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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红色热土，英雄辈出。盐都是革命老区，民主革命以来涌现了许多革命烈士，拥有悠久的红色传承和丰富的红色资
源。特别是1928年中共盐城县委成立之后，盐都的革命斗争进入崭新阶段，勤劳勇敢智慧的盐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
红旗，勇往直前，英勇奋斗，争取解放，谱写了一曲曲雄壮激越、感天动地的革命颂歌，为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画卷增添了亮丽色
彩，为盐都大地留下了许多熠熠生辉的红色遗存、荡气回肠的红色故事，也给盐都人民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本报陆续刊登盐
都区百年革命烈士传略，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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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都区百年革命烈士传略（四）

黄炜烈士传略
（1921~1943）

黄炜，原名黄家德，安徽省肥西县官亭乡拐洋村
人。1921 年 10 月 25 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因其父
黄启敬长期在外谋事，以帮闲账房为职业，很少照顾
家庭，主要靠其母亲童孝先操持家务，抚养他兄妹 7
人，生活并不富裕。

黄炜排行老二，因姐妹多，上学很迟，12 岁才入私
塾读书，17 岁考取众新小学。在校期间，他勤奋好学，
喜独立思考，成绩优异并练出一手好字；他性格刚毅，
遇到不合理之事，敢说敢顶，对旧社会普遍存在的以
强凌弱常鸣不平。他同情贫苦，助人为乐，风雪之日，
经常驮幼小同学爬沟越岭。村上有一放牛的穷苦小
孩，无条件入学，他知其求学心切，就利用课余和假
日，教他看书识字。他善良正直的品德，从小就得到
乡亲的好评，称其为好孩子。

日本侵略军攻陷南京后，随即渡江北犯，合肥失
陷，祖国土地被践踏，同胞受蹂躏，加上土匪横行，民
不安生。大别山一带的土匪绑票，将黄炜及其弟黄家
安绑去，残酷毒打，他任打不屈，不讨饶，不承认出钱，
并对其弟说：“打死就算”。后来家里卖了田将他们赎
回。愤怒的火焰在他胸膛燃烧，黄炜暗暗发誓：“不当
亡国奴，坚决走抗日之路。”

1938 年 9 月，黄炜背着父母毅然到霍山县管家渡
参加了我党领导的安徽省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直属第
二十工作团，深入霍邱广大农村，以演唱等形式，宣传
抗日，组织募捐，慰问前方将士。是年秋，黄炜利用回
家探亲之机，动员同学童远久、童立谋等人参加工作
团，投身抗日。

1939 年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
他们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不断制造摩
擦，暗杀抗日志士。大别山区首当其冲。此时，工作
团在霍邱住不下去，即转移到河南的永城、夏邑等地，
坚持抗日活动。不久，工作团奉命解散，一部分团员
秘密转移到我抗日根据地。黄炜在党组织的影响帮助
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被分配在淮北路东地区工作。

1940 年 10 月中旬，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黄炜
于抗大四分校毕业后，随刘少奇率领的干部大队，冲
破层层封锁线，进入盐城，后分在盐城县一区工作。
先后担任大孙庄乡党支部书记、区委委员、区委副书
记、书记等职。

盐城县一区位于盐城南郊，东临串场河，西界冈
沟河，南至沙港河，北达蟒蛇河。下辖 20 个乡、8 个
镇。由于地处城郊，是一长期为国民党牢牢控制的区
域。尤其是日伪以重兵侵占盐城后，在一区中心大孙
庄和丁家垛、耿家伙等地安设据点，妄图一举“伪化”
全区。地方上的汉奸、特务、土匪也纷纷出动、助敌为
恶。为了保存实力，相机打击敌人，区署和区委机关
转移到西南杨家舍。黄炜则在太平乡商家庄、蔡家舍
一带，坚持边区对敌斗争。

黄炜关心群众、尊重群众，善于和贫苦农民交朋
友，深受群众爱戴。

1940 底，黄炜奉命到一区开展工作，他首先专程
到上柴乡拜访了农民刘俊春，还在一次乡的士绅会议
上，请刘俊春讲了话，动员士绅们借钱、借粮，帮助安
排穷苦农民过好春节。他为什么先拜访刘俊春？还得
从他去一区工作之前的 11 月中旬说起。那天上午，一
区上柴乡农民刘俊春和刘保玉进城给人家磨粉，行至
耿家伙，发现军队岗哨，被要求挑马草送至宝塔旁部
队驻地（今市大会堂处）。哪知马草送达后，受到一位
年轻长官的热情接待，招待了午饭，叙谈了家常，临别
时，还给每人挑草工资四角（超过做粉的两天工资）。

他们激动得掉下了热泪。回去逢人就说：“从未听说
过这样好的军队，从未见过这样的好人”。接待他们
的这位好人，就是他们还不知道姓名的黄炜同志。后
来，当他们日夜思念的好人，突然来登门拜访，又如此
器重他，长工伙计出身的刘俊春感慨万分。从此，他
们成了朝夕相处、形影相随的知心朋友，刘俊春成为
黄炜工作上的得力助手。

1941 年春，黄炜等人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借粮、减
租减息、赎田的斗争，一些人谣传：“新四军是红眼睛
绿眉毛”“兔子尾巴长不了”，弄得有些农民群众对我军
心存戒备，不敢接近民运同志。2 月，在地藏寺召开的
乡农救会成立大会上，黄炜先绕会场一周，然后对大家
说：“我是新四军，你们看一看，我是不是红眼睛绿眉
毛？”逗得全场哈哈大笑。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新四军
是我们人民的子弟兵，穷人的大救星”“你们是我们的
知心人。”由于他的工作方法灵活，态度平易近人，很快
得到群众的信任和爱戴，工作也更加顺手了。先后成
立了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发展了党的组织，组织了
自卫队，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也搞得轰轰烈烈。在敌
人对我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时，他发动群众纺纱织布，
实行生产自救，对文化水平低的乡村干部，他教他们识
字、学文化，改进工作方法，为地方培养了一批民运工
作队，使党的组织在群众中生根立足。

黄炜立场坚定，敢于斗争，临危不惧，连续取得对
敌斗争的胜利。1941 年 8 月，在日伪“扫荡”的紧张时
刻，他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原地斗争，夜间常常摸进敌
据点附近的杨家坝、郝家庄向党员周同庆、郝老五了
解敌情，研究对策；去胡家桥拜访上层人士吴顺余、唐
子玉，教育他们保持民族气节。吴唐二人被他的精神
所感动，积极支持抗日。

1941 年秋，太平乡刘伯福伙同沙沟伪军贩卖枪支
弹药，要价每支长枪大麦 10 担，每颗子弹大麦 10 斤。
黄炜得知后，连夜组织伏击，一举缴获长枪 13 支，充实
了我们的武装。

1942 年秋，日伪企图从点到线、再由线到面进行
“清剿”，推行伪化。欲从盐城，经大孙庄、瓦屋庄，至大
冈修筑一条公路。为粉碎敌人这一阴谋，黄炜和区长
谷必成，敌工科长陈少健、铁群等同志商量了对策，率
领 13 人，携带武器，化装混入民工中间，假装筑路，当伪
区长夏维邦（又名夏振亚）与一帮伪军巡查到七花坟附
近时，发起突然袭击，当场击毙了伪军多人，活捉夏维
邦，并将其当众处决，沉重打击了日伪的气焰，使敌人
的筑路计划被迫中止，振奋了群众的斗争情绪。

是年秋，永新乡伪乡长黄贵清，勾结日伪，为非作
歹，欺压群众。黄炜决心拔掉这颗钉子。他和刘俊春
乔装农民群众，脚穿草鞋，深入到敌据点附近伏击。
在黄贵清屋前的桥上与他相遇，当即宣布了他的罪
状，为人民除了一害。

1943 年夏收时节，伪军增调两个连驻守大孙庄据
点，伺机出动抢粮。黄炜坐镇太平乡，密切注意敌人
动向。一天早晨，他得悉伪军要经杨家伙、商家庄，到
徐马庄抢粮，立即布置太平乡民兵加强防卫。自己带
领联防队和县执法队几个同志埋伏在商家庄北的牛耳
头桥附近，出其不意，伏击抢粮敌人。他多次带领民
兵深入敌据点，捉汉奸敌探，扰乱敌人，吓得敌人不敢
轻举妄动，有效地保卫了当地农民的夏收。

是年秋，黄炜臂患肿瘤，疼痛不止，仍夜以继日坚
持工作。8 月 7 日深夜，他托着红肿的左臂，忍着剧痛
在太平乡蔡家舍主持召开乡支部会。12 点钟会议结
束，他和通信员徐广富动身去县委开会。走了半里多
路，感到疼痛难忍，四肢无力，行走困难，就在附近一
群众家住宿休息。第二天一早，伪军出动抢粮，从南、
北两面包围了蔡家舍。黄炜和徐广富立即向西撤退，
至大马沟河吴大保渡口，他们跳上渡船，吴猛力一撑，

船 离 了 岸 。 行 到 河 心 时 ，敌 人 也 追 到 岸 边 ，开 枪 射
击。徐广富跳下河游向对岸，黄炜眼看徐快脱险，自
己不甘被俘，在反击后，纵身跳入河中，因不会游水沉
没水底。为了革命事业和人民利益，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时年 22 岁。

黄炜牺牲后，遗体被安葬在界沟口。县政府于合
陇堆召开追悼大会，林英杰、丁宕之、谷必成合写挽联
一副：“冈沟杀夏贼，一场战斗振奋人心寒敌胆；合陇
吊先驱，满怀惆怅誓酬壮志慰忠魂。”

1946 年春，盐城县区划调整时，县委、县政府为永
久纪念为一区人民利益而先后牺牲的区委书记潘克、
黄炜烈士，决定将一区命名为潘黄区，后更名为潘黄
人民公社，现为盐城市盐都区潘黄街道。1971 年，两
烈士的棺木又迁葬于乡政府所在地——大孙庄以南风
景秀丽的池塘中心的小岛上，建墓立碑，供人祭扫！

朱岐山烈士传略
（1917~1941）

朱岐山，1917 年 6 月 12 日生于涟水县二区姚庄村
（现涟水县前进乡双河村），全家 9 口人，靠耕种 30 多
亩盐碱地过活。

1936 年，朱岐山在家乡马金圩小学毕业后，即随
人往苏州谋生，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了当地抗日
救亡宣传活动。苏州沦陷后，回到家乡。1938 年秋，
又往泰州参加抗日工作。1939 年春，经其舅父朱慕萍
的介绍，参加了涟水民众抗日独立营，在涟西灰墩一
带打游击，不久入党。后来，该部先后改编为八路军
陇海南进支队第八团、八路军——五师南进支队第三
梯队（亦称淮河大队）。在此期间，他先后任班长、排
长等职。1940 年 9 月 1 日，淮河大队被编入八路军五
纵队，10 月，他随五纵队一支队南下到盐城。先后任
盐城县政府警卫连政治指导员、二区区中队队长、县
总队第四大队大队长、十三区区长等职。1941 年 7 月
底，不幸在大冈被捕，8 月初，牺牲于龙冈。

1939 年春，在我党的领导下，涟水县人民抗日爱国
运动已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在这样的形势下，结婚
才 8 天的朱岐山，于 4 月 3 日带领家乡 10 多名青年和自
筹的几支步枪，参加了涟水民众抗日独立营，转战在灰
墩一带。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虽偶尔回家一、两
趟，但都是拿点日用品就走，从不在家过宿。其妻朱会
梅曾劝他说：“看你苦成这样子，叫人怪担心的，还是回
来吧！”他却笑笑说：“为了穷人翻身，再苦我也不怕”。
1940 年 9 月 25 日，朱岐山再次回到了家，一进门就告诉
朱会梅，他要和八路军一起南下，其妻一听说是回来告
别的，便赶紧向邻居家借了一碗面，烧点饭让他吃。朱
会梅问他：“你走了，家里怎么办？”朱岐山边吃边说：

“你照应好爹妈，等赶走了鬼子，我们会团圆的。”吃过
饭，他拿了点日用品，又匆匆赶回部队去了。

1940 年 10 月 15 日，盐城县民主政府成立。当时，
有不少溃散的韩德勤部队与土匪相勾结，危害地方。
为了维持地方治安、保卫民主政权，朱岐山被任命为盐
城县警卫连政治指导员。他在做好警卫县政府工作的
同时，派出部分军事干部，配合县城周围的几个区，积
极收编地方上的旧式武装，主要是地主武装、土匪武装
和国民党部队的散兵游勇，以组成新的抗日队伍。12
月，盐城县大队成立，朱岐山担任了二连指导员。

1941 年 1 月 29 日，朱岐山调盐城县二区区中队任
队长。到任后，他积极扩建地方武装，伍佑东面的洼
滩一带，驻有一股从东台哗变出来的国民党士兵，朱
岐山得知这一情况后，一面与盐城抗大学生队联系，
请求支援；一面带领区中队的十几名队员，直扑洼滩，
他们在一座大圩子下埋伏好后，朱大吼一声：“同志们
冲啊！”接着是一阵排枪。圩子里的溃兵大声叫喊：

“不要打了，快派人来谈判”。朱便派了一名队员过去
谈判。溃兵愿意接受我们的改编，朱令队员们卸下了
他们的枪栓，将他们带到伍佑。这时，抗大学生队也
赶到了，就在大王庙召开了欢迎大会，正式收编了这
股武装。

二区地处海边，人烟稀少。国民党的溃兵与海
匪、地痞，相互勾结，啸聚一起，沆瀣一气，荼毒人民，
搞得人心惶惶。朱岐山和唐齐贤经常带领民运工作
队，深入各乡，发动群众，查捕土匪。他在泰和公司洼
滩分公司一带，逮捕了几个土匪，在板土地、黄坝等
地，分别召开了群众大会，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土匪头
子。1941 年 6 月初，朱岐山升任盐城县抗日自卫总队
第四大队大队长后，仍亲自带领队员捕捉土匪。一
次，他们从降福乡抓到了 5 名土匪。在伍佑开公审大
会时，降福乡有几十名老人和妇女受土匪亲属的拜
托，来跪地求情，大会主持人唐小石有点犹豫，会场上
出现了骚动现象。这时，只见朱岐山霍地站了起来，
大声说：“今天，我们政府办坏人，你们为什么还求
情？这几个人如果杀错了，砍我的头！”说着用手在自
己的颈项处用劲地比划了一下。当即命令警卫人员将
5 名土匪拉出去枪决。这一行动，大煞了土匪的嚣张
气焰，使漏网的土匪惶惶不可终日。一次，伍佑有两
个土匪，由于分赃不均，争执起来。一个土匪讲：“我
不会欺你，如果欺你，就让我遇到朱岐山！”对土匪来
说，一听到朱岐山的名字，真可谓闻风丧胆。

朱岐山很善于做群众工作，每到一地，一住下来
就要求队员访贫问苦，进行抗日宣传，他还亲自向群
众教唱了“一条扁担，两筐炸弹，敌人不投降，就把他
炸烂”等歌曲。朱岐山对干部要求很严格。1941 年 5
月，在他代理二区区长期间，召开了一次乡长会议。
中舍有个乡长不识字，凡事都带着一个姓陈的士绅。
会上，朱发现了这个士绅，便客气地说：“今天开的是
乡长会，不是士绅会，请你出去。”这个士绅走后，他把
那个乡长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我们每个干部，都
要学会自己做工作，凡事求人，就会被人家牵着鼻子
走。”就这样，在不长的时间里，他就培养了李月顺等
五六名干部。后来，这些干部相继被县政府选去。

1941 年 7 月初，朱岐山调任十三区区长。为了做
好反对日伪军扫荡的准备，一到职，他就积极扩大区
中队，镇压了一批土匪。盐城沦陷后，大冈镇成了敌
我双方拉锯的地区之一。朱岐山带领区里的部分同
志，转战在镇东北部的农村。7 月底，为了摸清敌情，
稳定人心，他和区委委员艾侠及通信员“二侉子”来到
镇上一家客栈。谁知，一个被镇压的土匪家属，与驻
龙冈伪军早有勾结，时时刺探朱岐山的行踪。朱岐山
等一到客栈，这家伙就派人向伪军报信。伪 32 师特务
营接信后，立即派郏恒勇带领耿德胜、王开全、李士
杰、陆传如等伪军，身穿便衣，直扑这家客栈。担任警
戒的“二侉子”，发现情况，忙鸣枪报警，可惜是一颗哑
弹，未及打第二枪就被敌一枪打死。朱岐山和艾侠听
到枪声，迅速向外突围，其时，朱岐山不幸负伤被俘。
敌人用铁丝穿其锁骨后，将其押至龙冈。任凭敌人严
刑拷打，朱始终坚贞不屈。担任主审的伪军法处长杨
作舟束手无策，伪师长徐绍南亲自出马，同样遭到朱
岐山的严词斥责。敌人技穷，于 8 月初的一天夜里，秘
密将朱岐山活埋于凤凰桥南端西河滩上。

为了纪念朱岐山烈士，中共盐城县第二区委员会
（原十三区），于 1942 年在茆庄的福慧庵，以“转祭”的
形式，举行了追悼大会，区委书记胡特庸宣布：经县批
准，从丰乐、勤稼、紫阳三乡中划出 10 个村，新建一个
乡，命名为歧山乡（今大冈镇歧山村）。1943 年，阜宁
县芦蒲新四军阵亡将士纪念塔落成，在盐城县牺牲的
地方干部的墓碑上，刻上了朱岐山烈士的名字。

（来源：区委党史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