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占举兄数十年前一人赴焦
打拼，事业有成，既广做善举，
亦多才多艺。其硬笔书法多年
前即斩获全国展赛大奖，毛笔

书法取法高古，深得宋米元章
之韵，点画细腻，行笔沉稳，恬
淡宁静，不失大气，一如唐孙过
庭“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之
语。

——聂海洲（中国书法家
协会会员、山阳区文联副主席）

【名家名作】

张占举（照片由本人提供）

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
jzwbyiyuan@163.com

（本栏作品均由张占举作）

张占举，曾
用名张相，原籍
河南浚县人，现
任河南省酒文化
协会常务副会长
兼秘书长，河南
省书法家协会会
员，焦作市书法
家协会理事，山
阳区书法家协会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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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的故事

1918年，宋学义出生于沁阳市王
曲乡北孔村一个农民家庭。1939年夏
天，21岁的宋学义在济源王屋山讨饭时
饿昏在路旁，被八路军晋豫边抗日游击
队战士救起。从此，宋学义参军走上了
革命道路。

1940年，宋学义被分配到晋察冀
军区第一军分区1团7连2排6班。他
所在的部队驻扎在河北省易县的太行
山区，这里山峦重叠，气势磅礴，是敌后
游击战的理想场所。

1941年9月25日，日伪军约3500
人围攻易县西南的狼牙山地区，企图歼
灭这一地区的八路军和地方党政机
关。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1团
7连奉命掩护党政机关、部队和群众转
移。完成任务撤离时，该连命令2排6
班担任后卫阻击，掩护全连转移。6班
全部成员只有5人，分别是：班长、共产
党员马宝玉，副班长、共产党员葛振林，
战士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这5名勇
士坚定沉着，利用有利地形奋勇还击，
打退日伪军多次进攻，毙敌90多人。
次日，为了不让日伪军发现连队转移的
方向，他们边打边撤，将日伪军引向了
狼牙山棋盘坨峰的峰顶绝路。

日伪军误认为咬住了八路军主力，
随即发起进攻，几十枚山炮一起向山头
轰击，两架飞机也轮番轰炸扫射。刹那
间，6班阵地硝烟滚滚、铁石纷飞、火光
一片。5名勇士临危不惧，英勇阻击，子
弹打光后用石块还击，他们宁死不屈、
义无反顾，最终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
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殉国，
葛振林、宋学义被半山腰的树枝挂住，

幸免于难。
5名勇士的壮举，表现了崇高的爱

国主义、革命的英雄主义和坚贞不屈的
民族气节，被人民群众誉为“狼牙山五
壮士”。晋察冀军区授予三名烈士“模
范荣誉战士”称号，通令嘉奖葛振林、宋
学义，并授予他们“坚决顽强”奖章。

5名勇士跳崖处附近原先叫龙王庙
的小村庄，从5名勇士跳崖以后改为了五
勇村。为了纪念和表彰5位抗日英雄，当
地革命政府在棋盘坨峰的峰顶修建了“狼
牙山三烈士塔”，1959年5月重建，更名为

“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聂荣臻元帅为
纪念塔题词“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
精神。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

英雄回家乡

宋学义跳崖负伤以后，由于身体原
因不能适应部队生活，转业到河北省易
县管头村落了户，后与当地姑娘李桂荣
结了婚。一年后，宋学义带着妻子回到
了老家——沁阳市王曲乡北孔村。

回到家乡的宋学义并未向任何人
提起自己的经历，一直默默无闻地在北
孔村从事农业生产。直到1951年冬
天，时任沁阳县县长的李华馨同志，在
参加中央华北县长会议后带回了寻找
英雄宋学义的任务。

原中共沁阳县委书记张贺兆介绍，
当时他在县民政局民政科工作，听到国
家寻找宋学义的消息，就立即开始查找
残疾军人名单，并且和县政府的一位秘
书到北孔村查证。在北孔村，他们碰到
了从田地务农回来的宋学义，在二人的
追问下，宋学义给他们讲述了狼牙山战
斗经过，还从家里拿出了珍藏十多年的
奖章。宋学义不知道的是，当时“狼牙山
五壮士”已经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张贺兆回到县里，马上向县委作了
汇报。几天后，县政府在北孔村召开了
庆功大会，并对英雄宋学义进行了慰
问。自此，宋学义的英雄事迹才被人们
所知，很快在全县传播开来。

后来，宋学义先后担任村农会主任、
党支部书记，县委、地委委员，省贫协委
员等职位，为家乡的农田水利建设、农业
机械化建设等作出了重要贡献。

红色地名传承红色基因

“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勇事迹被收
录进小学语文课本，后被广为传颂。

英雄们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的英雄
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早
已深深烙在了一代又一代后人的心灵
深处。

我们该如何铭记这笔宝贵的精神
财富？传承红色基因？2001年，宋学
义故居被列为沁阳市文物保护单位；
2008年，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我市以北孔村宋学义
故居为核心，开发了集红色传统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廉洁家风教育为一体
的红色教育基地。2017年，宋学义红
色教育基地被沁阳市委组织部定为

“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基地”；
2019年，被焦作市命名为“市级爱国主
义示范教育基地”“廉政教育基地”。
如今，宋学义红色教育基地被教育部
门定为中小学“红色传承、研学旅行”
素质教育实践基地，定期接待学生参
观学习。

宋学义红色教育基地涵盖故居、纪
念展厅、放映厅、宣誓墙等配套设施，保
留了20世纪50年代典型的豫西北四合
院建筑特色，并通过两个事迹展厅，向
参观者展示老英雄当年视死如归的英
雄壮举，感受英雄精神。

据介绍，宋学义红色教育基地的
两个事迹展厅中，第一展厅主要介绍
了宋学义出生成长的生活经历和如何
走上革命道路，以及狼牙山战斗的详
细过程和“狼牙山五壮士”事迹在当时
广泛的影响力；第二展厅主要介绍宋
学义转业退伍之后，建设家乡北孔村
的故事。通过“牵牛入社”“宋学义带
领村民一边生产一边训练”等真实历
史图片和他不畏艰难带领群众修沟
渠、种苹果树、建砖瓦窑的故事，体现
了宋学义艰苦朴素的奋斗精神和默默
无闻的奉献精神。

红色地名，传承了红色基因，弘扬
了红色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奋勇
向前。近年来，宋学义红色教育基地吸
引了大批省、市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前来
北孔村参观学习，充分发挥了传承红色
基因，发扬红色精神的作用。慕名而来
的游客缅怀先烈，从英雄的故事中汲取
催人奋进的力量，践诺“吾辈当自强”的
坚定信念。

隐姓埋名做农民，感染后代报效
国。对北孔村村民而言，“狼牙山五壮
士”英雄宋学义的故事是一笔宝贵的精
神财富，是每一位村民心头的自豪感和
前行动力，这股红色力量，让北孔村这
片热土在新时代焕发出新活力。

图① 宋学义纪念馆展室一角。
图② 北孔村宋学义故居。
（照片由焦作市民政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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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郊山色郁苍茫，载酒曾过易水阳。壁耸青宵
屏隐现，峰开紫电剑光芒。巍巍燕山高，潇潇易水寒。英
雄五壮士，威震狼牙山。”这首歌颂“狼牙山五壮士”的歌，
深深烙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脑海中。抗日战争时期，为掩护
群众和主力部队撤退，五名勇士毅然决然地把敌人引上了
狼牙山的主峰——棋盘坨的峰顶绝路，最后纵身跳下了万
丈悬崖，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

“狼牙山五壮士”中的宋学义，是出生于沁阳市王曲乡
北孔村的英雄，也是五名勇士中的两名幸存者之一。北孔
村，因英雄而家喻户晓。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北孔村宋学
义故居，感受“狼牙山五壮士”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领略
一个普通小村庄传承红色基因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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