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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胜利多年墨田耕耘，善画葡萄。他
笔下的葡萄晶莹剔透，色彩新颖藤蔓阴
翠，方艳圆绽，充满生机，形成了独特的个
人画风。李胜利从中国画诸家画派中，用
宏取精，兼岭南、海派二宗之神秀、富丽于
笔端，既博采众长，又坚持外师造化，推陈
出新，卓然自立，形成独特鲜明的画风。
他的花鸟画色彩艳丽，但艳而不俗，处处
洋溢着勃勃生机，同时又不失文人之气。

——郑清珍（登云云台画院副院长、
焦作市微电影协会副主席、山阳区电影电
视家协会主席、焦作市美术家协会会员、
焦作市书法家协会会员）

【名家名作】

李胜利，1953年5月生，党
员。现为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
会员、中国老年书画家协会会
员、河南省花鸟画协会会员、焦
作市美术家协会会员、焦作市
解放区老年书画研究会会长；
焦作广电书画院副院长兼秘书
长。经常参加中国老年书画和
河南省书画展，多次荣获第四
届全国老年大赛王義之书画一
等奖和风范奖；中国老年三十
省市书画大赛获二等奖；沿黄
九省区第三、四届书画大赛中
入展并获奖；中益老龄事业发
展中心命名爱心奉献者等，是
上海海派画家周国华(梅若)老
师的学生。

【专家点评】

李胜利（照片由本人提供）

（本栏作品均由李胜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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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晨晓图（国画） 李弘林 作

春风拂面（国画） 郑清珍 作
书 法 毋 立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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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段村，位于武

陟县谢旗营镇，别看村不大，

却有着光荣历史，它曾被称

为豫北地区的红色堡垒，曾

是中共修获武抗日民主政府

所在地，如今这里已成为红

色教育基地，被认定为河南

省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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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修获武抗日民主政府旧址

北大段村位于武陟县谢旗营镇东
北部，明万历《武陟志》称其为大段。
相传，明初迁民到此实行分段耕田，侯
氏家族分得古河道旁一大段土地耕
作，人口多了成为村落，得名大段。明
末清初分为南北两村，清道光九年（公
元1829年）正式命名为北大段村。

走在北大段村，村民们会自豪地
告诉你，这里是中共修获武抗日民主
政府的旧址。

据修获武原县委书记、县长梁心
明在回忆类文章《忆修获武县的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中介绍，修（武）、获
（嘉）、武（陟）县于1944年5月开辟，
1945年2月成立抗日民主县政府，活
动与管辖范围是：道清铁路以南，修陟
公路以东，平汉铁路以西，黄河以北。
1949年撤销。

中共修获武抗日民主政府旧址的
前身是一座教堂。2020年7月，该村
投资30多万元进行整修，整修后的抗
日民主政府旧址占地面积 850平方
米，建筑面积260平方米，共分为人物
介绍、红色印记、红色党校、组织架构、
集中宣誓五个区域。

这里展出有修获武人民英勇抗日
时用过的战刀、马灯、军号等，这些老
物件无声地诉说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抗日军民同日寇进行的一次又一
次的斗争，书写了一首又一首可歌可
泣的抗战诗篇。

抗日民主政府为何建在这里

北大段村，当时这个仅有100多
户、全村不足500人的小村庄，为什么
会成为中共修获武抗日民主政府所在
地？究其原因，还得从抗日战争的历
史说起。

武陟县商业局原局长、武陟县地
名专家委员会成员张祖功，生前曾撰
文《抗日民主县政府 言何曾在北大
段》，文中道出了其中的原因。

在抗日战争期间，修获武县原为
修获武地区，地处原来的修武、获嘉、
武陟三个县的交界地带，这里远离三
个县的县城，俗话叫“三不管”地区。
包括修武县的郇封镇，获嘉县的中和
镇、徐营镇，武陟县的谢旗营镇以及乔
庙、圪垱店等周边地区的150多个自
然村。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开辟敌后
根据地，受党组织的派遣，中共地下党
员梁心明以教书为名，在这一地区从
事党的地下工作，宣传党的政策，组织
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建立抗日革
命根据地。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到最困难
时期。驻扎在华北地区的日军，一方
面对敌后根据地进行残酷的烧、杀、
抢，一方面又纠结重兵对太行山革命
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大扫荡。为了打击
日寇的嚣张气焰，减轻太行山根据地

的压力，进一步坚定广大军民抗战到
底的信心，太行南区党委先后派遣车
国士、洪波、吴成才、马运来等同志深
入到修获武地区，了解敌情、发动群
众、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并以梁心明
为首组建了南援武装工作队，坚持开
展敌后斗争，伺机打击敌人，支持和配
合敌后根据地进行反扫荡斗争。

中共修获武地区党组织和区武工
队建立后，经过慎重选择，把集中活动
地点和办公地点选在了北大段村。原
因有四点：一是北大段村地处武陟县
东北部的边缘，东临获嘉县（现归新乡
市管辖），北临修武县，位于修获武地
区的中心地带；二是北大段村远离日
寇据点，当时日寇在修武郇封，获嘉中
和、徐营，武陟谢旗营、程封等村都设
立有据点，北大段村是日伪军控制薄
弱的地带，有利于组织抗日斗争活动
的开展；三是北大段村有一处英国人
建造的天主教堂，以教堂作为掩护，有
利于区委和区武工队在这里召开会
议，秘密进行抗日活动；四是北大段村
村小、人少，绝大多数都是贫苦出身的
农民，有一部分青年曾到过陕北和太
行山革命根据地，接受过革命思想的
洗礼，群众基础较好。因此，在这个村
办公和活动，相对安全可靠。

书写一段可歌可泣的抗日诗篇

张祖功在文章中透露，中共修获
武地区党组织在北大段村办公后，多
次组织区武工队和民兵自卫队截敌
车、炸炮楼、围歼日伪兵，打得敌人晕
头转向，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
的革命热情，坚定了广大军民抗战到
底的信心和决心，影响了修获武地区
的抗战形势，成为太南地区抗日根据
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共修获武区委的领导下，北
大段村还率先成立了农会、妇救会、儿
童团以及民兵自卫队等抗日群众组
织，使北大段村成了修获武地区抗日
斗争的红色堡垒。

1945年年初，抗日战争进入全面
反攻阶段。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

胜利，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根据太行
第七地委的指示，于1945年 2月 15
日，在修获武地区建立了中共修获武
抗日民主政府，下设五个行政区。其
中一区、二区，由获嘉县管辖；四区由
修武县管辖；三区、五区，由武陟县管
辖。

县政府建立后，由梁心明任中共
修获武县委书记兼县长，负责组织和
领导该地区的抗日斗争。

中共修获武抗日民主政府刚刚建
立时，其驻地曾设在获嘉县徐营村，可
徐营村曾是日寇设立的一个据点，伪
自卫团的一个中队刚刚被打垮，情况
很复杂。还有盘踞在获嘉县城的日寇
小分队和伪自卫队勾结在一起，不断
到徐营村进行骚扰和偷袭。抗日民主
政府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县委、政府
机关的工作人员时时都面临着危险。

为了确保县委、县政府领导机关
的安全，避免给机关工作人员造成危
险，政府机关就移至北大段村的教堂
内。在这里，曾召开过无数次党的秘
密会议；在这里，曾研究和部署过一次
又一次的对敌斗争；在这里，曾欢送过
一批又一批的革命青年走上抗日战
场；在这里，曾救护过一个又一个八路
军的伤员，使他们重返抗日前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
投降后，中共修获武县委、县政府在北
大段村召开抗战胜利庆祝大会。

至今，在北大段村中共修获武抗
日民主政府办公旧址上的墙壁上，仍
留有许许多多弹痕，见证了修获武地
区在抗日战争中的硝烟烽火，记录了
英雄的北大段村民为抗战作出的不朽
功绩。

如今，中共修获武抗日民主政府
旧址已成为红色教育基地，一些企事
业单位的党员干部经常来此学习红色
历史，传承红色精神，接受红色教育。

图① 中共修获武抗日民主政府
旧址。

图② 中共修获武抗日民主政府
旧址外景。

（图片由武陟县民政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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