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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六十年代，抗战小说
《平原枪声》风靡全国。在作家李晓
明、韩安庆的笔下，马英、苏建梅、赵振
江以及打入敌人内部的郑敬之等人
物，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多年来，让我始终难忘的是身处
敌营的郑敬之。他牢记使命，克服种
种困难，为地下党组织传递情报、购买
紧缺物品、护送领导和战友过封锁线、
惩治日伪汉奸等，为革命事业作出了
极大的牺牲与贡献。

在焦作市的革命斗争史上，也有
一位郑敬之式的人物，他就是卧底敌
营多年的抗日英雄董学义。

起义，跟党干革命

董学义，沁阳市西万镇西万村
人，1920年10月出生于贫苦农家，从
小给地主家放牛羊，也曾沿街叫卖做
小生意糊口。董学义叫卖时路过本
村学堂，看见富人家的孩子在学堂读
书后十分羡慕，由于无钱上学，他每
次就在学堂外听一会，有时听到入神
处，竟然忘了做生意。一次路过学堂
听课时，董学义被本村自卫团团长常
世元看到，常世元见董学义长相齐
整、聪明伶俐，又爱学习，就让他到家
里帮着干杂活。随着年龄的增长，精
明强干、忠厚正直的董学义受到常世
元的赏识，就让他当贴身警卫，后任
特务连连长。

1940年年初，为了团结抗日，中
共沁阳县委派共产党员尚有明到常世
元部工作，任修械所所长。后来，太岳
二分区敌工科副科长兼晋南敌工站站
长田时风（常世元故交，沁阳县抗日民
主政府首任县长）又选派本村村民田
泽普、田新华下山，打入常部进行统战
策反工作。他们利用同乡、同学的便
利，设法接近常世元与董学义等人，利
用闲聊、谈心、讲故事等，引导常世元
及其部属坚持正义、弃暗投明。

在田泽普等人的影响下，董学义
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就在部队中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吸
引更多人信仰共产党，还利用自己的
身份帮助尚有明等往八路军根据地秘
密运送武器弹药。

1942年10月9日，2000多名日
伪军突然袭击西万村，常世元被害，部

队被摧垮。大敌当前，何去何从？董
学义毅然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带领余
部200多人投奔八路军，在山西省晋
城市衙道村改编为沁阳县抗日大队，
董学义任大队长。

沁阳县抗日大队成立后，按照党
组织的指示，活动在太行山南麓，打
击日伪军。1943年农历正月，董学
义率部跟随太岳军区第18团攻打大
河里尚庄村（今属济源市）。不久，又
与进犯月湖泉的日军作战，保卫了红
色根据地。同年，董学义派班长宋占
奎等骨干下山，连夜急行军20多公
里，围歼驻扎在南作村（今沁阳市西
向镇南作村）的伪军营部，俘敌数十
名，缴获一批枪支弹药。该大队还积
极配合太岳军区部队攻打东岭口、来
岭、马街等日伪据点，给日伪军以致
命打击。

潜伏，为党献忠诚

抗战时期，八路军对投诚的敌伪
人员主要靠做思想工作感化和争取，
未能采取有效的组织措施，埋下了隐
患，加之敌伪策反，一些革命信念不坚
定、意志薄弱者思想上出现动摇。
1943年夏，沁阳县抗日大队先后发生
第3中队赵凤群率部叛变、第1中队王
连喜率部投敌重新为匪、第2中队靳
本华投敌未遂被处决等事件，给豫晋
边区的革命事业造成极大损失。

鉴于沁阳县抗日大队濒临解体的
局面，1943年7月，晋沁敌工站（原晋
南敌工站）将计就计，派董学义带领
20多人以“归顺”的名义下山，打入清
化（1938年日军侵占豫北后，改博爱
县为清化县）日军“弘部”（日军清化警
备司令部，群众称“弘部”），董学义任
清化日军警备司令部便衣队队长兼西
万村自卫团团长。从此，这支20多人
的小分队活跃在豫北沁（阳）博（爱）一
带，名义上是日军便衣队，实际上是共
产党的秘密工作队。董学义按照党组
织的要求，先后除掉叛徒赵风群股匪
及地方反动头目10余名，并在侦探情
报、收拢人员、打击日寇、掩护地下人
员散发传单、帮助护送八路军交通员
过封锁线、为根据地购买紧缺物资等
方面作出了贡献。

董学义在与清化日军周旋的同

时，建立了自己的武装。他与西万村
自卫团副团长宁廷玉商议，加强充实
了该村自卫团，使这支近百人的武装
成为沁北地区的抗日武装。他还利用
自己的特殊身份不断获取情报，打击
日军。1943年12月，在董学义准确
情报的支持下，晋沁敌工站武工队夜
袭博爱东马火车站，击毙日军5人，缴
获步枪5支。1944年春，晋沁公路常
平乡窑头段不断发生劫路杀人事件，
危及群众和根据地过往干部的安全。
董学义挑选田小虫等人在窑头村山口
设立“护路站”，保证根据地过往人员
与货物的安全。同年秋，董学义与博
爱党组织、沁博敌工站秘密配合，组织
突击队员夜袭博爱二十里铺日军稻田
农场特务机关，打死日军8人，缴获长
短枪10余支。

归队，听从党指挥

1945年4月初，遵照毛主席关于
“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指示，太
岳军区在第一次豫北战役之后，又发
动第二次豫北战役。太岳军区二分区
司令员刘忠率第20团、772团3营、分
区骑兵排、山炮连等部队，在击溃孟县
敌伪张伯华部队后，北渡沁河，并于4
月 6日对沁阳日伪李端章部发动猛
攻，收复西向、义庄、西万、赵寨等村
庄。董学义6日率部归队后，立即带
领80多人携步（机）枪90余支（挺）参
加战斗，带队参加攻打紫陵镇、收复尚
庄村的战斗，活捉匪首李正德。至此，
沁河以北东至丹河沿、西至省庄（今属
济源市）约10万人口获得解放。

沁北解放后，董学义所部编入沁
阳县抗日游击大队（后改编为沁河支
队），何明先任大队长，董学义任副大
队长兼第1大队大队长。1945年 4
月，董学义带领部队与太岳军区主力
一起，解放了沁（阳）温（县）孟（县）三
县交界处的广大地区。同年5月19
日，董学义带领部队到晋（城）博（爱）
公路常平路段阻击由山西阳城败退南
下的千余名日军，打死、打伤日军40
余名，夺回牲畜20余头，受到太岳军
区首长的通令嘉奖。1945年6月15
日的《解放日报》刊载消息，对此次战
斗予以报道。

1945年8月11日夜，董学义带领

部队参加解放沁阳柏香镇的战斗，捣
毁敌区公所，歼灭日伪军数十名，为解
放济源城和沁阳城打开了通道。当
月，董学义还率部参加攻打沁阳城外
围水南关的战斗，参加了攻打豫北重
镇的沁阳城战役。董学义身先士卒，
带领部队克难攻坚，圆满完成战斗任
务。1945年11月8日，沁阳人民迎来
第一次解放。

正名，沉冤终昭雪

1945年 12月，根据革命斗争形
势的发展和党组织安排，董学义奉命
去上级党校学习。由于中途情况有
变，次年3月，他携妻带子回到西万
村。当时，群众性的“反奸反霸”运动
在农村展开，由于董学义参加革命后
长期潜伏敌营，穿的是日本军服，骑的
是高头大马，在村里人看来就是汉奸，
因此被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指控为“土
匪头”而关押，后被处死，造成一起人
为的冤案。从此，董学义蒙冤数十年，
也给其亲属、子女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与伤害。

我党历来是有错必改、有错必纠，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沁阳
县委对董学义冤案极为重视，组织民
政、党史、档案等方面的人员成立专案
组，利用几个月时间，南查北调，走访
知情人，按照政策规定对有关线索查
证落实。

1981年9月5日，沁阳县人民政
府根据查证的史实，依据相关政策为
董学义平反昭雪，专门下发《关于为董
学义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其中写
到：“为董学义同志恢复名誉，为其受
株连的亲属、子女恢复名誉，并为和董
学义同志一道工作的所有同志恢复名
誉。”

历史，终于给了卧底英雄董学义
一个公正的评价。

抗日英雄董学义永垂不朽！
图① 1945年5月19日，董学义

带领部队在晋（城）博（爱）公路常平路
段打死、打伤日军 40 余名，受到太岳
军区首长的通令嘉奖。同年6月15日
出版的《解放日报》对此次战斗予以报
道。

图② 董学义的画像。
（吉怀儒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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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接连几日的倒春寒，让大
家感受到了春天的小脾气。时
值仲春时节，气温变化幅度较
大，各种病毒和细菌也蠢蠢欲
动。这一时节，老年人除了适
当春捂预防流感、肺炎等流行
病外，还要特别注意一些养生
要点，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

3月份以来，多变的气温让
73 岁的赵阿姨身体感觉不
适。“刚进入3月时，气温一下
子升高，天气干燥，有干咳的症

状，这几天暖气停了，气温也降
得厉害，又出现鼻塞、流涕的感
冒症状。”赵阿姨说，“天气忽热
忽冷，温差很大，我和老伴都有
点招架不住。”市疾控中心健康
教育所所长张绍均提醒，“春季
气温多变，早晚与中午的温差
较大，冷暖变幻无常，稍不留神
就可能感冒。因此春捂是此节
气要注意的养生要点，不宜过
早脱去御寒的衣物。”

怎么春捂才科学？张绍均

说，要坚持“一不三要”原则，
“一不”就是所有的捂都以不会
出汗为宜。“三要”则是要注意

“上薄下厚”的原则，减衣先减
上衣，再减下装；昼夜温差大于
8℃时要继续捂，以免着凉；日
平均气温在15℃以上且相对
稳定时，要不捂。

民谚有“早春早春，慎防春
瘟”的说法，这一时节万物复
苏，各种病毒和细菌也非常活
跃，容易导致流感、结膜炎、腮

腺炎等流行病的发生，老年人
因身体机能下降、抵抗力差，尤
应格外注意。春天老年人如何
预防流行性疾病？张绍均提
醒，首先要增强自身抵抗力，多
吃蔬菜、水果，多运动，保证充
足睡眠；其次，要勤开窗，保持
室内空气新鲜。在生活起居
上，提倡“夜卧早起”，也就是
说，春季应该晚睡（不超过23
时）早起，以顺应春季白天时间
延长、夜晚缩短的变化，促进人

体之气的生发。在日常锻炼
中，可选择按摩胸腹、捶打腰
背、拍打全身等动作，有利于疏
通全身的气血。在饮食上，要
遵循“少酸增甘”的原则，多食
山药、核桃、菜花、莴笋、黑米、
燕麦、花生、大枣、蛋、奶等食
物，再搭配新鲜的蔬菜、水果。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老年人
可选择在春暖花开的时节参加
踏青活动，调理情志，保持情绪
舒缓，少怒多动。

前几日，居住在解放区新华街
道的刘阿姨因为一次网购，闹得很
不愉快。她在微信直播中看到卖多
功能老花镜的广告，商家宣称功能
很多，并明确告知不满意可以退款，
为了改善视力，她花了近2000元，
和老伴一人买了一副。但收到货
后，发现就是一副普通的老花镜，并
没有“自动变焦”“缓解视疲劳”等功
能，可在退货过程中，经过几番周
折，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商家盯
住了老年人期待健康的迫切心理，
夸大其词宣传，我花钱买了个

‘当’。”刘阿姨说。
除了网购上当，老年人还经常

会在电信诈骗方面栽跟头。居住在
我市山阳区艺新街道的高先生，想
起来春节期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情，仍心有余悸。春节假期，他接到
一个陌生电话，对方称自己是湖南
省的警察，需要高先生协助破案，否
则就会冻结其资产。高先生的儿子
恰好在湖南省长沙市工作，因为疫
情防控的原因，春节没有回来过
年。“会不会是儿子出事了？”高先生
被吓得够呛，他按照该“警察”的指
示，一步步到了银行，幸运的是，最
终在银行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识破骗
局，及时止损。

老年人对电信诈骗的识别能力

差，在接到诈骗电话后，很容易乱了
方寸，在骗子的诱导下上当受骗。
记者近日从我市公安部门发布的反
诈信息中了解到，一些老年人被骗
的金额甚至高达10万元。据我市
一家银行的工作人员介绍，为保护
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2021 年以
来，人行焦作市中心支行、市反诈中
心帮助商业银行建立快速警银联动
反馈机制，各家银行高度重视“防范
和打击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
作”，强化账户全生命周期管理，严
格按照防范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工作要求，加大对可疑账户风险
排查，收到了一定效果。“老年人接
到转账、汇款电话时，一定要慎之又
慎，不可大意，切忌不能把银行卡
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泄露。”该工
作人员提醒。

触网，让老年人体会到了智能
时代的便捷，也承担了一些未知的
上当风险。69岁的杨先生在用手
机上网时，因频繁出现的弹窗广告，
损失了好几百元。杨先生说，弹窗
广告的内容五花八门，有领红包、刷
视频换钱、点击链接赚佣金等，这些
广告让本来就对智能手机使用不熟
练的老年人苦不堪言，稍不注意就
会掉入陷阱。他就是在不经意间，
点击了视频下方的链接，购买了一

个对其并无作用的“会员服务”，导
致微信钱包里的钱被扣掉了好几百
元。

为了防止老年人上当受骗，近
段时间，我市各级各部门针对老年
人防诈骗，进行了多渠道、多种类的
宣传。我市一些社区、派出所警务
室、银行把针对老年人防诈骗当成
一项重点工作，通过老年志愿者巡
回宣传、举办防诈骗知识讲座等形
式，反复多次提醒老年人。在生活
中，老年人如何做才能守住“钱袋
子”？修武县公安局周庄派出所民
警许立中结合当前反诈骗实际情
况，提醒老年人：不轻信网上宣传的

“商品万能”广告，网购时要选择正
规网站，不点击弹窗广告；公检法部
门是国家执法机关，不会使用打电
话的方式进行案件调查及处理，更
不会要求转账汇款；接到以家人、朋
友、同学的身份向你索要财物的电
话、微信、短信，一定要先辨别信息
真伪，不轻易转账汇款；日常生活中
注意保护个人隐私，不泄露银行卡
号、密码等个人信息。

图① 组织老年志愿者学习反
诈骗知识。

图② 老年志愿者进社区宣传
反诈骗知识。

本报记者 梁智玲 摄

近年来，针对老年群体的诈骗时有发
生，五花八门的诈骗套路让许多老年人防
不胜防。织牢“防护网”，为老年群体的权
益护航，是值得每个人关注的社会课题。

从社会层面讲，推动技术创新，加强
联防联动，可帮助老年人远离陷阱。当发
现老年人在短期内手机信息异常、通话异
常、银行账户异常等情况时，相关部门应
给予特别关注，从制度、技术方面着手，为
老年人的财产安全护航。电信网络实名
制、智能识别涉诈账号并及时中止交易等
科技力量，都可以事半功倍地保护老年人
的权益。

走入人生的暮年，对孤独的害怕、对
陪伴的向往、对健康的渴望，成为老年群
体的主要期盼，也容易成为诈骗团伙牟取
非法利益的突破点。子女为老年人提供
坚强的“情感后盾”，也有助于老年人保护

“钱袋子”。在生活中，子女除了向父母多
科普诈骗套路、多聊聊社会动态、多进行
风险提醒，还要关注老年人情感需求、思
想心理状态，增强老年人的自我保护意
识，帮助老年人远离诈骗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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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诈 骗 的 关 键 是 什
么？天上不会掉馅饼，要牢记不贪
心”……近日，老年志愿者在解放
区焦北街道花园街社区进行反诈
宣传时，这句宣传语格外引人注
目。近年来，电信诈骗、街头诈骗、
银行卡诈骗、反洗钱等花式诈骗盯
上了老年人，这些骗局利用老年人
网络知识欠缺、鉴别能力差、有贪
小便宜思想等特点，屡次得逞。又
是一年“3·15”，老年人如何防诈
骗，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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