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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取豫西抗日风云传奇
彰显旅游名城红色底蕴

登封三个抗战旧址纪念馆挂牌河南国防教育基地
本报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韩心泽 王云琦

昨日，记者从登封市老区建设促进会了解到，由河南省人民政府颁发匾牌，登封市白坪乡“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司令部驻地纪念馆”、

登封市徐庄镇孙桥村“河南（豫西）抗日根据地纪念馆”“登封革命烈士纪念馆”已全部挂牌河南国防教育基地，为登封这个革命老区开展全民

国防教育、传承红色文化、弘扬抗战精神、推动红色旅游和全域旅游提供了新契机。相关乡镇负责文化旅游的工作人员介绍，今后将致力于把

抗战旧址打造成集红色旅游、党员教育、干部培训、军事体验、军事文化、国防教育、军事论坛、红色乡村舞台于一体的综合性红色教育基地。

登封北依嵩山，南望伏牛，襟带颍水，在历史的长
河里，不仅积淀出佛道儒三教相融共存、“天地之中”
历史建筑群竞秀争艳的灿烂文化，成为世人瞩目的

“文物之乡”、“武术之乡”、世界历史文化旅游名城，作
为豫西抗日根据地的中心，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
烽烟中，谱写出血与火的壮丽篇章，跻身全国十九个
抗日根据地之一。

1944 年，日军发动河南战役，国民党 40万大军
一触即溃败退而逃，致使豫西沦陷敌手。根据上级
指示，9月，在太行军区组建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
队 1700余人，由皮定均任司令员，徐子荣任政委，从
林县郭家园誓师出发，一路抵达登封。经过颍阳李
洼“砍尾巴”、登封西岭“夜袭日军飞机场”两次战斗，
先遣支队由登封地下党带领来到白栗坪（今天的白
坪乡）。这里山岭起伏、沟壑相连、进退皆可、易守难
攻，支队于是进驻东白栗坪村，司令部设在李如松家
中，即今天“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司令部驻地纪
念馆”所在地。

以白坪为中心，皮徐支队北上偃（师）巩（县），南下
临（汝）禹（县），东指荥（阳）密（县），西向伊（阳）宜
（阳），在豫西大地大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组建地方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纵横驰骋，不断粉
碎日伪顽的“扫荡”围攻，取得了战斗的节节胜利，皮徐
支队逐渐扩展到 7000余人，建立起了包含 2个专署、
10个县级政府和2个县级办事处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1945年 2月 26日，司令员王树声、政委戴季英又
率部抵登，在白栗坪和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会
师，宣布成立中共河南区党委和八路军河南军区，统
编入豫各部，区党委和军区司令部驻扎在徐庄乡孙桥
村孙秋芳（又名孙桂林）的家中，即今天的“河南（豫
西）抗日根据地纪念馆”。王树声、戴季英在此创建了
河南抗日根据地，并在杨林村成立了抗日军政干校，
培养了大批抗日骨干；在鹅沟建立了电台，直接接受
延安党中央的指示；在柏石崖建立了后方医院，医治
了大批伤病员。根据地范围逐步扩大到黄河以南、京
广线以西2万平方公里，人口300余万人，八路军主力
发展到1.5万人，成立了六个支队（军分区）、六个地委
和专属，34 个县委、县政府，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
者。1945年 10月，王树声率河南军区部队奉命撤离
南下，与桐柏新四军5师会师，投入了全国解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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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党的活动到新中国成立初
期，长眠在嵩岳大地的非登封籍烈士
800 余人，登封籍战士为国捐躯的
700余人。为永志先烈的丰功伟绩，
1979 年 10月，豫西“小延安”登封在
少室山麓的万羊岗修建了登封革命
烈士纪念馆。纪念馆坐西朝东，居高
临下，俯瞰登封市区，黄瓦红墙、斗拱
飞檐，气势雄伟。馆内松柏苍郁、庄
严肃穆，“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的长方
石碑，为豫西抗日先遣支队新一代现
83118部队所立；全馆最高、最西处主
碑碑后是两个骨灰墓，皮定均长眠在
北，徐子荣安息于南。

当年，皮定均、徐子荣奉命到嵩
山开辟抗日根据地，感到嵩山石坚土
薄，山势险峻但不利于开展游击，这
才来到小熊山下的白栗坪。这里山
深林密、群峰错落，便于和日伪顽相
周旋，从而在嵩（山）箕（山）之间掀起
了一场抗战狂飙。白坪、徐庄的峰峰
岭岭，如今树木葱茏、花草繁盛，成为
实地体验豫西抗战历史、感受伏牛山
多样山水生态的风景区。

其中，白坪乡寨东村的天雄寨，山

色挺拔秀美，四面悬崖峭壁，独处登封
南部一隅，自然环境相对封闭，寨内阡
陌交错、鸡犬相闻、古木参天、石屋杂
陈，农作方式原始，古村落和农耕文化
风貌完整。登临寨顶四望，皆苍翠青
山，绿色农田，无城市喧闹，有清风习
习，是天造地设的养生禅地。

“河南（豫西）抗日根据地纪念
馆”所在的徐庄镇旧称马峪川，山幽
壑深，地势险要。仙人谷景区位于省
级森林公园——大熊山森林公园境
内，山体岩块呈纵、横、斜各种节理发
育，形成石林、石柱、石笋、石墩和各
种象形石，攒拥成大小数十座奇峰，
又有高峡平湖荡漾，潭涧溪瀑密集，
春来奇花异草遍布山谷，夏来林荫繁
茂郁郁葱葱，已成为豫西山水生态旅
游新选择。

“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司令
部驻地纪念馆”“河南（豫西）抗日根
据地纪念馆”，当年都是开明人士为
支持抗日腾出的自家宅院。前者为
二进四合院，前后都有出口，便于首
长转移；后者为一进大宅，砖石结构，
宽敞气派。两者都是歇山瓦房、典型

的豫西民居。两个纪念馆，从民间搜
集具有登封特色的旧桌旧椅和抗战
时期的军需用品，复原了当年抗日
指挥部风貌；展室详尽记录日寇侵
华暴行、八路军豫西抗日风云和革
命 先 烈 不 畏 牺 牲 、为 国 图 存 的 事
迹。仅今年以来，省内各级各部门
就组织党员干部 5000 多人，来到登
封三个国防教育基地，开展“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逐渐开辟出一条包括
三个纪念馆、登封抗日县政府、杨林
村抗日军政干校、柏石崖八路军后方
医院等在内的红色旅游线路。从明
清时代陆续建起，房屋几乎全部为山
石垒砌的柏石崖村，2014年还列入第
三批中国传统村落。

走进三个纪念馆，仿佛在豫西抗
日烽烟中穿梭。而走出纪念馆，一山
山，一峰峰，一坡坡，一坎坎，层层叠
叠，峰、涧、林、洞，气象万千，犹如一
屏屏溪谷画廊。随着当地红色旅游
与生态旅游的深入开发，那些住在山
村中的老区父老，静好的岁月日渐富
足，更增添了大家缅怀先烈、珍惜今
天的情感。

凭依青山绿水铭刻红色记忆

河南（豫西）抗日根据地纪念馆

皮定均司令员之子皮效农在八路军豫西
抗日先遣支队司令部驻地纪念馆题词

徐庄仙人谷红色文化展览馆

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司令部驻地纪念馆 天雄寨风光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荥阳市广武镇近年以来的重点工作之一，及时回迁，妥善安置，顺利开启新生活是这项工作开展

以来广武镇政府对群众的承诺。经过几年的统筹建设，广武镇已建设完成四个新型社区，分别是桃花源社区、镇区中心

社区、后王社区、董庄社区。这四个社区是广武镇村民的新家园，更是他们新生活、新希望的开始。

据李政介绍，广武镇的新型社
区除了应有的硬件规划，社区还配
备有综合服务中心、标准化卫生室、
连锁超市、文化活动室、科技文化活
动中心、垃圾中转站、污水处理厂、
幼儿园等一系列生活保障配置，这
些都是标准化配置。每个社区都引
入专业物业管理公司提供物管服
务，确保社区治理水平，保障群众在
社区能舒心、放心、安心地生活。

村民杨先生一家选的自住房屋
在1号楼12楼，是今年6月份董庄社
区分房时选的。看到记者走过来，他

热情地招呼记者进屋，“这房子是
120平方米、三室两厅两卫，南北通
透”。说话间他满脸都是幸福和满
足。记者注意到，他们家的房子非常
敞亮，房屋收拾得非常干净。“我家四
口人，一共分到 200 平方米住房和
32平方米商铺，另外一套是80平方
米，准备简单装修后出租。”

说起新社区，杨先生非常满
意：“这里有专业的物业公司提供
服务，治安、卫生、心情都比之前
好太多了，停车也方便。以前家里
房子盖得缺乏设计，采光不好，冬

天取暖也是大问题，村里的路窄不
好停车，环境卫生、治安都不是很
好，现在太好了，这些问题都不用
再担心了，可以踏踏实实挣钱了。
小区环境非常好，还有羽毛球场
地、儿童活动乐园，以后下班可以
带孩子在院里活动健身了。现在
家里用的是天然气，准备装壁挂锅
炉取暖，洗澡也方便，我爱人说以
后做饭的环境都好多了。”优雅的
环境要配套贴心的服务才算完美
新生活，新生活的开始总是让群众
充满期待。

新家园 新生活 新希望
——荥阳市广武镇新型城镇化建设纪实

本报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余 莹 朱曙光 文/图

规划合理、政府把关、公平分配
新家园品质有保障

在桃花峪村，村民张幸好一家搬进了新家。住进
新房的一家四口高兴地说：“我们的安置房你看多敞
亮，交通便利，小区环境好，规划也好，还配有车库，亲
戚朋友都羡慕得很。”张幸好非常满意的房子就是位于
沿黄快速通道与天伦旅游大道北侧的桃花源社区，是
广武镇建设项目的回迁安置社区，也是广武镇目前建
设完成的四个社区之一。

昨日，记者走进桃花源社区时，还以为是一处中高
档商品楼盘。与想象的回迁安置小区不同的是，这里
的楼栋间距大、规划合理、电梯充足、外观大气美观、小
区里绿化完整、交通便利，和商品房品质无差别。

广武镇分管新社区建设的党委副书记李政告诉记
者，广武镇按照“全域城镇、集聚发展”的思路，牢牢把握
以道路建设为切入点，以社区建设为抓手，以现代产业
体系构建为支撑，全面启动新型城镇化建设。截至目
前，全镇共完成整村征迁及路网征迁20个村3607户，启
动建设社区6个，建设安置房约107.4万平方米，其中4
个社区已建成，建成面积 72.6 万平方米，在建安置房
34.8万平方米，回迁群众 2757户，综合回迁率达 80%。
为了保障群众利益，在引进开发企业时就非常注重实
力，并按照“安置先行”的原则严格执行。建设过程中，
村民代表也全程参与监督，保证了安置小区的品质。

新社区建好了，能不能让群众分到满意房又是摆
在眼前的现实问题。群众无小事，每家每户情况不同、
需求不同。针对这一问题，广武镇的做法是高层、多层
搭配，大、小面积户型协调分配。具体是分房时可进行
两次抓阄，以此实现楼层高低和户型大小搭配的目的，
确保每户都能选到满意的房子。分房过程村民全程监
督，确保公平、公正。新社区分房对群众来说是大事，
广武镇党政领导也十分重视，镇党委书记张佳涛多次
强调要严格执行分房程序，确保分房公平、公正，对违
规操作要严格追究相关责任。分房过程邀请村民全程
监督，关键程序专人录像存档，确保了群众满意和公平
分房。新家园的品质由政府严格把关、村民全程监督，
这不仅仅是为了房屋的质量，更是为以后的新生活提
供了坚实保障。

据了解，广武镇新型社区的门
面房委托专业公司进行统一管理，
收入归社区集体所有，收入资金用
来支付社区物管费用及社区其他
开支，社区居民不需要支付物业管
理费及相关配套服务费用，大大减
轻了群众负担。“村民”变“居民”
后，解决了房子和物业的后顾之
忧，大家也就可以踏实挣钱了，人
们的收入也开始走向了多元化，村
上很多人长期经营工程机械、经营
小生意、外出打工等，整体经济条件
越来越好。新生活催促人们产生新
的希望，新希望的实现需要脚踏实
地的努力，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稳
步向前。

居住环境改善，收入稳步增加，
幸福感越来越强等这些都是广武镇
社区居民们的整体感受。而广武镇
的新社区建设是我省新型城镇化建

设工作和荥阳市打造郑西新城、建
设和美荥阳的一个缩影。

如果要问新型城镇化最关键的
是什么？那就需要考虑到城镇化的
主体人群，就是村民群众。对于这
个问题，广武镇的答案是及时回迁
安置，尽全力缩短群众在外过渡的
时间，尽快让群众搬进新家园，开始
新的生活，追逐新的希望，这才是发
展的意义，才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

下一步，该镇将按照“以建为
主，提升品质，扩大成效”要求，加快
安置房建设步伐。围绕社区建设、
群众回迁两项工作任务，积极稳妥
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步伐，完善
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社区管理
投入力度，强化社区规范化管理，对
村民生活方式转变发挥好引导带动
作用，让村民真正享受到新型城镇
化带来的好处。

负担减轻、收入多元、踏实勤奋
新希望实现靠努力

配套成熟、专业物管、环境优雅
新生活充满新期待

董庄社区群众刚
刚拿到了新房钥匙

董庄社区群众排队选房

桃花源社区近景

董庄社区一角

桃花源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