫边区抗日游击战》一文
中，对张宜府等烈士的革命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

张宜府：竭力抗日 壮烈殉国

张宜府张宜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