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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烈士
孙永宇。

图② 太行
南区游击司令部
第 5 支队办公旧
址。

（图片由作
者提供）

①①

在我们焦作地区
的抗战历史上，武陟县孙庄窑
头村（今武陟县龙源街道孙庄
窑头村）孙氏一家人，毁家纾
难 资 助 抗 日 的 事 迹 令 人 称
颂。为抗战，他们舍家为国，
人人争先。从12岁的小妹妹，
到60多岁的老奶奶，都在为抗
战作贡献。他们家一门双烈
士，还有两人受到毛主席的亲
切接见。让我们走近孙家，感
恩英烈——

“

②②

抗战烽烟起

1938年2月，日寇侵占武陟县。同
年3月，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第5支队在
武陟县孙庄窑头村孙永宇、孙永宙家挂
牌成立。

孙永宇、孙永宙的父亲孙甲荣是一位
爱国民主人士，其家庭殷实富足，曾是武
陟县四大名门之一。孙甲荣是清末举人，
参加了“公车上书”，拥护康梁变法，力主
维新运动，反对袁世凯称帝，拥护孙中山
的“三民主义”。他曾奋笔疾书：“大好河
山谁管领，令人一忆一锥心。英雄皆有满
腔血，洒作江湖百万兵。”他痛恨官场的腐
败无能，婉拒袁世凯、徐世昌邀其进京为
官，在家乡开办义学，创建义仓，泽被乡
里，桃李芬芳。他的爱国思想影响了全家
人，跟随他就读京师的儿女们，在民族危
亡之际，纷纷放弃学业，返回故里。

孙家长子孙永慈是窑头村的第一位
共产党员，他和武陟县早期共产党员王
大中、张德甫是同窗好友，后到延安抗大
学习。

次子孙永华，早在北京上学期间，为
抗议日寇侵华，与同学们上街游行，散发
传单，作演讲，在天安门前奔走呼号。在
家乡，他开办培实学院，传播马列主义，
介绍鲁迅、郭沫若的进步作品，在校内秘
密建立学习马列主义小组，为革命培育
人才。抗战爆发后，他同兄长孙永慈一
起，到国民党郑州第一战区长官部受训，
被派赴新安、陕州、洛阳等地做民运工
作，后转入抗大总校晋东南一分校学习。

老三孙永宇、老四孙永宙，在大哥二
哥的影响下，奔赴八路军华北抗日军政
干校（华干）学习。

全家齐出征

1938年3月，孙庄窑头村孙家迎来
了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司令员刘子超一
行。他们肩负开辟豫北根据地、筹建抗
日队伍的神圣使命。先他们回来的是孙
永慈、孙永华、孙永宇、孙永宙四兄弟。

当时，一没人，二没钱，三没枪支弹
药，怎样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一支抗日武
装呢？孙家四兄弟和牛凤英、冯棉茹两
位母亲商量后，当即作出决定：倾家为
国，毁家纾难，抵御外侮，满门出征。

他们卖掉县城的54间房和自家的
70多亩地，用作购置枪械支援部队。捐
出布匹做军装，捐出粮食做军粮，还把家
里的12匹精壮骡马，送给太行南区游击
司令部。

孙永宇在家门口挂起太行南区游击
司令部第5支队的牌子。刘子超任命孙
永宇为第5支队支队长、梁毓忠任副支队
长、成州任政委。孙家人积极报名，连12
岁的妹妹孙永德和嫂子李士贞、李兰芬、
黄玉娥（永宙未婚妻）都踊跃参加。本村
的青壮年孙永增、孙永茂、孙言关、孙言

禄、孙言顺等，布庄的李士钧、李嘉禾、
李嘉栋、李嘉梁，仲许的王青松、王玉松
等40多人，报名参加抗日队伍。此举，
波及沁河两岸，河西大虹桥村绿枪会邵
天福带领30多人加入第5支队，加上范
离带领第3支队40多人的并入、第4支
队2大队一个分队和部分“华干”学员
的参加，第5支队发展到400多人。辖
3个大队，梁毓忠（兼）、王树忠、邵天福
分别任第1、第2、第3大队长；组建了

30多人的少年抗日先锋队，孙永宙任队
长，教导员聂元梓（滑县人）。

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驻在孙家，还
在家里成立了被服厂。牛凤英、冯棉茹
两位母亲，不顾年高体弱，忙前忙后，帮
助指战员烧水做饭，缝补军衣，裁衣帮
厨，腌菜储粮。冯棉茹看到刘子超指挥
打仗没有表用，就把女儿永德的一块怀
表送给他。

永德是少年先锋队的宣传员，演出
活报剧《活捉汉奸孙介眉》《放下你的鞭
子》《二小放牛郎》等。她跟三哥学枪法，
跟四哥学投弹，男兵能干的事她也不示
弱。刘子超夸她是“小小军中花木兰！”

英勇战敌寇

在日寇进犯、民不聊生的年代，孙家
五兄妹认定：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为
人民谋太平的队伍。他们甘愿放弃北京
的学业，卖掉赖以生存的祖业，跟着共产
党闹革命。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永宇带领部队扒铁路，卸钢轨，拉回木栾
店育英小学（临时兵工厂），从巩县请来
兵工厂的师傅，造枪、造炮、造子弹，为部
队赶制武器。

此时，武陟县的汉奸头目王高峰、孙
介眉从修武弄来5个日本兵，逼着老百姓
在家门口挂膏药旗，暗中成立了保安团。

根据上级指示，八路军386旅补充团
下山锄奸，在第5支队的配合下，抓捕了
王高峰、孙介眉，没收其家产，缴了保安
团的枪，把粮食分给老百姓，枪械武装了
游击队。

其间，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第4支队
队长王致中叛变投敌，刘子超命令孙永
宇带第5支队利用开会之际，缴了他的
枪，纯洁了部队。

随后他们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对敌
展开了破袭战、阻击战，反敌特、除汉奸，
袭击日伪军驻地，捣毁日军坦克。一次
次胜利的消息鼓舞了怀川人民抗日的决
心，坚定了怀川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

为持久抗战，第5支队奉命编入八路
军赵谭支队，永宇任司令部管理股股
长。为培养永宇，军区调他到“中干队”
学习。永宙也因作战勇敢，提升为指导
员。1940年日军大扫荡，永宙为掩护战
友转移，在濮阳县徐镇八公桥中弹牺牲，
英年17岁。1941年，在部队挺进鲁西南
途中，永宇所部行至东明县坝头附近时，
与伪军孙良成部遭遇。为掩护部队安全
转移，他将文件、坐骑交给警卫员曲鸣岗
（解放后任解放军某部师长），命其和部
队转移，自己带两个战士掩护战友们突

围，与敌人展开肉搏战，身负重伤，以身
殉国，英年21岁。

2009年 9月，孙永宇、孙永宙当选
“3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焦
作英雄模范人物”；2016年7月，被“时代
丰碑”焦作英模人物评选活动组委会表
彰为“时代丰碑”焦作英模人物。

青史留威名

第5支队转移太行山后，家里只有两
位老母亲、永华的妻子和一个不满2岁的
孩子。在白色恐怖下，他们东躲西藏，餐
风露宿，惊恐度日。

孙永慈受党组织派遣，打入河南省
政府，以省财政厅督导作掩护，为地下党
传递情报。一天，《开封日报》刊载消息：
日军的一列运粮车被八路军截获，一化
名“南起解”的共产党嫌疑人被捕。这个

“南起解”正是孙永慈。他被党组织营救
出狱后，跟随部队渡江南下。

孙永华从抗大学习期满，被派往晋冀
鲁豫边区，参加民主建政，1944年到太行
八分区工作。某夜，他们在修武县孟泉村
遭到日伪军袭击，因敌众我寡，撤退不及
被俘。途经金陵坡一水井时，永华决心以
身殉国，毅然跳入井内，日伪军随向井中
开枪。因井枯无水，幸免于难。自此，他
脑部受伤，组织让他到后方治病。他坚持
用手中的笔创作诗歌，讴歌抗日军民取得
的节节胜利，鼓舞群众斗志。

小妹孙永德（吴敏，解放后任中央情
报总署保健医生），1940年10月，在“抗
大一分校”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她
任太行五分区武南县妇救会的宣传部长
兼武装部长，1942年春调林北县（今林州
市）做妇女工作，同年秋到敌占区开封从
事地下活动。她化名李瑞兰，以静宜女
中学生作掩护，秘密发展党团组织，掩护
情报站的同志，为党组织提供了很多有
价值的情报。她还负责安排来往同志的
食宿，提供工作上的方便。1945年日寇
投降后，她才奉命撤回根据地。1947年，
她到华北医科大学学习，在战场救护中
荣立二等功。1949年，她作为部队优秀
青年代表，在北京受到毛主席接见。

烈士的母亲冯棉茹见识广、明事理，
年轻时跟着丈夫走南闯北，中年时支持儿
女们倾尽家产闹革命。家被日本鬼子烧
毁后，她带着牛夫人、儿媳与不满2岁的孙
子，10年逃荒无怨无悔。她曾经3次穿越
封锁线，给游击队送粮食、送被服、送军
火。解放后，她是生产队的“五好”社员、
劳动模范。1955年，她被选为优秀军烈属
代表，在中南海受到毛主席接见！

Le Du Lun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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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福建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

暨传统文化进商会主题活动举行
本报记者 赵改玲

国歌奏响，红歌嘹亮，代表发言，庄
严宣誓，焦作福建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4周年主题活动现场简朴而庄
重，深刻诠释了一个基层党组织对党的
热爱、对祖国的深情。

本次活动由焦作福建商会会长余
琪主持。他号召商会党员代表红心向
党，做好表率，砥砺奋进，敢为人先，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新时代企业
家精神，以实际行动和突出成绩向党的
生日献礼。

党建引领，商会引擎。在焦作福建
商会的荣誉簿上，镌刻着焦作市“四好”
商会、河南省“四好”商会、全国“四好”
商会、“5A”级社会组织、焦作市非公经
济先进基层党组织、全省百家社会组织
党建工作观摩点等多项荣誉。“问渠那
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个活水
源头就是累计在焦完成投资200多亿
元、企业资产90多亿元的闽商，将一片
赤诚洒在覃怀大地，严格落实“三会一
课”、认真开展“主题党日”、深入探讨民
主评议的生动实践。

品牌党建，战斗堡垒。焦作福建商
会的党建工作，有点像爱拼才会赢的闽

商精神，不走寻常路，高屋建瓴，纲举目
张。通过打造“红色闽商微课堂”“红色
闽商实践营”“红色闽商服务窗”等系列

“红色闽商IP矩阵”，树立“红色闽商”
党建品牌，有效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
用，深挖精神内核，激活红色基因，从商
会发展中凝练不畏任务艰险的铁军精
神、不计个人得失的奉献精神、凝心聚
力创优的团结精神。坚持把党建工作
与商会发展、服务会员、企业家的精神
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开展适合商会特点
的实践活动，充分发挥党建工作在商会
事业和会员企业发展中的政治引领作
用。

沃耕红脉，践铸商魂。党建工作是
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
就，就像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通过追寻红色记忆和革命
精神，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将个人命运
与家国情怀联系起来；通过围绕“学、
思、践、悟”四部曲，设计唱红歌、“送军
粮”“重走长征路”“红蓝对抗”多元化党
建菜单，弘扬红色文化，激活思想引擎。

先锋垂范，铁肩担当。党员干部是
商会的先锋队、排头兵，危急关头挺身

而出，关键时刻当仁不让。疫情时，商
会党支部号召广大会员踊跃募捐，党员
干部更是第一时间带头捐献。在此感
召下，商会会员企业及党员捐款捐物累
计300多万元，参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
200人次，将党员初心清晰镂刻在那段
难忘的岁月。在精准扶贫“百企帮百
村”、爱心助学、慈善事业等公益活动
中，商会累计捐款8000多万元，充分展
示了勇于担当、回馈社会的闽商精神，
体现出全体党员的先进性。

立德树企，修身安仁。商会党建的
亮点还在于融合创新，与优秀传统文化
的结合。为响应市工商联提出的“优秀
传统文化进商会、进企业”号召，焦作福
建商会的庆七一党建活动，专门组织了
《从文化自信到企业自强——闽商党员
的使命》之讲座，从商人玄高犒劳秦师
的爱国主义精神谈起，从文化自信的起
源谈起，从周公的礼乐治国到北魏的民
族融合，从晋文公以德服人到楚庄王一
鸣惊人，从唐代的威加海内到明代的七
下西洋，从deepseek的横空出世到刀
郎的文化回归，无不彰显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号召广大党员及

全体会员，加强自身文化修养，增强崇
高的使命意识，做大做强，回报桑梓，建
功新时代，奋进新征程，从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传统文化宝库中汲取营养，获
得智慧，为企业发展助力，为城市建设
现代化而不懈奋斗。

李乐观说，在《论语·述而》篇里，孔
子曾经讲过一个有德君子的成长历程：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他想
借用这句话来诠释焦作福建商会的党
建活动。“志于道”，就是以政治建设为引
领，以党建工作为抓手，牢牢把握不动
摇。“据于德”，表示要从自我做起，以高
标准的要求来促进党建工作引领，将廉
洁自律和道德自觉刻进骨子里。“依于
仁”，是企业家境界和追求的体现，有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远大
胸襟，有义利兼重、义以为上的价值判
断，有舍小家为大家、兼济天下的宏大
使命。企业发展不再只是个人财富的
问题，而是富而有责、富而有义、富而有
信、富而有爱，与员工的幸福、社会的和
谐乃至家国天下捆绑在一起。“游于
艺”，是方法也是步骤，是看得见摸得
着、事半功倍、屡试不爽的经验措施。

“抓党建、聚党魂、夯基础，促团结，助发
展”，建立党建品牌，发展个性化的党建
IP，让党建工作切实促进商会的协同发
展。

左上图 主题活动现场。
（李乐观提供）

李乐观个人简介

●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灯光专
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
究生导师

●河南省社科系统优秀基层宣讲
员

●郑州西亚斯学院兼职教授
●焦作市文化坚守者
●焦作市作协副主席

时间镌刻传奇，奋斗
创造历史。7月1日，我们迎来
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

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从小
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一个历经
风雨、千锤百炼的马克思主义
执政党初心如磐、信念更坚，正
带领亿万人民向着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目标凯歌行进，书
写下荡气回肠的时代新篇。

7月1日，焦作福建商会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暨
传统文化进商会主题活动举
行。我市《论语》专家李乐观受
邀参加了此项活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