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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相宜
通讯员郑乃谦）随着今天（11
月4日）焦作日报·晚报版《红
色磨石坡》专刊的推出，我市
第一张由村级公益组织“韩秩
吾烈士纪念馆”与本报联合策
划出版的党报专刊，同广大读
者见面了。韩秩吾烈士或许没
想到家乡磨石坡的乡亲，如今
继承了他的事业。

焦作教育界、新闻界的
革命先驱韩秩吾烈士，1903
年出生于修武县西村乡磨石
坡村，原名韩天叙，曾先后担
任开封扶轮小学和焦作扶轮
小学校长。他掩护共产党员
在校任教，并加入中国共产
党，在学校成立党支部。他

积极推荐中共太南特委委员
程明升担任修武县抗日民主
政府县长，使得该政权成为
河南省第一个由共产党人领
导的县级抗日政权。1940
年，他被调到华北新华日报
社，先后担任材料科科长、总
务科科长，在1942年“反扫
荡”斗争中英勇牺牲。

作为韩秩吾烈士的侄
孙，韩满常多年来致力于韩
秩吾烈士纪念馆的筹建，于
2021年 6月自筹资金建成
了韩秩吾烈士纪念馆，一年
时间接待社会各界人士上百
批近千人次，学习强国等媒
体多次报道。

为进一步传承红色文

化、赓续红色基因，教育下一
代继承革命先烈遗志，努力
学习，认真工作，成为有益于
国家和人民的栋梁之才，韩
满常号召全村乡亲和亲朋好
友集资55万元，启动了占地
370平方米、建筑面积760平
方米的纪念馆改扩建工程。

近日，在工程即将竣工
之际，韩满常代表韩秩吾烈士
纪念馆，决定与本报联合推出
《红色磨石坡》专刊，作为韩秩
吾后人和众位乡亲献给第23
个中国记者节的一份礼物。

谈及出版党报专刊《红
色磨石坡》的初衷，韩满常
说：“一为纪念革命先驱韩秩
吾烈士，加强革命传统教育，

造福子孙后代；二为扩大韩
秩吾烈士纪念馆的影响力，
把纪念馆办成修武县最大的
红色抗战史教育基地，让磨
石坡成为‘红色西村革命教
育基地第一站’；三是把纪念
馆作为红色文化展示平台，
在开展红色教育的同时，打
造红色文旅系列产品，给山
区百姓发展红色旅游，推销
红薯、红果、柿子等红色农产
品建立一个稳定、畅通的销
售通道。”

焦作日报社党委书记、
社长王爱军对磨石坡乡亲参
与策划出版党报专刊《红色
磨石坡》给予高度评价，他
说：“老区人民不但对中国革
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对党报
党刊也充满了深厚感情。他
们亲手参与策划出版党报专
刊，传承红色文化，赓续红色
基因，发展红色文旅，以高涨
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奋斗精神，值
得全社会大力弘扬，党报党
媒理应大力支持！”

左图 本社党委书记、
社长王爱军（中）与修武县西
村乡磨石坡村韩秩吾烈士纪
念馆馆长韩满常（右二）、馆长
助理赵继忠（右一）、文化顾问
郑乃谦（左二）等人合影。
本报记者 刘 峰 摄

韩秩吾，1903年出生于磨石坡
村，原名韩天叙。始读私塾，后到修
武县第一完全小学就读。1925年，
河南省立第五师范学校毕业后，即
到修武县第一完全小学任教。同年
加入中国国民党，与同仁组织国民
党县党部并担任执行委员。两年后
被河南省党部任命为豫北特派员，
负责道清铁路沿线的纪律督查，期
间做了许多革命工作，如声援上海
工人的罢工斗争、支持焦作煤矿工
人的罢工斗争、驱逐修武县反动的
教育局局长吴叶堂等。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
变后，韩秩吾就与国民党左派站在
一起，利用其合法身份掩护转入地
下活动的共产党员，并和国民党右
派进行斗争。1929年，韩秩吾因遭
到迫害被迫流亡北平，到香山慈幼
院图书馆工作。在那里他阅读了大
量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开始
萌发了共产主义思想。

1933年，韩秩吾担任开封扶轮
小学校长。夏末任焦作扶轮小学校
长，他延聘共产党员在校任教。在
他的掩护下，学校很快建立了中共
党支部，开展党的活动，领导抗日救
亡运动。是年，党组织派李长青（即
李耀先）来焦作担任党的领导工作。

1934年经扶轮小学党支部研究
同意，李长青批准，韩秩吾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从一个富有正义感的爱
国之士，成长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
士。

“七七”事变后，韩秩吾把学校
工作交给助手，自己全力投身抗日
斗争。焦作扶轮小学停止正课，改
上战时课，向学生讲授政治时事、统
一战线、游击战争等课程，宣传共产
党的抗日政策，扩大了党的影响。
与此同时。他还随时随地动员广大
青年参加抗日斗争，走上革命道路。

郑乃谦 整理

卢军平，男，1959 年
3 月 14 日出生于河南省
修武县西村公社西岸村。
1978 年 12 月入伍。曾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参
谋部作战部香港澳门驻
军事务办公室副师职参
谋，大校军衔。2007 年 1
月至2008年1月，任中国
人民解放军海军上海保
障基地副司令员。2008年
2 月至 2014 年 5 月，任总
参谋部作战部港澳驻军
事务办公室副师职参谋。

2014年5月，按照军
队规定退休。

采摘园

韩秩吾烈士纪念馆改扩建工程竣工在即，韩满常（左）同
文化顾问郑乃谦（右）商议纪念馆开馆前的宣传报道事
宜。 本报记者 李相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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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焦作小延安”“修武红旗渠”于一身——

本报记者 李相宜 本报通讯员 郑乃谦

11月2日5时许，修武县西村乡磨
石坡村。

老党员韩满常，照常披衣起床，来到
村子北头的韩秩吾烈士纪念馆改扩建工
地，借着昏暗的灯光四处巡视着。

“老韩，还是睡不着啊？”身后传来了
同样早起的同村老党员赵继忠的声音。
老哥俩心里揣着同一件事：即将竣工的
纪念馆改扩建工程。疫情之下，工程不
能停，因为形势不等人啊。

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延
安和河南安阳考察时的讲话发表后，这
老哥俩就来到邻村找到纪念馆的文化顾
问、西村的老党员、焦作政协特约文史专
员郑乃谦，一起把讲话精神反复学习了
好几遍，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心：改扩建
韩秩吾烈士纪念馆，打造“红色西村革命
教育基地第一站”的想法对着呢！

日前，记者来到韩秩吾纪念馆改扩
建工地，实地采访了这三位热心的老党
员——韩满常、赵继忠、郑乃谦。

作为革命烈士韩秩吾的侄孙，韩满
常多年来致力于韩秩吾烈士纪念馆的筹
建。为进一步传承红色文化、赓续红色
基因、发展红色文旅产业，韩满常号召全
村乡亲和亲朋好友集资55万元，启动了
建筑面积760平方米的纪念馆改扩建工
程。历经半年时间后，工程即将竣工。

郑乃谦说，西村既有“焦作小延安”
的历史地位，又有“修武红旗渠”的精神
丰碑，拥有十分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理
应得到充分开发利用。

磨石坡村地理位置优越，地灵人杰，
把韩秩吾烈士纪念馆扩建成“红色西村革
命教育基地第一站”，对全市人民进一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延安和河
南安阳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脚踏实地
发扬“延安精神”和“红旗渠精神”，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根据郑乃谦提供的史料，记者把“焦
作小延安”和“修武红旗渠”的来历分述
如下：

“焦作小延安”的历史形成

1938年2月18日，修武县城沦陷。
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指示太南特委
委员程明升在修武山区建立根据地。3
月，中共修武中心县委成立，程明升担任
书记，机关驻地在黑岩村。9月，修武中
心县委升格为修博武中心县委，领导修
武（辖焦作镇）、博爱、武陟三县党的工
作。小庄支部的赵玉秘密到延安执行任
务，赵明到山西武乡参加北方局召开的
晋冀豫边区党的代表大会。

县城沦陷前夕国民党军政人员逃

离，多支抗日武装云集西村，成立抗日政
府迫在眉睫。1938年4月初在大东村
召开社会各界代表大会，宣布修武县抗
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选举程明升为县
长。我党领导的河南省第一个县级抗日
政权，从此在南太行掀起了抗日救亡运
动的高潮。

各村建立起了农会、民兵、妇救会、
儿童团等群众团体，积极配合抗战救亡
运动。

位于西村和孟泉村的豫北公学、民
运干部训练班，为党政军机构培养出了
一批急需人才。

党政军民学，齐心来抗战。抗日救
亡的大旗高高飘扬在太行山麓、山门河
畔，西村成了晋东南根据地和道清铁路
之间的一座红色桥头堡。

战争岁月里，仅有5000人的西村乡
逾千人参军参战，并涌现出众多英烈人
物，其中不乏父子英雄、叔侄英雄、兄弟
英雄、兄妹英雄、夫妻英雄。全乡有200
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2019年5月4日，郑乃谦撰写的《西
村，焦作的小延安》一文，在今日头条和
人民视点同时发表，“焦作小延安”这个
提法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修武红旗渠”的精神丰碑

西村十年九旱，耕地无法灌溉，人畜
饮水更难。1969年年初，公社党委决定
在青龙洞峡谷筑坝截流，修渠引水。当
年3月19日，工程正式开工。

塌山崖是一段高约100米的绝壁，
民工身拴大绳从崖顶溜下60多米开凿
炮眼，炸出立足点。坚硬的岩石上，打一
钎下去只留一个白点。庄稼汉以蚂蚁啃
骨头的毅力，硬是一锤一钎地开凿出数
百米渠基来。时任新乡地委负责人胡绍

华视察工地后，欣然挥笔命名：革命渠。
老龙湾渡槽距河底47米，主拱跨度

14米。背料组民工扛起50余公斤重的石
头、砂子，都是一溜小跑冲上工作面。
1970年9月下旬，渡槽提前两天架成。这
是西村人自己设计建造的首座渡槽，为修
建规模更大的柿园大桥提供了宝贵经验。

1974年10月，青龙洞水利项目主
要工程竣工，配套项目仍如火如荼进行
中。全部工程简要数据如下：石砌拱形
拦河坝高35米，顶长58米，库容近40万
立方米。总干渠长23公里，支渠总长41
公里。山洞四座，总长600余米。渡槽4
座，总长 460 米。翻水洞一座，长 90
米。小型水电站一处，共修建蓄水池30
多个。累计开挖土石方76万立方米，砌
石6.8万立方米。十几个村庄解决了人
畜饮水问题，两个村的耕地变成了水浇
地，6个村的部分耕地也可灌溉。老龙
湾水电站，给田坪大队送去了光明和动
力。高耸的拦河坝，横跨峡谷的大桥，是
红旗渠精神的在修武山区的现实写照！

2014年初，郑乃谦开始收集资料，
一年多后写成报告文学《荡气回肠创业
歌》，记录了原西村公社干部群众修建革
命渠的全过程，并先后在多家媒体发表，
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韩秩吾烈士纪念馆”的时代意义

韩秩吾，1903年出生，修武县西村乡
磨石坡村人。1927年被任命为国民党豫
北特派员，1933担任焦作扶轮小学校
长。我党在该校成立党支部，他本人次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扶轮小学曾经是中共
晋冀鲁豫省工委和豫北特委的办公地，也
是培训抗日干部的重要场所。修武县城
沦陷后，他带领程明升在老家组建道清抗
日游击队，点燃了修武的抗日烽火。他利

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四处奔走，促成了修武
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并力推共产党人程
明升兼任县长。此后到省城四处斡旋，得
到国民党省政府对程明升的委任。他挑
起县府粮秣科长重任，千方百计保障党军
政机构后勤供应。1941年任华北新华日
报社总务科科长，次年5月下旬，在反“扫
荡”中牺牲于山西辽县。

焦作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张方来评
价老战友时说：没有韩秩吾同志，就没有
道清抗日游击队；没有韩秩吾同志，就没
有修武县抗日民主政府。

韩秩吾，焦作地区教育界的革命先
驱者、新闻界的老前辈。2009年9月，
他被中共焦作市委组织部评选为“为新
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焦作英雄模范
人物”。

2019年5月，韩满常决定自筹资金
建韩秩吾烈士纪念馆，得到县老促会和
乡党委、政府的支持。2021年6月纪念
馆建成，一年时间接待社会各界人士上
百批近千人次，学习强国等媒体多次报
道。为了打造焦作红色旅游新名片，新
馆改扩建工程已近尾声，当年道清游击
队驻地窑洞也在恢复重建中。韩满常自
信满满地对记者说：“今年年底前，修武
最大的红色抗战史教育基地，将以新的
面貌呈现在磨石坡村。”

革命老区西村乡，富有焦作红色文
化的顶级资源：中共修博武中心县委旧
址、修武县抗日民主政府遗址、道清铁路
游击队驻地旧址、抗日建国摩崖石刻
等。这些丰厚的资源，是新时代进行革
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党的百年华诞前夕，郑乃谦将自己
多年来写作的18万字家乡红色故事结
集出版，取名《山门河畔》，并向社会各界
赠送600余本。

修武县西村乡乡长闫平说：“用好红
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
世代代传下去，是革命老区发展红色旅
游的总目标。近年来，西村乡干部群众
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创造性转化利用红
色文化资源，积极构建红色产品体系，创
新开发红色旅游文创产品，强化红色旅
游融合发展，让红色旅游成为助推革命
老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

横贯全乡的青云大道，一条红色文
化走廊。西村，豫西北地区体验抗战史
的根源地；西村，焦作地区体验延安精神
和红旗渠精神的好去处……

图① 远眺磨石坡村。
本报通讯员 郑乃谦 摄

图② 韩满常在为记者介绍纪念馆
改扩建工程进展情况。

本报记者 李相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