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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白求恩（1890-1939）

男，加拿大安大略州人，加共党员。
诺尔曼·白求恩 1916 年毕业于多伦

多大学医学院，1935年被选为美国胸外科
学会会员、理事。同年加入加拿大共产
党。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受加拿大共产
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领一个由加拿
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支援中国人
民的正义斗争，为抵抗日本侵略军的中国
军民服务，于 1938 年 3 月到达延安，随即
转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他积极投入到
组织战地流动医疗队、出入火线救死扶伤
的工作中，为减少伤员的痛苦和残疾，他
把手术台设在离火线最近的地方。他提
议开办卫生材料厂，解决了药品不足的问
题；创办卫生学校，培养了大批医务干部；
编写了多种战地医疗教材并亲自讲课。
他的牺牲精神、工作热忱、高度责任心，堪
称模范。他虽年近五旬，但多次为伤员输
血，一次竟连续为 115 名伤员做手术，持
续时间达 69 个小时。1939 年 10 月下旬，
在抢救伤员时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割破，终
因伤势恶化，感染败血症，医治无效，于11
月 12日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12
月 1 日，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
题了挽词，并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高
度赞扬白求恩伟大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
义精神。

032.节振国（1910-1940）

男，汉族，山东省武城县（今属河北
省故城县）人，中共党员。

节振国10岁随父兄逃荒到开滦赵各
庄煤矿，14 岁起进矿当工人。1938 年 3
月，开滦煤矿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
动，节振国被推举为赵各庄矿工人纠察队
队长。5 月 6 日，大批日伪宪兵搜捕节振
国等工人领袖。搏斗中，他夺过日本宪兵
队长的军刀，当场劈杀日本宪兵队长和数
名日伪军，冲出敌人的包围和追捕，负伤
脱险。不久，他率部加入冀东抗日联军李
运昌部，被编为冀东抗联第二路司令部直
属特务第一大队，即工人特务大队，任大
队长。1938年7月起，节振国率领部队活
跃在矿区和广大农村，发动矿工参加抗日
武装，神出鬼没地打击日伪军，威震冀
东。在工人特务大队的号召和鼓舞下，工
人抗日声势日益浩大，由赵各庄矿扩展到
开滦煤矿各矿区，3000多名工人先后参加
了抗日队伍。节振国率领工人特务大队
和日伪军数次激战，两度收复赵各庄、唐
家庄矿区，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冀东地区
的抗日斗争。在党的领导下，节振国率领
的工人特务大队越战越强，后改编为八路
军第12团1连，为开辟冀东抗日新局面做
出了重要贡献。1939年秋，节振国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1940 年 8 月 1 日，他率部与
日伪军作战时，壮烈牺牲，时年30岁。

033.龙华24烈士

1931 年 2 月 7 日深夜，在上海市郊龙

华，24位革命者被秘密集体枪杀于国民党
淞沪警备司令部院内的荒地上。他们是
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工会活动家、著
名作家、红军干部和革命青年。他们是：
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龙大道、欧阳立
安、恽雨棠、李文、王青士、柔石、胡也频、
殷夫、冯铿、罗石冰、阿刚、汤士伦、汤士
佺、彭砚耕、费达夫、蔡博真、伍仲文、李云
卿、贺志平、刘争、刘贞。他们是在1月17
至 21日的大搜捕中被捕的。先被关押在
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后解往龙华国民党
警备司令部监狱。在狱中，他们意志坚
定，团结斗争，挫败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和
种种诱降，保守了党的秘密，保卫了党的
组织，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大无畏气概和革
命乐观主义精神。虽然狱外党组织多方
营救，宋庆龄、何香凝、杨杏佛等领导的保
障民权大同盟也向国民党当局抗议，要求
释放。但国民党当局不顾社会舆论的谴
责，在一无所获后仍将他们集体枪杀。烈
士们牺牲后，鲁迅写下著名的七律《无
题》，后发表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
前驱的血》，表达对烈士的深切怀念和对
国民党暴行的强烈抗议。1949 年上海解
放后，烈士牺牲地受到保护，党和政府为
他们举行了隆重的迁葬。1985年，经中共
中央、国务院批准建成龙华烈士陵园。

034.任常伦（1921-1944）

男，汉族，山东省黄县（今龙口市）
人，中共党员。

任常伦 17 岁加入本村抗日自卫团，
19岁参加八路军，编入山东纵队。在战斗
频繁、激烈的胶东抗日战场，他表现得十
分突出，政治上积极进步，作战中勇猛顽
强，冲锋在前，撤退在后，英勇善战，不怕
牺牲。194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 年
6 月任班长。他参加大小战斗 120 余次，
曾 9 次负伤，每次都是轻伤不下火线，重
伤不叫苦，一直坚持战斗到底。1944年 8
月，任副排长，出席山东军区战斗英雄代
表大会，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并获山东军
区“一等战斗英雄”称号。代表大会刚刚
结束，他得知敌情后，日夜兼程赶回部
队。此时，他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肩膀
里还嵌着敌人的弹片，但他坚决要求参
战。战斗打响了，他和全排战士奉命抢占
制高点。他带领战士发起冲锋，抢在日军
前占领了制高点。接着，他又带领战士们
夺取了被日军占领的小高地。在坚守小
高地的战斗中，他带领战士们坚持在阵地
前沿，子弹打光了，手榴弹用完了，增援部
队还没有赶到，他坚定地对战士们说：“我
们没有子弹有刺刀，人在阵地在！”他带头
冲向日军，与日军展开激烈的白刃战，一
人连续刺死 5名日军，终于带领战友们守
住了阵地。他却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
仅23岁。

035.关向应（1902-1946）

男，满族，辽宁省大连市人，中共党
员。

关向应 1924 年春加入中国社会主
义青年团。同年冬，赴苏联学习。1925年
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卅运动后回国，
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和共青团工作。在
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
候补委员。会后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
记。1929年1月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事部副部长。1930
年后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
委员等。1930 年冬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
委书记。1932 年后任中共中央湘鄂西分
局委员、湘鄂西军事委员会主席、红 3 军
政委、红 2 军团副政委。1935 年 11 月，同
贺龙、任弼时等指挥红 2、6 军团开始长
征。长征途中，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
行径作了坚决斗争。后任红二方面军政
委、中革军委委员。全国抗战爆发后，任
八路军第 120师政委，参与创建晋西北抗
日根据地。1940 年 2 月起任晋西北军区
政委、晋绥军区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
委、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中共中央晋绥
分局书记。由于长期艰苦的战斗环境，积
劳成疾，1941年秋到延安休养。1946年 7
月 21 日在延安病逝。中共第六、七届中
央委员，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委
员，中央军委委员、常委、书记。

036.刘 英（1905-1942）

男，汉族，江西省瑞金县人，中共党
员。

刘英1929年参加红军，同年9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先后任连政治指导员、营政
委、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第三次反“围
剿”后调任红 5军团第 15军 44师政委、红
9军团第3师政治部主任、红7军团政治部
主任。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
战，身经百战，屡建战功。1934 年 7 月起
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主任、红10
军团第 19 师政治委员、军团军政委员会
委员、军团政治部主任，随部转战闽浙皖
赣边。1935 年 1 月红 10 军团在赣东北怀
玉山区遭敌重兵包围，损失惨重。2月，奉
中共中央指示与粟裕率余部组成挺进师，
任师政治委员和政治委员会书记，率部进
入浙江南部，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
先后领导开辟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
任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兼闽浙边省
军区政治委员。在远离中央、孤悬敌后的
险恶环境中，领导闽浙边军民挫败国民党
军多次“清剿”，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
击战争。全国抗战爆发后，历任中共浙江
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华中局
特派员，指导闽浙赣地区革命斗争，巩固
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卓有成
效。1942 年 2 月在温州被国民党反动当
局逮捕，在狱中坚贞不屈。同年 5 月 18
日，在永康英勇就义。

037.刘四虎（1926-1954）

男，汉族，绥远省丰镇县（今内蒙古
自治区丰镇市）人，中共党员。

刘四虎1946年4月参加中国人民解
放军。1947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作
战英勇顽强，3次立功。曾被评为“学习模
范”、“爱兵模范”。1947年，所在连队在甘
肃西华池与国民党军作战中进攻失利，他
自告奋勇参加掩护连队撤退，右腿连中两
弹，仍坚持战斗，与战友一起完成阻击任
务。1948年2月，在宜川战役攻占瓦子街
东南高地战斗中，所在连担负主攻任务，
他率全班奋勇突进，连续攻占两座山头，
当接近国民党军军、师、旅部所在地时，遇

敌强大火力阻击，战友相继伤亡。他奋不
顾身，只身冲入敌阵，英勇格斗。后被 10
余名国民党军士兵包围，毫无惧色，奋力
拼刺，杀出重围。战斗中，为救护战友，身
体 11 处被敌刺伤，成为享誉全军的拼刺
英雄。刘四虎是战斗、工作、学习、团结的
全面模范，他的事迹曾被编为戏剧、连环
画、歌曲在部队和群众中广为传颂。中国
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在部队开展向刘
四虎学习的杀敌立功运动。1949年1月，
他被部队树为“英雄旗帜”。1950年9月，
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后任副连
长、连长等职。1954年4月逝世。

038.刘老庄连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 3 师 7 旅 19
团第4连82名官兵，在淮北刘老庄战斗中
全部壮烈殉国。1943年春，侵华日军对江
苏北部淮海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残酷

“扫荡”。3 月 17 日，日伪军 1000 余人，分
兵合围驻六塘河北岸的淮海区党政领导
机关。该部奋勇阻击各路敌人，掩护淮海
区党政机关安全转移。是日，日伪军进行
第二次合围，该部与日伪军在淮阳北老张
集、朱杜庄一带遭遇。激战半日，于黄昏
后再次突围，转移至老张集西北的刘老庄
地区。18 日晨，日伪军进行第三次合围。
4 连奉命组织防御。全连 82 人凭借村前
交通沟，英勇抗击日伪军攻击，使主力部
队和党政机关安全转移，全连却陷入日伪
军重围。虽经数次突围，均未成功，乃决
心固守。连部通信员在火线入党申请书
中写道：“在党最需要的时候，我将把自己
的生命献给党和人民，绝不给我们党丢
脸，绝不给中华民族丢脸！”日伪军集中炮
火对 4连阵地进行毁灭性炮击，并以大队
骑兵实施冲击。4连官兵在强敌面前，坚
定沉着，不惧牺牲，浴血奋战，连续打退日
伪军 5 次进攻，毙伤日伪军近百人，苦战
至黄昏，终因寡不敌众，全连弹尽粮绝，全
部壮烈牺牲。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在《八路
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一文中，称刘老庄
连为“我军指战员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

039.刘伯坚（1895-1935）

男，汉族，四川省平昌县人，中共
党员。

刘伯坚早年曾就读于川东高等师范
学校、成都高等师范学堂。1920年赴欧洲
勤工俭学。1921年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人
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 8
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共旅比
（利时）支部书记、中共旅欧总支部书记。
1923年底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为中共
旅莫支部和旅莫共青团负责人。1926 年
8月回国，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应邀在冯玉
祥部任国民军第二集团军（原西北军）总
政治部副部长。后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
部长，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1928年，
再次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并出席了中共
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30 年回国到中
央苏区，曾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
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担任苏区工农
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1931年底，参与领
导和指挥了国民党第 26 路军宁都起义，
并担任由起义部队改编的红 5 军团政治
部主任。1932 年 5 月至 1934 年 1 月任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
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并当选为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坚持斗争。
1935 年 3 月 4 日，率部队突围时不幸负伤
被捕。3月21日，壮烈牺牲，时年40岁。

040.刘志丹（1903-1936）

男，汉族，陕西省保安县人，中共
党员。

刘志丹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1925 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
受党指派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大
革命时期，积极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 4
月，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
军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在陕甘边开展兵
运工作。1931 年 10 月，和谢子长等组建
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
陕甘边游击队，任副总指挥、总指挥，开辟
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此
后，相继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副总指
挥兼参谋长、红26军42师师长、中共陕甘
边军事委员会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主席，把陕北、陕甘边两块苏区连成一片，
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北上抗日红军长征
之后的落脚点。1935年9月，刘志丹任合
编后的红 15 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参
与指挥劳山战役。后任北路军总指挥兼
第 28 军军长、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
备司令。刘志丹经常教育部队顾全大局，
绝对服从中共中央的领导和调遣。在他
的影响下，陕北红军与中央红军团结一
致，共同对敌。1936年，刘志丹率红 28军
参加东征战役，挺进晋西北，屡克敌军。4
月 14日在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为
纪念他，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

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

041.刘胡兰（1932-1947）

女，汉族，山西省文水县人，中共
党员。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山
西人民开展救亡运动，文水县成立了抗日
民主政府。在党的领导下，云周西村涌现
出一批抗日积极分子，一些贫苦农民相继
入党，并成立了党支部。刘胡兰积极参加
村里的抗日儿童团，为八路军站岗、放哨、
送情报。后来，刘胡兰当上了云周西村妇
救会秘书，参加了党领导的送公粮、做军
鞋等群众活动，还动员青年报名参加八路
军。抗战胜利后，阎锡山的部队占领了文
水县城，解放区军民被迫拿起自卫武器，
保卫抗战胜利成果。1945年11月，刘胡兰
参加了党组织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阶
级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1946年2月，
刘胡兰参加了我军反击阎锡山顽军作战
的东庄战斗的支前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
锻炼成长。刘胡兰在斗争中经受了严峻
考验，于1946年6月被批准为中共候补党
员。1947年1月12日，阎锡山国民党军和
地方武装“复仇自卫队”包围了云周西村，
刘胡兰被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抓获。在
敌人威胁面前，她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地
说：“怕死不当共产党！”敌人将同时被捕
的 6 位革命群众当场铡死。但她毫不畏
惧，从容地躺在铡刀下，英勇牺牲。毛泽
东为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042.吉鸿昌（1895-1934）

男，汉族，河南省扶沟县人，中共
党员。

吉鸿昌 1913 年入冯玉祥部，因骁勇
善战，屡立战功，从士兵递升至军长。
1930年9月，吉鸿昌所部被蒋介石改编后，
任第 22 路军总指挥兼第 30 师师长，奉命

“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因对“围剿”
红军态度消极，1931年8月被蒋介石解除
兵权，强令其出国“考察”。1932年1月，吉
鸿昌回国后，联络与发动旧部，为抵抗日
本侵略奔走呼号，并毁家纾难，变卖家产
购买枪械，组织武装抗日。1932年秋在北
平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吉
鸿昌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2军军
长、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察哈尔警备司
令，随即率部进攻察北日伪军，连克康保、
宝昌、沽源、多伦四县，将日军驱出察境。
1934 年参与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
盟，被推为主任委员。1934 年 11 月 9 日，
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被军统特务暗杀受
伤，遭法租界工部局逮捕，并引渡给北平
军分会。敌人使出种种手段，迫害逼供。
吉鸿昌大义凛然地说：“我能够加入革命
的队伍，能够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能够为
我们党的主义，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这
正是我毕生的最大光荣。”11月24日，经蒋
介石下令，被杀害于北平陆军监狱。

043.向警予（1895-1928）

女，土家族，湖南省溆浦县人，中共
党员。

向警予是我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被
誉为“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1912 年秋
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1919 年
秋参加革命团体新民学会。同年 10月与
蔡畅等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为
湖南女界勤工俭学运动的首创者。1921
年底回国，1922 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 年 5 月起任中共中央第一任妇女部
主任。同年 10 月到苏联学习。1927 年 4
月回国，先后到中共汉口市委宣传部、市
总工会宣传部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任中
共湖北省委负责人之一，党的大部分领导
同志先后转移出去，她主动要求留在武
汉，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坚持党的秘密斗
争。1928 年 3 月 20 日，由于叛徒出卖，她
不幸被捕。敌人一次又一次对她严刑逼
供，但她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
国民党反动派无计可施，遂决定在 5 月 1
日这个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节日里杀害
她。走向刑场时，她视死如归，沿途向广
大群众进行讲演。敌人极端恐惧，宪兵们
凶残地殴打她，但她仍滔滔不绝地演讲。
刽子手们残忍地给她嘴里塞满石块，又用
皮带缚住她的双颊，在武汉余记里空坪刑
场，向警予英勇就义，年仅 33岁。中共第
四届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

044.吕顺保（1922-1989）

男，汉族，河南省内乡县人，中共党员。

吕顺保曾被侵华日军抓去服苦役，被
国民党军队抓去当兵，受尽摧残和压迫。
1945年7月被解放，参加八路军。1946年
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班长、政治指
导员、政治教导员、组织干事、政治协理员
等职。在解放战争中作战勇敢，工作积
极，立特等功2次、大功4次，荣获“战斗英
雄”、“人民英雄”、“带兵模范”、“爱民模
范”等称号。他视人民如父母，通过关心
和解除群众疾苦，宣传党的政策，提高群
众觉悟。每到一地，严格遵守群众纪律，
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
和好评。他待战士如兄弟，从关心生活入
手，培养他们的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他
经常把自己的衣物、鞋袜送给战士，把饭
菜让给战士，行军中经常替战士扛枪扛
炮。1948年冬，所在连队在风雪中向大同
急行军，他处处做战士的表率，走在队伍
前面。在他的带动下，全连凭着坚强的意
志和钢铁般的团结，昼夜风雪兼程，无一
人掉队，胜利完成任务。他被树为全军

“爱兵的旗帜”，所在连被晋察冀野战军授
予“尊干爱兵模范连”荣誉称号。延安《解
放日报》号召全军向他学习。1950 年 9
月，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1956年
9月转业到地方工作。1989年9月病逝。

045.孙炳文（1885-1927）

男，汉族，四川省南溪县人，中共党
员。

孙炳文 1908 年考入京师大学堂。不
久，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加入同
盟会。辛亥革命失败后，受到袁世凯的追
捕，回到老家。1917 年，孙炳文结识了时
为滇军将领的朱德，救国救民的共同志向
使他们成为莫逆之交。孙炳文和朱德反
复讨论国内政治形势，最后决定到马克思
的故乡德国考察学习。1922 年 10 月，孙
炳文和朱德在德国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
国共产党。1925 年秋回国，先到北京，年
底到广州，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黄
埔军校和广东大学教授。1926年6月，孙
炳文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同
年 7 月，北伐战争开始后，他任总政治部
后方留守处主任。1927年春，蒋介石加紧
反共步伐，阴谋准备反革命政变，孙炳文
在黄埔军校演讲中坚决揭露和斗争。4月
16 日，他在取道上海前往武汉时，由于叛
徒告密，被敌人逮捕。敌人对他诱以高官
厚禄，遭他严正拒绝，痛斥国民党新军阀
背叛革命、危害人民的种种罪行。面对敌
人的屠刀，他回答说：“我是共产党员，要
杀就杀！”4 月 20 日，在龙华被敌人杀害。
孙炳文遇难后，朱德闻讯十分悲痛，撰文
纪念孙炳文，称赞他是“革命意志坚强的
无产阶级战士”。

046.寻淮洲（1912-1934）

男，汉族，湖南省浏阳县人，中共
党员。

寻淮洲 1927 年 9 月随浏阳工农义勇
队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到井冈山，
参加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1928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国工农红
军第 4 军排长、连长，参加井冈山革命根
据地反“会剿”作战。1929 年春随红 4 军
转战赣南、闽西。1930年调任红1军团第
12 军 34 师营长、团长，后任 35 师师长。
1932年3月任红1军团第15军45师师长，
12月任第21军军长。率部参加中央苏区
历次反“围剿”作战。1933 年 2 月在第四
次反“围剿”的黄陂战斗中，率 21 军插入
敌后，切断国民党军第 52师退路，为全歼
该师创造了条件。6 月任红 3 军团第 5 师
师长，率部参加东方军，入闽作战，指挥部
队连战告捷。同年 10 月任红 7 军团军团
长。1934 年 1 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7月，他和乐少
华奉命转战闽浙皖赣边。11 月所部进入
闽浙赣苏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 10 军合
编为红10军团，他任第19师师长，继续率
部北上。同年 12 月，在安徽太平（今黄
山）谭家桥战斗中，他指挥部队同数倍于
己之敌展开激战，不幸腹部中弹。在弥留
之际，口中还在反复地念着：“北上抗日！
北上抗日！”因流血过多，壮烈牺牲。

047.戎冠秀（1896-1989）

女，汉族，河北省平山县人，中共
党员。

戎冠秀 1938 年担任村妇救会长。
1941 年秋，在边区军民反“扫荡”斗争中，
任村交通转运站站长。前方打仗，她带领
妇救会员日夜忙碌，送水送饭，慰劳军队，
抢救伤员。日军进村“扫荡”，她又组织群
众坚壁清野。1943年秋，日军7万余人对
根据地实行“大扫荡”。戎冠秀指挥群众
转移出村后，发现一名负伤的八路军战士
正被日军追赶，她急忙背起伤员往山上
跑。在半山腰的一个山洞前，让伤员踩着
她的双肩向里面爬，由于山洞太高，她用
双手托起伤员的双脚将其送入山洞。在
抗战中，她冒着生命危险抢救过多少伤

员，像慈母一样护理过多少伤员，多少伤
员喊过她娘，她自己也数不清。1944年 2
月，她出席了晋察冀边区群英大会，被晋
察冀解放区政府和晋察冀军区授予“子弟
兵的母亲”的光荣称号。1949 年，她作为
华北区人民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受到毛泽东主席
的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多次
出席全国劳动模范会议和拥军优属表彰
会，当选为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
三、四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
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执委会委员。曾荣获
全国三八红旗手。1989年8月病逝。

048.朱 瑞（1905-1948）

男，汉族，江苏省宿迁县人，中共
党员。

朱瑞 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
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中共中央长江局
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1932年1月到中央
苏区，曾任红 15军、红 3军政治委员，红 5
军团政治委员，红 1军团政治部主任。率
部参加了第四、五次反“围剿”。1934年10
月参加长征。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任
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到陕北后，参加
了东征、西征等战役。1936年12月任第二
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后调任
八路军驻第一战区联络处处长，从事对国
民党军将领的统战工作，同时指导恢复整
顿中共直南、豫北特委，在晋豫边区、太行
南区等地创建抗日游击队。创办华北军
政干校，培养了一批抗日军政干部。1939
年 5 月任八路军第 1 纵队政治委员，与司
令员徐向前赴山东统一指挥中共在苏鲁
的部队。后兼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中
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1945年夏，主动向
中共中央提出从事建设炮兵的工作，被任
命为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1946年 10
月起任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军区炮兵司
令员，兼炮兵学校校长，为人民解放军炮
兵的建设奠定了基础。1948年10月1日，
在辽沈战役攻克义县战斗中牺牲。

049.朱自清（1898-1948）

男，汉族，浙江省绍兴市人，文学家。
朱自清1919年参加北京五四爱国运

动，从事新文化宣传活动。从北京大学毕
业后从事教学和文学创作，先后在杭州第
一师范等学校任教。1922 年参与创办

《诗》月刊，写作和推广新诗。1924年出版
诗文集《踪迹》。1925 年任清华大学中国
文学系教授，此后转向散文创作和古典文
学研究。他同情和支持人民的反帝反封
建革命斗争，上海五卅运动时写了《血
歌》，北京三一八惨案后写了《执政府大屠
杀记》。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他怀着爱
国知识分子的正义感从事写作、研究和教
学。1928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背影》，享
誉文坛。1931 年赴英国留学。1932 年后
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与闻一多成
为挚友。1934 年后参与编辑《文学季刊》
等刊物。1935 年，参加“一二九”学生游
行，反对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
政策。全国抗战爆发后，1937年任西南联
合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坚决反对日本帝
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行抗日救国的宣
传。抗战胜利后，积极支持学生爱国民主
运动，反对国民党特务杀害李公朴、闻一
多。1948 年 6 月表示宁可挨饿也不领取
美国面粉，以抗议美国扶日援蒋反共政
策。同年8月12日，在贫病交加中逝世。

050.江上青（1911-1939）

男，汉族，江苏省江都县人，中共
党员。

江上青 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1929 年就读于上海“艺大”，同年转
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艺大”地下党
支部书记，从事地下学运工作。全国抗战
爆发后，他和其他同志组织成立了江都县
文化界救亡协会流动宣传团，从江都出
发，溯江而上，广泛开展抗日宣传，组织动
员民众抗日工作。1938年8月，遵照党的
指示到安徽，在中共安徽省工委领导下，
参加了安徽省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第八
工作团，在大别山区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1938年 11月，皖东北地区被日军占领后，
受中共安徽省工委派遣，他和一批共产党
员到皖东北泗县工作，担任国民党安徽省
第六行政区专员公署专员秘书兼保安副
司令、第五游击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利
用合法身份，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培训抗
日干部，建立抗日武装，推动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为开辟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培养了
大批干部。同时，在秘密党员中建立了中
共皖六区专署特别支部，任特支书记。
1939 年 3 月，中共皖东北特委成立，杨纯
任特委书记，江上青为特委委员。他们协
助中共豫皖苏省委领导，推动皖东北国共
合作、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1939年7月
29日，遭地主反动武装伏击，壮烈牺牲，年
仅2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