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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名字你的名字，，我们永远铭记我们永远铭记
■■蒲蒲 元元 乔乔 阳阳

“日本鬼子五月‘扫荡’咱路东，

左权将军麻田附近光荣牺牲，左权将

军牺牲为的是老百姓，咱们辽县老百

姓要为他报仇恨！”这首《左权将军之

歌》，至今仍在山西省晋中市一带传

唱，讲述的是一段抗日名将以身殉国

的悲壮历史。

左 权 县 原 名 辽 县 。 抗 战 爆 发

后，辽县及其所处的太行山区是八

路军重要的活动区域。1940 年底，

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随八路军总部

进驻山西省辽县麻田一带，协助朱

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作战。作为

曾 在 黄 埔 军 校 和 苏 联 伏 龙 芝 军 事

学院学习的高级指挥员，左权以其

军事指挥才能和军事理论素养，得

到 了 毛 泽 东 、周 恩 来 、朱 德 等 的 高

度评价。

1942 年 5 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

据地实行“铁壁合围”大“扫荡”。25

日，左权在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

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

机关突围转移时，在十字岭战斗中壮

烈牺牲，年仅 37 岁。据亲历此战的

老兵回忆，左权至少有两次机会可以

脱离险境，但他始终将我方人员和机

要文件安全置于最重要的地位，坚持

亲自组织转移。

名将陨落，太行呜咽。周恩来在

《新华日报》撰文称左权“足以为党之

模范”。朱德赋诗悼念：“名将以身殉

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

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彭德怀撰

写和手书了《左权同志碑志》。

在辽县，上千名军民参加追悼左

权将军大会，并上书请求以将军英名

为县名，永作纪念。9 月 18 日，经晋

冀鲁豫边区政府批准，辽县易名左权

县。在易名大会上，500 余名青年当

场报名参军，全县军民决心继承将军

遗志，把抗战进行到底。

将军身逝，精神长存。在全国抗

战中，作为仅有 7 万余人口的山区小

县，左权县全民抗战，参战支前人数

达 2.1 万余人次，有 7000 余人将热血

洒在民族解放的战场上。

80 余年过去了，十字岭上松柏犹

翠。左权将军舍生取义、忠于职守的

伟大精神和崇高气节，已经成为这片

土地上永不消失的红色印记。

碧血丹心映太行

渤海湾畔，汽笛悠扬。这里有一座

与众不同的城市，它就是河北省唯一一

个以抗日英烈姓名命名的城市——黄

骅市。

黄骅，原名黄金山，1911 年生于湖

北 省 阳 新 县 一 个 贫 苦 的 农 民 家 庭 。

1926 年 9 月，他被选为良上村和周围村

庄联合组织成立的儿童团团长，带领

团员站岗放哨，传递信件，监视土豪劣

绅等，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1929 年

春，黄骅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 年 5 月 ，彭 德 怀 挥 师 抵 达 阳

新 、大 冶 地 区 ，一 举 粉 碎 国 民 党 军 对

阳 新 苏 区 的 围 攻 。“ 参 加 红 军 去 ！”这

是苏区千百万人民的心声，也是黄骅

梦寐以求的愿望，他连夜赶往红军驻

地木石港报名参军。参加红军后，他

经过了战斗的锻炼和长征的考验，由

司号员被逐级提拔为团职干部，成为

一 名 智 勇 双 全 的 优 秀 指 挥 员 。 到 达

陕 北 后 ，黄 骅 进 入 红 军 大 学 学 习 和

工作。

1937 年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

黄骅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

线，历任晋西南游击支队支队长、晋西

南边区党委军事部长、八路军第 115 师

晋西独立支队副支队长等职，在三晋

大地屡立战功。

1941 年 4 月，黄骅任冀鲁边军区副

司令员兼第 115 师教导 6 旅副旅长。当

时，冀鲁边区环境异常恶劣，日伪军占

据重镇和交通要道。黄骅根据敌我实

际，创造和发展了以小块根据地为依

托，以小股游击为主的斗争形式，在广

大群众配合下，深入敌区、筹粮筹款、

打击敌顽，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开创

了冀鲁边区抗日救国的新局面。

然而，就在冀鲁边地区抗日局面不

断发展之时，一支暗箭射向黄骅。1943

年 6 月 30 日，正在新海县大赵村组织军

事会议的黄骅，突遭叛徒袭击不幸遇

难，将未酬的壮志和滚烫的热血留在这

片他战斗的土地上。为纪念黄骅烈士，

1945 年新海县易名为黄骅县（1989 年

11月撤县设市）。

烈士远去，英名长留。在黄骅这

片热土上，先后有 690 余位英烈为了民

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捐躯，用生命矗

立起一座座不朽的丰碑。

近些年，黄骅市先后修复建设了烈

士陵园、黄骅烈士牺牲地遗址等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如今，黄骅烈士的事迹和

精神，在这片以他名字命名的土地上，不

断传颂和发扬。

渤海之滨英名扬

在吉林省档案馆，有一组档案自 2020 年正式

对外公布后，备受学者和群众关注，它就是杨靖宇

殉国前百日战斗档案。这组弥足珍贵的档案，真实

记录了杨靖宇在牺牲前 100 余天率部与日伪军警

进行的 47 次战斗历程。

九一八事变后，杨靖宇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

记，兼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积极领导东北人民

的抗日斗争。1932 年，他被派往南满负责组建中

国工农红军第 32 军南满游击队，创建了以磐石红

石砬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1934 年 4 月，时任东

北人民革命军第 1 军第 1 独立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的

杨靖宇，联合 17 支抗日武装成立抗日联合军总指

挥部并担任总指挥。1936 年 7 月，杨靖宇任东北抗

日联军第 1 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

杨 靖 宇 率 部 长 期 转 战 东 南 满 大 地 ，威 震 东

北 ，配 合 了 全 国 的 抗 日 战 争 。 日 伪 军 连 遭 打 击

后，加紧对东北抗日联军的军事讨伐、经济封锁

和政治诱降，同时对杨靖宇悬赏缉捕。在极端艰

难 的 条 件 下 ，他 以“ 头 颅 不 惜 抛 掉 ，鲜 血 可 以 喷

洒，而忠贞不贰的意志是不会动摇”的崇高气节，

继续坚持战斗。

1939 年，在东南满地区秋冬季反“讨伐”作战

中，杨靖宇与魏拯民等指挥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

击。1940 年 1 月，他率警卫旅转战于濛江一带，最

后只身与敌周旋 5 昼夜，以难以想象的毅力，坚持

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直至弹尽，于 1940 年 2 月 23

日在濛江县三道崴子壮烈牺牲，时年 35 岁。

杨靖宇生前和死后都受到日军的敬畏。他陷

入绝境后，日军曾劝降他，杨靖宇说：“我是中国人，

是不能向日本侵略者投降的！”他牺牲后，日军将其

割头剖腹，发现胃里尽是枯草、树皮和棉絮，竟无一

粒粮食。

1946 年 2 月 14 日，为永远纪念杨靖宇烈士，濛

江县改名为靖宇县（今属吉林省白山市）。英雄的

名字镌刻在这片烈士鲜血浸染过的土地上，激励着

一代又一代儿女奋勇前进。

在东北抗日联军中，还有一位和杨靖宇并称为

“南杨北赵”的将领，指的是战斗在北满地区的赵尚

志。今天，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部，就屹立着一

座以赵尚志烈士命名的城市——尚志市。

赵尚志 17 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东北地区早

期的共产党员之一。九一八事变后，赵尚志投身抗

日斗争。1933 年 10 月，赵尚志参与领导创建珠河

反日游击队，任队长。1934 年 5 月，赵尚志率领反

日游击队和义勇军等 1500 余人，杀向哈东重镇宾

县县城宾州镇。部队为打开突破口，使用了一门以

湿柳木和粗管为炮身的木炮轰城。随着赵尚志一

声令下，木炮发出震天之响。宾州南城门旁的炮楼

被打中，砖瓦七零八落，又接连一声，城墙被轰破一

角。“木炮打宾州，声威震敌胆。”这场战斗极大震慑

了宾县、五常、双城、阿城一带的敌人，赵尚志的大

名也不胫而走。

1935 年 1 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 3 军成立，赵尚

志任军长。1936 年 1 月，赵尚志任北满抗日联军总

司令部总司令，同年 8 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 3 军军

长，后任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委会主席、东北抗日

联军第 2 路军副总指挥。

面对日伪军的疯狂“讨伐”“清剿”，在极其艰难

困苦的险恶环境中，赵尚志率领抗联部队对日伪军

进行了英勇艰苦的战斗，远征松嫩平原，爬冰卧雪，

风餐露宿，作战百余次，打破了日伪军一次次的重

兵“讨伐”和“清剿”。

1942 年 2 月 12 日，赵尚志在战斗中受伤昏迷被

俘，敌人对他进行突击审讯。在生命垂危时刻，赵

尚志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用铮铮铁骨诠释对党的

忠诚。

1946 年 11 月，为表彰赵尚志的抗日功绩并永

远缅怀这位英雄，珠河县改名为尚志县（1988 年 9

月撤县设市）。这片“十步之内，必有芳草”的红色

热土，从此有了新的名字。

白山黑水写忠诚

黄骅市

靖宇县、尚志市

左权县

黄骅烈士黄骅烈士

李子洲烈士李子洲烈士

谢子长烈士谢子长烈士

刘志丹烈士刘志丹烈士

赵尚志烈士赵尚志烈士

杨靖宇烈士杨靖宇烈士

左权烈士左权烈士

在“千沟万壑大河浑，黄土风成自古存”的黄

土高原上，从北向南雄立着 3 座以英雄名字命名的

城市：陕西省榆林市子洲县、陕西省延安市子长市

和志丹县。

1944 年 2 月，为纪念“陕北共产党发起人”李子

洲烈士，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新设一

县，子洲县由此诞生。

李子洲，陕西绥德人。求学期间，他经李大钊、

刘天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 年秋，李子洲担

任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在李子洲等

人的领导下，该校成立了陕北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

团支部。随后，他相继指导和派人帮助在榆林、延

安等地建立党团组织，并派党团员到军阀部队做兵

运工作，其间发展百余名官兵加入中共党团组织。

1927 年 7 月，李子洲当选为中共陕西省委常委

兼组织部长。9 月，兼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参

与了省委对清涧起义、渭华起义的领导决策工作。

这两次起义在西北地区响亮地打响了武装反抗国

民党反动派的枪声，扩大了党在西北地区的影响。

1928 年 11 月，李子洲代理中共陕西省委书记。

1929 年 2 月，由于叛徒出卖，李子洲被捕入狱。

面对敌人酷刑折磨，他坚贞不屈，与敌人进行针锋

相对的斗争。由于李子洲入狱前已积劳成疾，加之

敌人的残酷折磨，同年 6 月 18 日在狱中病逝，时年

36 岁。

烈士的精神浸润着红色的热土。在革命战争

时期，子洲县先后有 3000 余名青年参军入伍，其中

700 余人光荣牺牲。

从子洲县眺望西南，陕北高原的另两座英雄

城市——子长市和志丹县赫然入目，它们的命名

是为了纪念陕北红军和苏区的创建人——刘志丹

与谢子长。

刘志丹与谢子长，1925 年同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28 年 1 月，中共陕西省委派遣刘志丹、谢子长

等到陕军许权中旅工作，为渭华起义做准备。从

此，这两位年轻的革命者并肩战斗、紧密协作，做好

了为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奉献一切的准备。

1929 年 2 月和四五月间，中共陕北特委第一、二

次扩大会议相继召开，谢子长和刘志丹提出的加紧

军 事 活 动 、开 展 兵 运 工 作 的 建 议 在 会 议 上 通 过 。

1931 年 10 月，谢子长和刘志丹等将南梁游击队和陕

北游击支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改编为中国

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他们两人分别任总指挥、副

总指挥，并率部转战陕甘边，创建革命根据地。

1933 年夏，谢子长被派往察绥抗日同盟军第 18

师，负责中共组织的工作，协助师长许权中指挥作

战。同年 11 月，谢子长返陕，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

恢复和壮大了陕北红军游击队。1934 年 7 月，中国

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县杨道峁成

立，谢子长任总指挥。面对陕北根据地的迅速发展，

陕北军阀调集兵力向陕北根据地发动了军事“围

剿”。为打破敌之进攻，谢子长率部出击，连战连

捷。谢子长在河口战斗中不幸负伤，后因伤势恶化，

1935年 2月 21日在安定县灯盏湾逝世，时年 38岁。

在谢子长为发展和巩固陕北根据地而不懈奋

斗的同时，刘志丹则为开辟和保卫以照金、南梁为

中心的陕甘边苏区而殚精竭虑。1933 年至 1935 年，

刘志丹指挥部队，在敌强我弱的劣势情况下，先后 3

次打破敌军大规模“围剿”，不仅保全了陕甘边根据

地，还将陕北、陕甘边两块苏区连成一片，成为中共

中 央 和 各 路 北 上 抗 日 红 军 长 征 之 后 的 落 脚 点 。

1936 年 3 月，刘志丹率红 28 军参加东征战役，在晋

西北迭克敌军。4 月 14 日，刘志丹在中阳县三交镇

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 33 岁。

为永远铭记英雄烈士的牺牲奉献，1936 年，中

共中央将刘志丹的家乡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1942

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将谢子长的家乡安定县改名为

子长县（2019 年 7 月撤县设市）。历史长河奔腾不

息，但镌刻着英雄名字的城市，让无数后人仰望与

铭记。

高原雄立有三城

子洲县、子长市、志丹县

泱泱中华，万古江河。地名，往往饱含着历史的记忆与变迁，浓缩着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今天，当我们翻开中国地图，有几个红色市县的名称是那样
熠熠生辉：左权、子洲、子长、志丹、靖宇、尚志、黄骅。指尖轻抚，这些地名诠释了为什么“共和国是红色的”。每个名字都是矗立在中华大地上的一座丰
碑，都是一首“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慷慨壮歌。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让烈士之名成为永远的记忆，是对红色基因的血脉传承。在第十一个烈士纪
念日到来之际，我们一同走进这 7座城市，缅怀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致敬那些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用信仰之光照亮前行之路，用
如磐初心凝聚奋斗伟力，接续书写新的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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