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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余次战斗毙伤敌军近6000人
在新密市超化镇栗林村一处房屋前，树立着密南抗日民

主政府旧址的石碑，屋前一棵大树上的弹痕，无声地诉说着
那段历史——

1944年 10月，为了加强对开辟河南抗日根据地的统一
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中共河南区党委、河南军区和河南
人民抗日军，任命王树声为河南军区兼河南人民抗日军司令
员、戴季英为中共河南区党委书记兼河南军区和河南人民抗
日军政委。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接见了王树声和戴季英等同
志，并作了重要指示，要求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
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紧紧咬住敌人，促进抗日战争大好形势
的发展，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4 年 11 月，南下河南的干部、战士分两批从延安出
发。1945年 2月中旬，王树声、戴季英率领豫西抗日 3、4支
队，经渑池、宜阳、伊川到达登封东白栗坪与皮定均、徐子荣
支队会师。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王树声、戴季
英分析了河南的形势，确立了工作部署。2月 26日，中共河
南区党委和河南军区在东白栗坪召开会议，将部队整编为 6
个支队，划分为6个分区。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为河南
军区1支队兼1分区，辖区为登封、巩县、荥阳等，皮定均兼任
军分区司令员，徐子荣兼任政委。1945年3月中旬，1支队协
同4支队发动了密（县）南战役，消灭日伪军数百人，俘敌400
余人。3月底，1支队35团协同3、4支队发起禹西战役，激战
6天，进行了大小战斗 10余次，攻克了唐庄、固城镇、范门寨
等 10余处据点。6月，1支队 35团会同 4支队、6支队有关部
队进行了大冶战斗，毙伤伪县长杨香亭部和匪首刘光华部
400余人，俘敌 500余人，缴枪 500余支。至 8月 15日日寇无
条件宣布投降，先后作战200余次，毙伤敌军5960人（其中日
寇 400余人），俘敌 2536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装备，收
复了大片领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重温70年前抗日记忆
展望革命老区幸福未来

——探访郑州革命老区
本报记者 张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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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70 年来，我们从未忘记——河南抗日根据

地面积2万多平方公里，人口800多万，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之一。郑州革
命老区分布在登封、新密、荥阳、新郑、上街等地
的60个乡镇，是河南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当
时的河南区党委、河南军区就设在登封市徐庄
镇孙桥村，组织大小战斗200余次。

我们从未忘记——新中国成立后，郑州市
委、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采取产业扶贫、
搬迁扶贫、精准扶贫等措施，支持老区经济发
展，加快老区基础建设，改善老区群众生活，帮
助革命老区人民脱贫致富。

我们从未忘记——由于革命老区大多地处
偏僻，交通不便，自然条件较差，发展的困难很
多，革命老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人民群众的
人均收入等与全市农村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缅
怀先烈、牢记历史，希望社会各界更多地了解革
命老区，关注革命老区，支持革命老区，回报革
命老区。

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今天，郑
州革命老区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
扶贫攻坚取得突破性成果。通过移民
搬迁安置一批，产业扶贫和就业发展
一批，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医疗救助扶
持一批，老区贫困人口已从 2011 年的
26.1万减少到 18.1万,尤其是 2014年当
年减贫 4 万人，为 3 年后全部脱贫创造
了条件。

群众收入和生活水平迅速提高。
随着惠民政策的落实，致富门路的拓
宽，老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大幅度增加，
2014年达到 12000多元，比本世纪初增
长 3.26 倍。农民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提
高，住房面积增加，膳食结构改善，大件
耐用消费品购置量逐年攀升，文化生活
逐渐丰富，健身体育活动也开展起来。

民生保障不断改善。农村义务教

育保障机制逐步完善，适龄儿童入学率
达到 100%，初中入学率达到 98%以上。
农村卫生医疗事业长足发展，县、乡、村
基层卫生组织服务能力稳步提高，新型
合作医疗制度参合率达到99%。城乡统
一的养老制度深受农民欢迎，40岁以上
的成年人全部加入，年满60岁的农民每
月最低能领到138元的养老金。农村低
保和五保实现了应保尽保，补助标准逐
年提高。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4周年，距
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实现全面小康
的目标仅有5年多的时间。今年初郑州
市委、市政府提出革命老区、贫困地区
在2017年全部脱贫，2018年达到全面小
康，时间更加紧迫，任务更加繁重，但老
区人对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充满
了信心。

新郑市始祖山北侧的太白岭上有
一个柿树行村。350户人家分住在52个
自然村中。由于极度缺水，村民种田难
收成，年年闹饥荒，面对千亩山，买盐都
没钱，人均收入不过几百元钱。村委主
任魏富安带领村民治山造田，靠林果富
家。把棋盘山的泉水引到太白岭，300
亩荒山变成了生机勃勃的果园，年收入
10万元左右，为全村树立了一个“艰苦
创业、荒山聚宝”的样板。借鉴魏富安
成功之路，村委会把3000亩荒山的使用
权承包给 100多户村民。现在，全村共
建果园 1200多亩，栽植水土涵养林、用
材林 13 万多棵，森林覆盖率达到 96%，
真正实现了林茂果丰，人均林果收入达
到3000多元。

登封市颍阳镇王堂村王书青是一
个拥有7家实业公司的企业家。他担任
村党支部书记之后办了三件事：第一
件，为村里垫资700余万元修建小学、村
组道路和社区三通一平，把全村建设成
为新农村示范村。第二件，为全村农户
担保贷款 1360万元（每户 2万元），入股
他创办的效益好的两个企业，承诺企业
有盈利按股分红，企业亏损由他个人承
担。近年来，每户群众每年都能分红
4000元左右。第三件，创办河南书青牧
业有限公司，发展集肉鸡和肉羊育种、
生产、加工、销售、有机肥生产为一体的
产业化集群。旗下拥有5个合资公司和
5家合作社，自建联建 9个生产基地，总
规模为 3500万只。集群覆盖区域为登
封、新密、汝州等 8个县市，年销售收入
14亿元，吸纳当地农民就业 2265人，带
动农户 2.3 万户，成为带动一方农民致
富的省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家。

老区穷，从根本上讲在于没有赖以
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为了培育老区
发展主导产业，市委、市政府坚持开展

产业扶贫，并建立了老区扶贫专项资金
和扶贫互助资金，用于扶持农民专业合
作社和贫困农户创业和发展产业。目
前老区主导产业的框架基本形成，特色
种植业、林果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
和生态旅游业已经普及到80%以上的老
区村，其中贫困村建立主导产业的由
2011 年的 17 个增加到 54 个，其占贫困
村的比例由10%提高到29%。在农村产
业结构调整中，郑州市根据地域特点把
革命老区划分为浮戏山等5个重点山区
发展区。计划投资 5 亿元建成 30 个特
色经济示范区和 70 个特色经济项目。
各地积极培育红绿结合的旅游业，尽力
融合一、二、三产业，千方百计提高旅游
产业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现已建
成休闲农业庄园21处，而遍布于各地的
农家乐更是给贫困户带来迈入殷实之
家的喜悦。

老区经济发展的落后，说到底是发
展方式的落后。直到2005年，郑州市老
区农业生产仍然停留在一家一户的小
生产状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
郑州市委、市政府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强力推进农业发展方式的转
变。一是大力发展都市农业产业集群。
截至2014年，共有白象食品、雏鹰生猪、
博大面业、洪源肉鸭产业、瑞阳粮食、书
青牧业、天地人面粉等7个产业化集群，
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方式，带动老区
农户 4.1 万户从事种植、养殖集约化生
产。二是建设现代都市生态农业示范
园，发展规模化、集约化、市场化的农业
经济，目前老区已建成瑞阳生态农场等
9 座农业示范园区。三是培育壮大农民
专业合作社，发展新型农业集体经济。目
前，郑州老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超过
500个，成员农户近 4万户，在推动老区
农业现代化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三个月组建豫西抗日根据地
新密市尖山上的一处山坳里，指挥所、营房、战地医院旧

址等整饬一新，这里曾是一代名将皮定均的抗日指挥部。如
今，新密市正在建设红色旅游基地，让游客能身临其境地
重温70年前的抗战岁月——

1944 年夏，为阻止日寇西进，保卫大西北，沟通陕
北、华北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联系，坚持全国抗战，
控制中原战略要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决定向河南
敌后发展，开辟河南抗日根据地。1944 年 7 月中旬，中共
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紧急通知，组建以皮定均为司令
员、徐子荣为政委的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1944年 9月
5 日，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 1700 余人在河南林县临淇
镇郭家园召开成立誓师大会。9 月 6 日支队从郭家园出发
抢渡黄河，冲破敌人层层围堵，于 9 月 28 日到达登封颍阳
乡李洼村。

支队在经过洛阳时被敌人发现，600余名日伪军尾随追
击。皮定均、徐子荣利用有利地形，周密部署，在李洼村进行
了到达豫西的第一场战斗——砍尾巴战斗，歼灭日军 50余
人，给尾随追击的日伪军沉痛打击，振奋了群众的抗日信心，
站稳了脚跟儿。

接着，皮定均、徐子荣组织了夜袭日军机场战斗。当时，
日寇强抓民工近两万人，在登封县城西南赶修飞机场。9月30
日晚10点30分，部队兵分三路准时到达预定地点埋伏。夜深
人静时，战士们剪断铁丝网进入机场，搭成人梯冲进岗楼，神
不知鬼不觉地消灭了哨兵，而后包围了敌人营房。驻守机场
的日伪军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就被八路军豫西先遣支队全
部歼灭，民夫们被解救回家，日寇扩大侵略的阴谋被粉碎。

至 1944年 12月底，豫西抗日先遣支队独立奋战 3个月，
先后进行了白栗坪突击战、佛光峪战斗、石道战斗等，粉碎了
日伪军的多次扫荡，建立了以嵩山、箕山为中心的近万平方
公里的根据地，解放群众100余万人，村庄4676个，组建了登
封、巩县、荥阳、密县等 11个县级抗日政府，河南抗日根据地
建设初具规模。延安《解放日报》作了综合报道，称赞豫西抗
日先遣支队“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中，即获得了不小建树”。

在上街区西林子村整体搬迁的新社区，支
部书记高兴地介绍：搬迁之后我们不仅得到每
人每月 240多元的补助，还可经商或者到企业
打工，人均年纯收入超过5000元。

郑州革命老区山高林密，由于交通、信息闭
塞，地瘠民贫，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却成为经济
社会发展的短板。资料显示，本世纪初，郑州老
区农民年人均收入只有 2800多元，仅相当于全
市农民人均收入的七成；而在全市 34万贫困人
口之中，每 10人中就有 9个是老区人。摆脱贫
困，跟上全市农村发展的步伐，实现共同富裕，
是老区人民梦寐以求的愿景。

为了早日实现老区人民脱贫致富，中共郑
州市第七届、八届、九届、十届委员会持续发
力，不断把革命老区建设推向新的阶段。2006
年，郑州市在全省率先制定《关于新时期加快
革命老区发展的意见》，提出了“老区优先、重
点倾斜”的原则。2008 年市委、市政府制发《关
于加快老区发展的实施意见》，确定了全市老
区到 2020 年的发展目标和实施的政策措施。

2011 年，郑州市“十二五”规划纲要进一步强
调“加大对革命老区的投入力度，建立长效机
制，推动老区快速发展”。2014 年伊始，市委、
市政府下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
贫开发和革命老区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要
求增强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加大扶持力度，
集中解决突出问题，在全省率先实现脱贫奔
小康的目标。

为使老区贫困村彻底拔除穷根，郑州市对
符合条件的老区深山村实施搬迁扶贫。采取因
地制宜、科学规划、集中资金、加大投入的办法，
引导搬迁群众向41个新型农村社区、中小城镇
和产业聚集区集中。为切实解决好后续产业发
展和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一是对搬迁后
进行土地流转的农户，市县两级政府每年每亩
各补助100公斤小麦，连补5年。二是以村为单
位对每个搬迁村民补助 2000元，用以支持村民
自主创业和集体规模经营。截至 2014年底，郑
州市共筹集资金15.18亿元，搬迁老区农户1.93
万户，8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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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区尖山金银花丰收

老区高新企业蓬勃发展

八路军河南区党委、河南军区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