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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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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苑采撷】

武陟县小董乡新李庄有土
地1120亩、耕地860亩、总人口
813人，有李、牛、云、王、谢、高、
顾、刘、吴等姓氏。李姓为村中
大姓，约400余人。

熟悉新李庄村情和曾编修
《李氏族谱》的李清武、李树
有、李石平、李太平等人称，明
洪武四年（一说万历年间），从
山西省洪洞县迁民而至怀庆
府的李氏四兄弟，老大李少金
居修武县李家屯，老二李少银
居武陟县五车口，老三李少铜
居温县小南庄，老四名叫李少
作。

武陟县西部运粮河畔，有
一个风光秀丽的自然村。传说
这里原本居住的三户人家，因
被厉鬼缠身频生怪病，逃至他
乡后，房舍日渐荒芜。不信邪、
不怕鬼的的李少作，有意在此
落脚，便携带利剑独自夜宿，果
然等来两个厉鬼。他怒喝道：

“这是我们人的世界，我在这里
住定了。我就不信，你们这些
鬼，还能比人厉害！”两个张着
血口、张牙舞爪的厉鬼，被李少
作挺剑刺死后，化作阴森白
骨。李少作掌灯端看后，遂泼
上灯油，燃焚鬼骨。从此，村里
不再闹鬼。搬此居住的李少作
一家，经历代繁衍渐成村落，得
名李少作村，后称李庄。

李少作膝下有大文、大武、
大绍、大智（有传其后裔李兴、
李旺，移居武陟县小董乡乔庄）
等四子，俗称“老四门”。定居
李庄的前三门后裔，尊李少作
为始迁祖，已传十三世，辈字为

“大德天存瑞凌长清诚仁永怀
玉”。现时，辈分最长的“凌”字
辈，已逾80岁。

李庄因与武陟县何营的李
庄重名，1986年更名为新李庄
村。2016年，经地名标准化处

理改称新李庄。
新李庄的耕地，旱能浇，涝

能排，可谓旱涝保收，得益于该
村河灌、井灌双配套的灌溉优
势。流经新李庄村东的运粮河
（旧称长明沟、豫河、小丹河，是
隋朝京杭大运河永济渠的分
支，博爱县境内称蒋沟）从村南
绕村东而过，流经境内全长
2000米，从南到北有3个提灌
站，是全村耕地浇水的主要水
源。“三八涝河”从村南由西至
东而过，如遇洪水，能及时把积
水全部排出。村里还配有20眼
机井，全村所有地浇灌一遍仅
需5天。因水而利的新李庄，
60多年之前也曾一度因水而
窘、因水而苦。

1957年春天，为从沁河河
段的沁阳村闸口，引水、蓄水、
灌溉，建造鱼米之乡，武陟县人
民政府调集三阳乡、宁郭乡、博
爱县金城乡等周围乡镇各村的
人力，在小董地盘的南王、南耿
村、岗头村、楼下村、渠下村等
村地段内，投入人工4万多个，
花费三四个月的时间，修建一
座4000余亩的水库。水库规
划，一是利用水库蓄水水力发
电；二是投放鱼苗水库养鱼，堤
坡外的水泽地种植荸荠，自然
坑洼地里种莲藕；三是水库堤
坡栽种苹果树，坡表面种植苜
蓿草。

然而，天不遂愿。1959年
麦收后，因水位上涨，盐碱泛
出，一期水库外围的各村土地，
变成了雪白的盐碱地，周边农
业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粮食作
物严重减产。1961年，二期水
库工程完成后，停止放水，水库
废除。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
后，各村逐步清挖水库的堤土，
恢复耕种，小董水库不复存在。

上图 新李庄村一角。

本报讯（通讯员王保友）5月28
日，“硒望之火生命之光”——第五
届公益科普大会暨医药硒与肿瘤学
术交流（延安）高峰论坛，在革命圣
地陕西延安的“金延安酒店”举办。

焦作中海中医肿瘤医院院长张
毛毛、党支部副书记武亚健等应邀
莅临高峰论坛，并与修正药业集团
修富熙营销管理中心总经理常富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

明代医学家张景岳十六世裔
孙、“张氏中医世家”第十四代传承
人、焦作中海中医肿瘤医院学术院
长、中医肿瘤学科带头人张中海教
授，应邀作《硒在癌症治疗中的临床

应用及案例分享》专题报告，并就微
量元素硒在治疗癌症的临床应用与
中国“硒”之父、西安交通大学王志伦
教授，河南科技大学副教授冯书晓，
陕西省名中医王三虎等进行了深入
交流。黑龙江、浙江、吉林、陕西、重
庆等省市的与会代表，就基层诊所经
营智慧、肿瘤项目运营以及医药硒的
科学普及等展开热烈讨论。

修正药业集团是一所集中成
药、化学制药、生物制药的科研生产
营销、药品连锁经营、中药材标准栽
培于一体的大型现代化民营制药企
业。修富熙营销中心是修正集团旗
下的医药硒产业事业部。

他是明代杰出医学家、中医
温补学派一代宗师张景岳的第17
世裔孙、“张氏中医世家”第15代
传承人。

他的祖父张希圣是享誉焦作
市域的一代名医，伯父张北方、张
中海是驰誉业界的肛肠科专家、
中医肿瘤科专家，父亲张百成是
资深儿科、内科医师。出身于“张
氏中医世家”的张帆，自幼跟随祖
辈学习中医，潜心研读中医典籍，
打下了医学根基。

2012年，张帆自武陟县第一
中学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服役
于海军航空兵学院训练基地卫生
队。2015年，考入陆军军医大学
白求恩学院。2018年，他在“强军
改革”的号召下，经层层选拔进入
海军陆战队，成为一名军医特种
兵。作为战区医院急救一线的年
轻军医，张帆殚精竭虑，致力于中
西医结合快速治愈战伤的研究，

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战伤急
救与中医康复双效路径”，赢得部
队首长和战友们的信赖。

2020年12月，张帆退役后，入
职焦作中海中医肿瘤医院。2020
年至2022年三年疫情期间，他以

“抗疫特种兵”的姿态，冲在发热排
查、留观、隔离区等防控一线，先后
被焦作市和武陟县授予“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先进个人”“优秀医师”，被
批准加入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中国
抗癌协会、中华中医药学会、焦作市
医学会、焦作市中医药学会，成为攻
克肿瘤顽疾的“特种兵”。

任职焦作中海中医肿瘤医院
门诊部主任的张帆，在多年的临
床实践与医学生涯中，积累了厚
实的临床经验。他尤其擅长中西
医结合诊治恶性淋巴瘤、食道癌、
喉癌、鼻咽癌、宫颈癌等鳞状细胞
癌，经他治疗后理想康复的癌症
患者，遍及全国各地。

勇毅战癌的“特种兵”
——“张氏中医世家”第十五代传承人张帆剪影

□王保友

新李庄的前世今生
□王保友

燃情“硒”望之火 达成战略合作

（本版照片均由张明伟摄）

6月3日，985高校河南校友会
联盟轮值主席、中山大学河南校友
会会长尚伟华一行10余人，至焦作
中海中医肿瘤医院考察。院长张毛
毛，著名中医肿瘤科专家、学术院长

张中海，向考察团成员介绍了医院
的中医治癌核心技术、典型病例以
及肿瘤无创绿色疗法的优势与临床
应用，并与大家座谈交流、合影留
念。 王保友

■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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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 9月，太行军区第八军
分区与太行八地委、太行八专署相
继成立。八分区司令员黄新友、政
委江明（八地委书记兼）、参谋长熊
新乐、政治部主任孔骏彪。太行军
区调整第2团为八分区基干武装，2
团自山西平顺南下，开辟太行八分
区，即焦作地区。

当时，太行八专署辖沁博、晋
东、陵川、陵高、修武等县。该地区

原为国民党军队防区，在日军“扫
荡”下，国民党军投敌的投敌、逃跑
的逃跑，使这一带沦陷为敌占区，饿
殍遍地，民不聊生。2团指战员在
太行八分区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
党中央、毛主席和八路军总部的指
示，始终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救群
众于水火之中。他们曾三下陵川、
四过道清，开展反“维持”、反抢粮斗
争，建立抗日政权，成立自卫武装，

进行了数十次战斗。
其中较大的战斗是：在陵川地

区有安阳城、陵川城、野川底、附城
等战斗；在道清路南北有樊庄、小
董、小高、程封、宁郭、陆村、大油村
等战斗；歼灭大量日伪军，把敌人压
缩到几个孤立据点，巩固扩大抗日
根据地。特别是1945年春季的道
清战役，八分区武装在攻克小董、宁
郭后，日军第117师团 390大队及

日伪武装，分别由沁阳、博爱、焦作
出发，妄图合击八分区部队。分区
司令员黄新友、2团团长陶国清，指
挥2团和沁河支队在大油村与樊庄
一带设伏，全歼由焦作来犯的日军
一个中队，俘敌40余名，日军大队
长尤角光只身狼狈逃回焦作，脚上
的鞋子也跑掉了。这次战斗，大涨
了人民的志气，极大地震慑了道清
路南北的日伪军。（未完待续）

1940年2月6日，晋豫边游击支
队（即“唐支队”）在山西晋城地区与
八路军第115师 344旅 688团合编
为八路军第2纵队（八路军副参谋长
左权兼该纵队司令员、黄克诚任政
委）新编第1旅。旅长韦杰（原688
团团长），政委唐天际（原“唐支队”司
令员），副旅长何柱成（黄新友接任），
政治部主任康志强（何柱成接任）、副
主任杨伯笙。688团编为第1团；晋
豫边游击支队编为第2团，团长方升
普（吴思行接任），政委敖纪民（原“唐
支队”政委，1942 年 3月任小风接
任），副团长龙世兴（李化民接任），参
谋长周凯东，政治处主任杨伯笙（调
任旅政治部副主任后，周顾礼接
任）。1940年4月，该旅决定，为加
强2团的战斗力，将第1团和第2团
的第2营对调，并调整部分基层干
部。第1团的2营，前身是鄂豫皖红
军的黄（安）麻（城）支队，后编为红
15军团75师242团第2营，抗战时
编入八路军第 115 师 344 旅 688
团。此次对调后，2团的战斗骨干与
战斗力得到了加强。新1旅原属八
路军第2纵队建制，1940年4月第2
纵队（杨得志任司令员）调往山东后，
该旅隶属第129师建制。

新1旅成立第二天，首战东、西
大阳，旗开得胜。2团和1团密切配
合，歼灭国民党顽固派军队黎明部

1000余名，给不打日本专事摩擦的
反共分子以迎头痛击；接着，又给残
害晋东南人民的阎锡山军独8旅以
歼灭性打击，歼敌200多名。1940
年5月，2团在平顺县安口村设伏，歼
灭日军1个辎重队，这也是新1旅成
立后缴获战利品最多的一次战斗。8
月至12月初，2团参加百团大战，破
击邯（郸）长（治）公路，袭击壶关小河
西、潞城微子镇、长治飞机场，烧毁敌
机3架，击伤敌机1架，烧毁敌仓库2
座。战后八路军总部授予该团突击
队王远明等一等红星勋章，第129师
通令嘉奖2团指战员。

1941年上半年，随着形势的发
展，敌后抗战更加艰苦。按照八路军
总部的布置，部队进行整顿，并在根据
地边沿区域进行反对日军蚕食的斗
争。10月，日军对八路军太行根据地
进行“捕捉奇袭”式的“大扫荡”。10
月31日，日军奔袭八路军第129师师
部驻地赤岸和八路军总部驻地西井，
扑空后，11月4日又偷袭八路军总部
所在地南委泉。2团受命于原庄和三
十亩地一带阻敌，掩护总部和党政机
关转移。该团1营副营长庞汝霖带2
连指战员，在原庄阻击10倍于己的日
军第16师团葛木联队，打退日军步兵
与骑兵的多次进攻，一直坚持到第二
天中午，掩护总部和党政机关安全转
移，粉碎了敌人“捕捉奇袭”的“大扫

荡”。庞汝霖带2连指战员以绝大部
分壮烈牺牲的代价，完成了保卫八路
军总部机关转移和黄岩洞兵工厂的任
务。著名电影《夜袭》中奇袭敌机场、
电视剧《亮剑》中相关故事情节等，均
取材于该部参与的战斗故事。战后，
刘邓首长在第129师《战斗详报》中称
赞该团2连指战员“以头颅和热血换
取了胜利之精神”，并授予该连“英雄
的第二连”锦旗一面。

1942年2月，1.2万余名日军，采
取“捕捉奇袭”“铁壁合围”“纵横扫
荡”“辗转清剿”“反转电击”“夜行晓
袭”等战术，对太行根据地进行第一
期总进攻，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
光政策，妄图消灭八路军总部及第
129师领导机关，彻底摧毁太行根据
地。在八路军主力转移至外线作战
的情况下，2团坚持在中心区域进行
战斗。2月11日、12日，该团副团长
李化民带领2营和迫击炮连指战员，
在马齿滩阻敌两昼夜，毙伤敌百余，
圆满完成掩护总部和党政机关转移
的任务。反“扫荡”结束后，3月政委
敖纪民他调，任小凤任政委。

1942年5月，驻山西日军实施第
二期总进攻，对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进
行“分区清剿”“铁桶封锁”“抉剔扫
荡”。该团1营指战员在团长吴思行
的带领下，5月9日在昔阳、和顺地区
掩护抗日军政大学干部学员1000多

人突出包围。6月上旬，日军第36师
团3个联队，将八路军第129师师部
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机关、包围于黎
城与涉县交界的山区，该团直属队和
2营在刘伯承师长的指挥下，担任掩
护129师师部和边区政府脱险的任
务，他们利用敌人梳篦队形的间隙，
沿宋家庄北面两半山山脊顺利突
围。之后，转移至敌人后方补给线
上，袭扰打击敌人，迫使日伪军退出
根据地。

1942年12月，中共中央根据抗
战形势和部队实际，发出关于“精兵
简政”的指示，中央军委亦早有整顿
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
基层的要求。次年3月部队精简整
编时，撤销新1旅机关，唐天际带领
部分干部返回阳城、晋城、沁阳、济源
一带，重建太岳四分区。由第1团、
第2团和新1旅直属队抽调连队成立
第3团（隶属太行四分区，后属七分
区）。第2团由甲种团（3个营）缩编
为丙种团，辖5个步兵连和1个机炮
连。5月，2团改归太行军区第四军
分区建制（驻山西平顺盘马池地区），
团长吴思行（次年7月陶国清接任），
政委任小风，参谋长陈皓，党总支书
记杨廷桃。“老二团”参加壶关桥前村
伏击战，击毙日军60余名；6月参加
开辟黄山地区工作；8月参加林南战
役。英雄部队，战绩辉煌。

1938 年 4月至 1940 年年初，
“唐支队”指战员在八路军总部的直
接指挥和晋豫地委的领导下，与晋豫
边广大军民团结在一起，同生死、共
患难，英勇作战，开展了抗日游击战
争和创建晋豫边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打垮了日伪军的一次次进攻与“扫
荡”，捍卫了祖国大好河山。

“唐支队”还精心组织、掩护，保
证了八路军总部从太行区的壶关、高
平，经晋城、阳城、垣曲，南渡黄河，接
连陇海铁路的渑池、西安，然后到达

延安，人称“十八兵站”（第十八集团
军兵站）的畅通。这是党中央与前方
总部的重要交通线之一，也是八路军
与国民党大后方的交通线之一。“唐
支队”指战员多次组织护送重要领导
人前往延安，组织运输重要物资给总

部机关；积极组织参与了主力部队粉
碎日军发动的第一期、第二期“大扫
荡”。特别是在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
反共高潮中，击溃了第二战区顽固派
部队的猖狂进攻，为晋豫边区的革命
武装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1旅2团”的峥嵘岁月

太行八分区的基干武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