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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梁智玲

许
河
村

许河村是中站区龙翔街道

的一个村庄，位于中站区北部的太

行山中。该村南北有两个大岭，村

中有一条蜿蜒崎岖的季节性石河，

南岭、北岭隔河相望，地势十分险

要。据史料记载，该村因“许”姓最

早居于此而得名。然而，就在这个

不起眼的小山村里，1938年却发生

过一件震惊全国的事件——“许河

事件”。许河村，也因此闻名全国。

不久前的一天，记者在市民政

局、中站区民政局相关工作人员的

帮助下来到许河村，倾听历史的回

响，从珍贵的红色碎片中，寻找不能

忘却的革命精神。

1982年11月20日，焦作市人
民政府公布“许河事件”发生地为
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 8
月1日，焦作市人民政府在“许河事
件”发生地立“许河事件”纪念碑。
这里已成为人们缅怀先烈、传承红
色基因的教育示范基地。

回望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倍
感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太行
山一带革命烽火的主要策源地，我
市红色资源丰富，6个县（市、区）均

被国家有关部门确认为革命老区，
52个乡镇为红色老区，9个县（市、
区）被划入首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晋冀豫片区。近年来，市委组织
部、市委党史研究室等部门联合发
文，公布了我市首批50个红色资源
旅游访问点，分党政旧址·燎原之
火、革命遗址·铭记历史、缅怀先
烈·赤胆忠心、睹物忆事·永垂青
史、爱国教育·碧血丹心、鞠躬尽
瘁·浩气长存六大类。“许河事件”

纪念地被列入“革命遗址·铭记历
史”大类之中。

红色地名，承载着红色精神，
讲述着不能忘却的历史记忆。80
多年过去了，许河村，这个在山坳
中的安静的小村庄，一直在默默守
护着烈士英魂。这个被烈士鲜血
染红的村庄，用实物、实景、实事，
传承着中华儿女刻在骨子里的红
色基因。

●修武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

1938年初，焦作沦陷。中共北
方局指示在焦作工作的中共豫北
特委委员程明升同志，“留在焦作
附近，开展游击战争，组织敌后政
权，负责领导修武县、获嘉县、博爱
县、济源县一带的党政军工作”。

1938年3月，成立了修武县人
民抗日民主政府，国民党河南省政
府委任程明升为县长。为进一步
发展壮大抗日武装，活动在焦作一
带的几支抗日武装统一整编，组成
了八路军第129师晋东南抗日独立
游击支队第二大队（以下简称二大
队）。汪家道任大队长，程明升任

政委，刘聚奎任政治部副主任（无
主任）。下设 3 个营，共 1000 多
人。程明升依靠该武装，坚持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抗日区、村政
权和群众团体，在道清铁路南北建
立6个区政权。

这是抗战初期，在国共合作条
件下，由中国共产党员领导、各界
人士参加的敌后抗日民主政权，也
是河南省第一个抗日县政府。

程明升执行党的减租减息政
策、征收救国捐等抗日活动，得到
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也引起豪绅的
强烈不满，他们联名向程潜（国民

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政
府主席）告状，要求撤销程明升的
县长职务。当时，国民党河南省第
四行政督察署专员郭仲隗，对程明
升的抗日行为也极为不满，几次派
人到修武县政府，让程明升将抗日
武装交出来，气焰十分嚣张。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为顾全抗
日大局，程明升在修武的里外窑召
开紧急会议，决定放弃地方政权，
率部转移外地，继续坚持抗日斗
争。经组织研究，决定西去博爱开
展抗日斗争。

●“许河事件”发生

1938年12月3日，汪家道、程
明升等率领二大队由里外窑出发，
向博爱县转移，当晚宿营于麦秸河
村（距许河村约两公里）。

许河村四面环山，地势十分险
要。如果控制了村南北的两道山
岭，即可切断石河东西来往的道
路。二大队西进博爱县，因南路被
日军侵占，故此路是必经之道。郭
仲隗得知二大队向西开进的消息
后，立即调集人员赶到许河村，控
制南北山岭高地，抢修工事，设伏
袭击。

1938年 12月 4日清晨，二大
队到达许河村东的一条山谷中时，
遭到了早已埋伏在那里的、郭仲隗
带领的两个团反动武装的包围和
阻拦。刘聚奎先后三次与对方交
涉，历时2个多小时，讲统一战线共
同抗战的道理，希望他们以民族大
义为重，放我军西去抗日，但均遭
到拒绝。此时，二大队指战员在山
谷中组织部队高唱“中国人不打中
国人，枪口对外打日本”“共产党、
国民党，两党合作不会亡”等抗日
歌曲，慷慨激昂的歌声震撼着群
山，希望国军能以民族大义为重，
共同团结抗日。

就在刘聚奎准备再去交涉时，
只听“啪”的一声枪响，国民党反动
派不仅丝毫没有受到感动，还突然
向我军开火。我军在极为不利的
条件下，被迫奋起反击。战斗自午
前打到午后，非常激烈，两山相夹
之石河滩变成一片火海。国民党

军因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二
大队在山谷河漕中既无屏障，又无
掩护，加以众寡悬殊等多种原因伤
亡惨重，牺牲30多人，受伤、失散
500多人，损失枪支100余支。经
过3个多小时的浴血奋战，我军终
于杀出一条血路，向东突出重围，
宣告国民党反动派企图一举消灭
焦作一带抗日武装的阴谋彻底破
产。

“许河事件”是抗战初期国民
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掀起反共高潮的最早事件之一，严
重破坏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许
河事件”发生后，修武县抗日民主
政府被挤垮，焦作一带的革命形势

严重恶化。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
总司令彭德怀立即向国民党当局
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追究破坏国共
合作，蓄意制造摩擦的责任者。彭
德怀还发表了题为《摩擦从何而
来》的文章，严厉痛斥国民党反动
派破坏国共合作，同室操戈的倒行
逆施行为。焦作群众代表和各党
派爱国人士纷纷到国民党河南省
党部、省政府请愿。国民党当局向
我方致歉，并免去了郭仲隗的职
务。

“许河事件”发生后，许多群众
和开明士绅没有被吓倒，他们跟随
八路军游击队上了太行山，走上了
革命的道路。

●历史永远铭记

图① “许河事件”纪念碑。
图② 群众自发缅怀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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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泉勤奋好学，酷爱书法艺术，上宗汉、
魏、晋，潜心临习古代名家碑帖，数十年如一
日，笔耕不辍，尤其擅长行、草书体。其书作龙
飞凤舞，酣畅淋漓，细微处也相当精巧，让观者
赏心悦目。

——王长喜（河南省书协会员、焦作市书
协理事、中站区老年书画研究会会长）

【名家名作】

刘绍泉（照片由本人提供）

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jzwbyiyuan@163.com

（本栏作品均由刘绍泉作）

刘绍泉，1951年出生，

博爱县人，曾就职于焦作

起重公司，曾任企业内部

刊物《焦作起重报》总编

辑。现任焦作市书协会

员、河南省书协会友、焦作

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

曾多次参加过省、市举办

的各种书画展，获得过中

韩书画创作艺术奖、全国

三十省市老年书画展不同

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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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一世历风雨（国画） 公丕炎 作

平湖翠峰（国画） 张宏林 作

溪山幽居图（国画） 赵新生 作

独钓图（漫画） 芦泰斌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