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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瑞（1905年~1948年），江苏宿迁人，红军名将。曾在焦作建立中共晋冀鲁豫边省工
委和豫北特委，创建道清游击支队等抗日武装，举办培训班，培养抗日干部。他在自传里写道：在
豫北工作的这段时间是“他最愉快、最战斗、最紧张积极的工作时代”“是最有成绩的时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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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瑞，1924 年入广东大学读书，
1925年秋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毕
业后入克拉辛炮兵学院学习，1928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回国后，历任中
央军委参谋、中央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
秘书长。1932年1月到中央苏区，历任
红15军、红3军政治委员，红5军团政治
委员，红1军团政治部主任，率部参加第
四、第五次反“围剿”。1934年10月，参
加长征，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师后，
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军到陕北
后，参加了东征、西征等战役。1936年
12月，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1937
年抗战爆发后，任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
兼八路军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
联络处处长，从事对国民党军将领的统
战工作，并指导直南、豫北党组织的恢复
整顿工作。曾在焦作建立中共晋冀鲁豫
边省工委和豫北特委，创建晋豫边游击
支队、道清游击支队、太行南区游击司令
部等抗日武装，举办培训班，培养抗日干
部。1939年5月，任八路军第1纵队政治
委员，与司令员徐向前赴山东，指挥中共
在苏鲁的部队，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
中央山东分局书记。1945年夏，主动向
中央提出从事建设炮兵工作，被任命为
延安炮兵学校校长。1946年10月起，任
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
兼炮兵学校校长。他白手起家，两年时
间建立起一支拥有近5000门火炮的炮
兵部队，提出的一系列炮兵作战原则，使
炮兵战术、技术和指挥能力迅速成熟，被
毛主席称为“我们中国的炮兵元帅”。

恢复建立党的组织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
通电全国“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
们的出路”之后，在中共再三催促和全国
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中，蒋介石才于同
年8月22日同意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并
宣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
八路军，任命朱德为八路军总司令、彭德
怀为副总司令、叶剑英为参谋长。

在豫北，叶剑英派地下党员李世璋
到驻新乡的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
（程潜处）任秘书长兼政训处长。李世璋
到任不久，即电请北方局：“速派得力干
部来此工作。”当时，周恩来主持北方局
（在太原）工作，朱瑞为北方局军委书
记。北方局接到李世璋的电报后，经过
认真考虑，决定派朱瑞前往，任务是代表
中共做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更多
人参加抗战；恢复和发展共产党的基层
组织，建立县区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武
装，开展游击战争；培训干部，吸收青年

学生参加抗日。朱瑞到任后，被程潜
任命为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驻第
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联络处主任。从
此，他利用一切机会去团结进步青年，
用一切办法去寻找地方党组织，并指
导其工作，为中共在豫北及晋冀豫边
区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敌后
抗日根据地，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
基础。

焦作党的组织建立较早，在大革命
时期，这里就有党组织活动。焦作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富有光荣的革
命传统。但由于白色恐怖与叛徒出卖，
党组织几次遭破坏，许多同志惨遭杀害
或被捕入狱，少数幸存者因失掉党的领
导难以开展工作。直至抗战爆发前夕，
河南省委才派人来此恢复组织。

1937年10月，朱瑞到焦作后，向豫
北特委传达党中央与北方局对抗战局势
的分析和工作指示。为使豫北党组织不
因日寇入侵影响与上级的联系，朱瑞派
豫北特委委员、焦作中福煤矿公司电气
股股长程明升，携带他的亲笔信，赴开封
征得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同意，将豫北
党的组织关系划归中共中央北方局领
导。不久，聂真、王卓如等人也陆续辗转
来到焦作。

为加强焦作地区党的工作，朱瑞在焦
作组建了晋冀鲁豫边省工作委员会（简称
省工委），对外称“八路军驻国民党第一战
区联络处训练部”。书记张萃中、组织部
长聂真、宣传部长王卓如（后任书记）、青
妇部长薛迅，辖直南、鲁西、晋南、豫北4个
特委。按照朱瑞的指示，省工委积极恢
复、发展党组织，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发展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豫北抗日战争的
领导中枢。到1938年，焦作地区陆续建
立起中共沁阳中心县委、新辉获县委、修
博武中心县委等党组织，同时各县的区、
乡、村级党的组织也有很大发展。

组建抗日武装和民主政权

1938年2月18日，日寇占领修武后，
朱瑞率省工委向山西转移前，指示豫北
特委委员程明升和刘聚奎，要组织建立
抗日游击队，建立地方抗日政权，坚持焦
作的敌后抗战。

程明升与焦作扶轮小学校长韩秩吾
和在焦作坚持地下斗争的老党员张方来
等人商议，决定以焦作煤矿、铁路工人和
扶轮小学进步师生为基础，吸收青壮农
民参加，在焦作北山的磨石坡村组建起
20多人的道清抗日游击队。当时一无服
装，二无粮饷，条件十分艰苦。韩秩吾把
自己家里的粮食、炒面、干菜捐献出来，
又以国民党豫北特派员的身份，将修武
县库存的仓谷米活动出一部分，供给游
击队。

游击队指战员不畏艰险，英勇战斗，
扒铁路、割电线，破坏敌交通，袭击敌据
点，曾一度攻入焦作市内，占领了东马市
街（现新华街），给日伪军以重创。他们
反封锁、搞物资，解决了根据地军民急需
的紧缺物资，队伍发展到近千人。

道清游击支队在成长发展的过程
中，受到各级党组织和多方面的帮助与
支持。朱瑞从抗日大局出发，时刻关注
着道清支队的成长和发展，从人员到组
织、从枪弹到装备都积极支持。特别是
在游击队发展的关键时期，他及时从主
力部队派来老红军桂承志和得力人员，
发展壮大游击队；有前瞻性地挫败别有
用心的张善才企图分裂游击队的阴谋，
维护了部队的团结，保证了部队的统一，

使部队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对党忠诚
的可靠人手里。

程明升和焦作党组织在组建抗日
武装的同时，按照朱瑞的指示，重视建
立抗日政权。1938年3月，在程明升等
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努力下，取得国
民党驻焦作第 95师师长罗奇的支持，
经过民主选举，组建了中共领导的、有
各方人士参加的、河南省第一个抗日民
主县政府——修武县抗日民主政府，程
明升当选为县长，并报请河南省政府主
席程潜批准加委。

做好统战与干部培训

国民党左派、国民党豫北特派员、焦
作扶轮小学校长韩秩吾，思想进步，正直
善良，大革命时期就靠近中共党组织，在
焦作颇有影响。为了争取韩秩吾，朱瑞
对豫北特委作过许多指示。经多方努
力，韩秩吾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革命
活动，不仅带领师生参加道清游击队，扶
轮小学也成为中共在焦作的一个红色堡
垒。

1938年春节前，朱瑞在扶轮小学举
办县（区）干部训练班，韩秩吾千方百计
予以掩护。韩秩吾还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1942年5月，在抗战中英勇牺性。通
过朱瑞的积极活动，在焦作的国民党军
政上层人士和社会名流中提高了共产党
和八路军的威望，不少热心抗日事业的
社会进步人士慷慨解囊，资助抗日活动。

为了培训抗日人才，朱瑞还与豫北
师管区司令张轸联合，在新乡举办豫北
师管区干部训练班，得到广大爱国青年
的积极响应。这个训练班，就是华北军
政干部学校的前身，被人称为“华干”第
一期。由于战争局势的发展，该训练班
在后期迁至辉县百泉与山西晋城。马宁
（新中国成立后任空军司令员）、刘刚（沁
阳中心县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天津
市委书记）都是从这里毕业的学生。

不该远去的身影

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为筹备大典，
要在天安门悬挂毛主席画像。为了给画
家提供毛主席画像的参考，摄影师为毛
主席拍摄了多幅正面肖像，但是都不能
满足画家的要求。最后，还是周总理找
到几幅毛主席在延安时的生活照，选定
一张合影中的毛主席像，作为开国大典
毛主席画像的摹本。

这张照片上与毛主席合影的人，就
是朱瑞。这张合影照拍摄于1945年 6
月，是毛主席和朱瑞在延河边散步时的
留影。

然而，就在开国大典的礼炮声即将响
起的时候，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
的奠基人、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员的朱
瑞，再也回不到毛主席身边了。1948年
10月1日，在解放辽宁义县的战斗中，朱
瑞为抢救战友，不幸触雷牺牲，为中国人
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毕生力量。

上图 红军名将
朱瑞。
（照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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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诗书，品《论语》，感悟智慧人生。今年，焦作师专新增
一门课程——由我市《论语》研究学者李乐观讲授《论语与人生智
慧》。孔子被誉为“至圣先师”，他的教育原则和教育主张深刻影响
了中国社会2000多年，直到今天仍熠熠生辉。“学为人师，行为世
范”，当《论语》遇到师专学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学生学习《论
语》后，又会有哪些收获呢？让我们去看一看。

《论语》进师专 桃李笑春风
本报记者 赵改玲

“形式多样化，创新讲《论语》

据李乐观介绍，《论语》里有很多
教育思想，值得现代的老师们运用、学
习。比如“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教
学相长”“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学而
时习之，不亦说乎”“温故而知新”“学
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如何
让古老的《论语》在学生中觅得知音，
使他们获益终生呢？李乐观说，为了
让学生喜欢学《论语》，他讲课主打一
个创新，采用启发式、提问式的教学实
践。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李乐观
说，他的课堂设计不再是满堂灌，而是
采用学生先预习和熟读经典，将学习
过程中有疑问、有困惑的地方标记下
来，然后在课堂上发言提问，最后他逐
一解答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经典的
学习中养成独立思辨能力、学以致用
能力、深层思考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

编排经典故事，寓教于乐。将《论
语》中的经典章节，指导学生编排成小
故事和短剧目，在课堂上演出。这样
的活动，丰富了教学手段，活跃了课堂
气氛，润化了经典难度，关键是学生的
参与感和体验感大大提高了，学习的
兴趣也就点燃了，对经典的理解和把
握也更加翔实准确。

组织经典诵读和经典诠释“大比
武”活动，做到眼到、耳到、手到、口
到、心到。通过这些比武，得以全方
位考察学生的经典体悟和转化效能，
从而开启人生智慧，应用于当下生
活。

学生读《论语》，收获不一般

《论语》进校园，传统文化点亮了
校园，润泽了学生的心灵，他们有话要
说。

焦作师专文学院小学语文教育专

业学生肖安慧：很多人读《论语》，会觉
得其枯燥。很多人上课，会觉得被动
无趣。以前我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
当我听了李乐观老师的《论语》课后，
我认为《论语》是生动的、有趣的、鲜活
的；上课也可以是欢乐的、主动的。为
什么这样说呢？这和李乐观老师上课
的教学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与
大多数老师填鸭式的授课方式不同，
李乐观老师采取的是学生自主提问式
的教学方式，这正是孔子所践行的教
学方式——“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不到学生努力想弄明白，但仍然想不
透的程度时，先不要去开导他；不到学
生心里明白，却又不能完善表达出来
的程度时，不要去启发他。我们上《论
语》课之前会先梳理出自己疑惑的地
方，等到李老师上课时予以解答。但
老师并不会直接告诉我们答案，而是
一步步引导我们去思考、去探寻正确
答案。在课堂上，我们并不是被动地
接受知识，而是通过主动提问来探索
和理解。这有利于培养我们的批判性
思维以及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同
时，每当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提出一个
有深度的问题，并得到老师和同学的
认可时，我的自信心会大大提升。这
也激励我更加积极地参与课堂讨论。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只学习
理论知识而不实践，也是没用的。李
乐观老师在重视理论学习的基础上，
同时非常注重实践的运用。为了让我

们深刻理解《论语》，李乐观老师会从
《论语》中找一些片段，让我们用自己
的话，以情景剧的形式表演出来。之
前我有幸参演了一次情景剧，我饰演
的角色是孔子，从找搭档到排练，再到
最后表演，不仅加深了我对那一段内
容的理解，而且锻炼了自己的表达能
力和团队协作能力。现在课堂上，大
家对情景剧也表现得十分感兴趣。总
的来说，李乐观老师独特的教学风格
让我对《论语》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且
让我明白了独立思考以及实践的重要
性，从中还收获了许多人生哲理。

焦作师专文学院小学语文教育
专业学生史晨曦：在上这门课之前，
我对《论语》的了解止步于课本的节
选，理解也仅浮于表面。经过这学期
的学习，我仿佛经历了一次心灵的洗
礼，让我对《论语》的理解一点一点深
入。我从《论语》的成书时间、内容大
纲、结集流传以及价值要义等方面，
来了解这部儒家经典。令我印象最
深刻的是“学而时习之”这句话。在
我的印象中，“学而时习之”的意思就
是学习后时常复习，而且以前的老师
都是这样讲的。直到李乐观老师对
其进行了讲解，我才知道，原来这句
话指的是要去实践，要学以致用。那
节课让我对《论语》有了新的理解。
除此之外，李乐观老师会让我们在每
节课刚开始时朗读《论语》，这进一步
加深了我对《论语》的了解。在之后

的学习里，我理解了许多之前自以为
晦涩难懂的大道理，也潜移默化地影
响着我的行为习惯。当然，我目前对
《论语》的学习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
希望日后有机会能对《论语》进行更
加深入的学习。

焦作师专文学院小学语文教育
专业学生张喜悦：《论语》这本书是经
典，蕴含了无穷无尽的道理，只需细
细品味，便可获益良多，人生智慧也
便是在这一点一滴中收集而来的。
大多数的课堂都会以老师为主，选择
主动讲解每一个或者其中几个重要
的知识点，在讲解中分享人生智慧。
但李乐观老师采用的不是这种教学
方法，他把学生作为课堂的主体，让
我们熟读《论语》的整个章节，知道本
章讲的什么内容后，结合自己的理解
水平及思考感悟提出一些问题，进而
在课堂上进行解答。解答过程中，他
往往还会穿插《论语》中的其他条目
或者有关孔子的一些小故事，非常生
动有趣，让我们学会融会贯通。我们
联系前后章节，对这一条目有了更深
的理解，而非一味地跟着教材走，不
求甚解。不仅如此，老师也会分享一
些与我们课堂有关的传统文化小知
识，使我们的课堂妙趣横生。人生智
慧就这样潜移默化地来到我们身边，
不知不觉地灌输给我们。所以，我在
李乐观老师的《论语与人生智慧》这
门课中受益良多。

焦作师专文学院小学语文教育
专业学生刘子涵：通过论语课，我学
到了很多。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没有像
往常那样一直给我们灌输知识，而是
让我们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寻找答
案，让我们了解自己学会了什么。这
种新颖的讲课方式让我学会了思考。
老师每次给我们解惑的时候都会讲
述很多关于孔子的故事和相关历史
背景。在这种课堂氛围下，我能更好
地读懂《论语》，学习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