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名字引众人关注

“沧州日报‘帮烈士寻找亲
人’的志愿者你们好，我在江苏
徐州淮海战役烈士纪念馆，查寻
牺牲在安徽怀远县淮海战役烈士
资料，其中发现载有刘思如烈士
的相关信息。不知沧州方面是否
能查到刘思如烈士更多的信息，
包括烈士的家乡、亲人、烈士的
安葬地和烈士事迹。这将为我们
进一步讲好烈士故事，传承烈士
精神提供生动的教材……”

春节刚过，远在安徽的年介
涛就致信沧州日报寻亲团队，称
在淮海战役烈士纪念馆发现刘思
如烈士的信息，信息显示：“刘
思如，20岁，河北黄华县二区徐
庄子人，1941年3月入伍，1945
年入党，生前为 294 团 4 连连
长。荣获模范特等功一次，一、
二等功各一次，三等功两次。
1948 年 12 月牺牲，安葬地点是
皖淮阳县小张庄。”

“淮海战役蚌西北阻击战战场
和烈士安葬地有多个‘小张庄’
或张庄，而刘思如的安葬地有几
十位烈士，可能是今包集镇大营
村的小张庄。当地老人说，战
后，小张庄墓地安葬了几十位烈
士，后来坟被慢慢地平了，种了
庄稼。”年介涛说，淮阳县，即
今怀远县。294团即第三野战军
33军 98师 294团，淮海战役时
应为华野渤海纵队十一师十七
团。刘思如是一位战功卓著的
大英雄。他和张锐海、杨书
林、郭立东、王万洪、孙连
汝、孟繁林以及霍秀峰等烈士
同为战友。而且，纪念馆记载
的刘思如烈士的信息与沧州日
报刊发的 《一段鲜为人知的历
史：还原华东野战军渤海纵队
十一师征战史——那些英勇善
战的渤海子弟兵》 中记述的刘
思如事迹一致。

这一切，引起了寻亲志愿者们
的关注，大家在微信群里各抒己
见。

根据年老提供的信息，志愿
者王吉仓首先在地图上搜索，试
图查找有关“黄骅徐庄子”的准
确地点。但搜索多次发现，黄
骅、海兴一带有多个徐庄子。多
次翻看地图上的位置后，他猜
想，有可能在如今的中捷产业园
区。

接着，王吉仓上网查询了中
华英烈网，但这里没有关于烈士

“刘思如”的信息。根据以往的
经验，各县（市）区都编有烈士
英名录，他又马上查阅了《黄骅
县志》《黄骅市志》，都没有烈士

“刘思如”的信息。在《中捷友
谊农场党史资料选编》中，他发
现有一位名为“刘仕如”烈士的
信息，信息显示：刘仕如，1924
年出生，籍贯徐庄子，1948年牺
牲，为渤海军区十九团一营二连
某排排长。

“‘刘仕如’应该就是‘刘
思如’，信息基本上一致。”王吉
仓判定二者为一人。

根据手里掌握的信息，他又
回查了一遍中华英烈网，发现确
实有“刘仕如”的信息，上面显
示：“刘仕如，男，1924 年出生
于河北省沧州市中捷农场徐庄子
村。1945年参加革命，在解放王
徐庄战斗中身负重伤仍不转业，
而后随部队南下。1948年在淮海
战役中，用手榴弹炸毁坦克时光
荣牺牲，牺牲时任渤海军区十九
团一营二连一排长。”

与地方党史资料略有出入，
二者在职务上的记载不同，但其
他信息基本吻合。王吉仓说：

“在黄骅一带，人们口语上‘s’
和‘sh’不分，所以容易混淆。
除了这一信息，其他基本上吻
合。”

接着，他又联系了中捷产业

园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工作人
员，证实了中华英烈网上的信
息。但是工作人员介绍，烈士原
籍徐庄子已经整体拆迁，想找到
烈士亲属并不容易。

为烈士寻亲再出发

经过一番周折，在中捷产业
园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的
帮助下，志愿者们终于联系上了
刘思如烈士的外甥，今年 75岁
的王金锋。

王金锋讲述了当年刘思如参
军的经过，并确认其曾在解放王
徐庄子的战斗中负伤。

“烈士的名字就叫刘思如，
但有关资料上是刘仕如，黄骅市
烈士陵园里的名字是刘恩茹。家
里还有个妹妹健在，是我老
姨。”王金锋说，他们村里只有
两名烈士，刘思如是其一。

得到消息后，寻亲志愿者马
不停蹄地赶往刘思如烈士妹妹的
家——中捷产业园区关家堡村。

3月 3日一早，近两个小时
的行程，本报记者与志愿者王吉
仓和妻子赵学金终于到达目的
地。

在王金锋的指引下，大家来
到了刘思如烈士的妹妹刘淑芹的
家。老人已经 86岁高龄，说起
死去的哥哥，眼泪夺眶而出，哽
咽着讲述着这位兄长的往事。

那是 1939 年，日军侵略者
的铁蹄肆意践踏中华国土，激起
了人民群众的无比仇恨，广大青
年纷纷加入抗日救国斗争中。

“小时候，家里太穷了，父
亲又被日本人抓走当华工，一直
下落不明。母亲拉扯着俺们兄妹
五人，俺哥排老四。”刘淑芹
说，母亲思想进步，是村上的妇
女干部。

“俺哥是五辈单传，一开始
给地主家放驴，后来接受了进步
思想想参军，娘也非常支持。”
刘淑芹说。

就这样，年仅 15岁的刘思
如走上了革命道路，一走就是多
年。直到 1946年，解放王徐庄
的战斗打响。

王徐庄位于黄骅城北12.5公
里，是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
1946年冬，还乡团头目李景文率
1000余人占据了王徐庄子，凭借
村子四面环水的天然优势，构筑
了坚固的城防，很难攻打。

解放军渤海军区决定歼灭津
南这股最大的还乡团，解放王徐
庄子。

1947年 1月，渤海军区一分
区十七团、十八团、海防支队等
部队一起集结攻向王徐庄。

刘淑芹回忆，当时哥哥仅二
十出头就已经可以带兵打仗。王
徐庄子易守难攻，为了啃下这块
硬骨头，刘思如和战友们“三进
三出”都攻不破。

根据史料记载，解放王徐庄
是当地解放战争中一次较大规模
的战斗，打得异常惨烈。至1947
年1月11日，解放军用榴弹炮接
连炸毁敌人的炮楼、痛击敌人，
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不幸的
是，刘思如却在这次战斗中负
伤。其间，他回家探望了久别的
家人。母亲见他受伤，想留他在
家养伤，可刘思如还是继续跟着
部队南下了。

“哥哥很孝顺，给母亲带来
了一条被单子，在那个物资匮乏
的年代，这已经很珍贵了。”刘
淑芹说。

直到 1948年 12月，刘思如
的家人收到一封前线的来信，才
得知刘思如牺牲在了淮海战役的
战场上，信中还附有他的照片和
遗物。可惜的是，这封信已经丢
失。

刘淑芹说：“哥哥死后，一
家人沉浸在悲伤中。三姐悲伤过
度，不久就得病去世了。俺娘临

死之前也曾留下遗愿，找到哥哥
的骸骨，好好祭奠。”

多年来，刘淑芹始终按照回
族的习俗祭祀牺牲的哥哥，外甥
也每年到黄骅烈士陵园祭奠。

原是战功卓著的大英雄

寻找刘思如烈士的家人虽颇
费周折，但也让寻亲志愿者们了
解到了一段深埋 70多年的英雄
往事。

寻亲志愿者王吉仓在翻阅史
料时发现，刘思如烈士指挥作战
英勇牺牲的事迹，曾在多篇史
料、回忆录中被提及。

欧阳平，曾任三十三军政治
部主任，他在《战斗在淮海战场
上》文中说：“敌人连续发动十
几次冲锋，都被打退。阵地前硝
烟弥漫，尸横遍地。上午 10
时，连长刘思如身负重伤，但他
不肯下火线，继续跪着指挥直到
牺牲……最后全连只剩下两个
人，表现出了无比的英勇和高度
的忠贞，可歌可泣，可敬可佩。”

王世延，解放战争时期，曾
任渤海军区第一军分区 17团政
治处主任、18团政治处主任、华
东野战军渤海纵队 11师 18团团
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
第9兵团第33军99师297团政治
委员等要职。参加了沧州、济
南、淮海、渡江等战役战斗。他
在 《难忘的蚌北阻击战》 中提
到：“我更加怀念在淮海南线阻
击的英雄们。他们的英勇事绩，
使我永远怀念。在这其中，二营
的四连又是我们全团的一个典型
代表。四连连长刘思如 （回
族），本来在沧州以北作战时头
部负伤，虽休养了几个月，仍未
康复，被评为一等伤残，讲话很
吃力，但他毅然投入了战斗。从
早晨 4时起，主要由他指挥，打
退了敌人多次冲锋，击毙一批敌
人，保全了阵地。他动员战士们
说∶‘四连在王徐庄子战斗中，
在潍县战役和济南战役中，都担
负主力连的任务。我们要保持四
连的光荣传统，坚持住阵地，
叫首长们放心。’刘思如在战斗
最激烈时身负重伤，他不肯下
火线，仍跪在地上指挥。战斗
到上午 10时左右，刘思如光荣
牺牲。他是一位热爱革命事
业、作战勇敢、爱护士兵的优
秀基层指挥员。刘思如牺牲
后，全连同志甚为悲痛，更激
发了为连长报仇、英勇杀敌、
坚守阵地的决心……”

在 《淮海战役史料汇编》
中，也提到了刘思如带伤作战直
到牺牲的事迹。

在随后的寻访中，我们又找
到了曾任徐庄子村党支部书记的
刘宝符，他曾听附近村里的老兵
提起刘思如烈士。

“八里庄曾有一位参加过淮
海战役的老兵认识刘思如，这位
老兵告诉我，刘思如受伤后，部
队让他转业回家，他不回，又继
续随部队南下。在淮海战场上，
作战英勇，光坦克就指挥炸了 7
辆……”刘宝符说。

70多年过去了，刘思如烈士
没有被遗忘，在一篇篇回忆录、
一次次讲述中，他的形象更加清
晰。他勇敢、坚毅，他孝老爱亲
……而寻亲志愿者们的心愿，就
是还原英雄往事，让后人记住这
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献出生命的
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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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往事 深埋73年
本报记者 杨静然

河北沧州、黄骅，安徽怀远。
打开中国地图，这3个地点似乎没有任何关联，但因为一个人，却画出了“同心圆”。圆

心，就是73年前在淮海战役中壮烈牺牲的烈士刘思如。
2019年清明节期间，沧州日报以安徽七旬老人年介涛为牺牲在淮海战役中的沧州籍烈士

寻亲为契机，发起“帮烈士寻找亲人”公益行动。两年多时间里，沧州日报“帮烈士寻找亲
人”志愿者团队辗转海兴、南皮、吴桥等多地，已经寻访到了17名烈士的亲属。近日，寻亲
团队又有好消息传来：黄骅籍烈士刘思如的亲属找到了。

虽然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些陌生，但在很多人心里，却从未被遗忘。

年仅 24岁就壮烈牺牲的张隐韬在历
史上鲜为人知，直到 1988年，在他的家
乡南皮县，发现了两本日记，关于他的
身世、他在早期工人运动中的所思所想
以及创建津南农民自卫军的经过，才被
人们熟知。

也是从那时起，南皮县党史办的工
作人员王玉良，就开始了对张隐韬的研
究，数十年从未间断。如今，已是耄耋
之年的他提起这位青年领袖依然心潮澎
湃。

他说，这两本日记十分珍贵，自张
隐韬加入中国共产党到领导工人运动，
到黄埔军校毕业，每一步足迹都被详细
地记录下来。

一代青年领袖英勇无畏的一生，在
字里行间中向我们走来。

领导北方工人大罢工，是中共
北方早期工人运动先驱之一

南皮县光明中路的烈士陵园里，西
侧小路上矗立着一座高大的人物塑像，
他身穿军装，高大威武。这就是在沧州
活动的第一位共产党员张隐韬烈士。

1902年，张隐韬出生在南皮县西唐
家务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还未出生，
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在天津当佣人
养家糊口，他则跟随姥姥和舅舅生活。

姥姥家虽贫苦，但还是克服困难，
供张隐韬上学。1919年高小毕业后，他
来到天津。在那里，外国列强横行无忌
使他反思，国家的出路、民族的希望在
哪里？

从此，他逐渐树立起救国救民的远
大志向。为了激励自己，他还把自己的
原名“宝驹”改为隐韬。

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浪潮影
响下，张隐韬报名参加了李大钊等人成
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听到关于苏联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说的论述，他受益匪浅，决心投身到工
人运动中来。

1922 年春，中共北京区委负责组
织工作的罗章龙到天津巡视，党组织
分配张隐韬协助罗章龙工作。他与罗
章龙同吃同住，罗章龙给他讲马列主
义，谈论军事。张隐韬听得着了迷，
有时还和罗章龙一起讨论。罗章龙见
他对革命工作满腔热忱，也能出色完
成任务，便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

1920 年代初，全国工人运动风起
云涌，北方地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
人运动重点活动的地方，中共北京区
委决定成立军事工作组。罗章龙任组
长，张隐韬是成员，负责与保定陆军
军官学校等军事学校中的进步学生联
系，宣传革命思想、交流军事知识和
情报。

“他个子高，很懂军事，尤其对《步
兵操典》颇有研究。”王玉良说，罗章龙
对张隐韬的评价很高。

1922年 10月，开滦五矿 5万工人为
反对英国资本家的剥削，进行总同盟大

罢工。张隐韬负责组织指挥工人纠察队
配合罢工行动。这场大罢工，引起了中
外反动势力的共同镇压。张隐韬带领
2000人的工人纠察队对付近万名荷枪实
弹的敌人，力量相差悬殊。但他无所畏
惧，指挥工人们斗争。

罢工斗争持续了 25天，在中外反动
势力的武力镇压下，虽未能完全取得胜
利，但却给予英国资本家和封建反动势
力以沉重打击。张隐韬在罢工斗争中的
突出表现和卓越的指挥才能，赢得了北
京区委的称赞。

1922年12月15日，张隐韬又参与组
织领导了正太铁路工人大罢工。翌年 1
月，参与组织领导了京汉铁路总罢工，
使1200公里铁路顿时瘫痪。

王玉良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引起
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恐慌。吴佩孚、
肖耀南等在英帝国主义指使下，派出军队
血腥镇压罢工，当时现场枪声如沸，弹雨
纷飞，张隐韬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与敌人展开搏斗，最大限度地掩护工人脱
险。40多名工人被杀，200多人负伤，60
多人被捕，1000多名工人被开除。这就是
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黄埔军校学习，两次东征，组
建北方地区第一支农民武装

1924年 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
孙中山在黄埔创办了陆军军官学校。张
隐韬受中共北京区委派遣去黄埔军校学
习。

王玉良说，张隐韬在黄埔军校期间
刻苦学习政治、军事、战术等军事理
论，积极参加实地训练，军事技能和战
术素养得到很大提高。

“在黄埔学习的这段经历，在他的日
记里记载得很清楚。报到时，接待他的
就是时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宣
传部代理部长、中共中央秘书毛泽
东。” 王玉良说，在张隐韬的日记中提
到了这个细节。

1925年1月，盘踞在惠州、潮州、汕
头一带的军阀陈炯明部发动叛乱，广东
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支持
下，随即组成由黄埔军校学生组成的军
官教导团东征。

在攻打淡水城的战斗中，张隐韬报
名参加了敢死队，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
登上城头，解放了淡水城。接着，他又
参加了第二次东征，随部队攻克了陈炯
明的老巢惠州。因在两次东征中作战勇
敢，东征结束后，张隐韬受到了时任黄
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召见和鼓
励。

在他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话：“我
自入校以来，所受的痛苦固然很多，但
我为实现世界的真正和平，而将各国的
民族并列在同一的水平线上，所以我绝
不以为苦……”

如今读来，依然能感受到他对党的
一片赤诚之心。

黄埔军校毕业后，张隐韬受党组织
派遣，以左派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到

驻河南开封的国民二军中搞兵运工作，
同时搞兵运工作的还有沧州老乡刘格
平。他们积极发展进步军人加入党组
织，并建立了党支部。

王玉良提到，张隐韬对刘格平的影
响非常大，可以说是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1925年秋，国民军一军、二军一部
和三军决定联合攻打盘踞在天津的奉军
李景林部。张隐韬认为创建革命武装的
时机成熟，经党组织同意，张隐韬奔赴
津南农村，建立农民武装，刘格平去天
津组织工人武装，以策应国民军对奉军
的军事行动。然后两支部队在津南会
师，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革命政
权。

1925年 12月，张隐韬在泊镇召开了
当地群众参加的大会，宣布“津南农民
自卫军”成立，张隐韬任司令兼党代
表。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创建的第
一支农民革命武装。

随后，张隐韬率军自泊镇出发，挥
师东下，占领南皮县城，收缴了守城警
察、地方民团100多条枪支。又进军庆云
县城，队伍很快发展到 1200余人，编成
三个大队和一个 50人的手枪骑兵队，活
动在盐山、沧县、南皮、乐陵、庆云五
县边界地带。

自卫军遭反动军阀围剿，24岁
壮烈牺牲

不久，农民自卫军回师，司令部驻
扎在盐山县旧县镇。为了扩大影响，自
卫军向全国发出 《津南农民自卫军宣
言》。宣言发出后，全国震动，北方军阀
一片惊恐。国民二军下达命令，要消灭
自卫军，通缉张隐韬。接着国民三军派
部队进驻盐山、泊镇、南皮一带，对自
卫军形成四面包围态势。自卫军处于非
常危险的境地。

1926年 2月，张隐韬和国民党部队
展开激战。尽管农民自卫军英勇奋
战，但由于双方兵力悬殊，自卫军又
缺乏实战经验，很快被敌人骑兵队冲
散。激战中，张隐韬子弹打光，不幸
被俘。

敌人把张隐韬押到旧县镇西门外，
刺刀和枪口指向张隐韬，逼他向自卫军
喊话，让自卫军缴枪投降，张隐韬大义
凛然，严辞拒绝。面对围观聚集而来的
群众和国民军官兵，他慷慨陈词，揭露
中国封建势力的黑暗统治，号召人们跟
共产党走……

张隐韬的演讲慷慨激昂，还没有讲
完，便随着枪声倒在了血泊中。那天是
1926年2月5日，年仅24岁。

张隐韬虽然牺牲了，但他的英勇事
迹却在津南地区广为传颂。1985年，刘
格平捐资在南皮县烈士陵园为张隐韬修
墓、立碑；1997年，南皮县委、县政府
雕塑了石像，建立了张隐韬纪念展室。
1986年，罗章龙为纪念张隐韬牺牲 60周
年赋诗：“北国之强张隐韬，开滦正定显
英豪。津南起义风云壮，功耀千秋渤海
涛。”

两本日记
见证张隐韬铁血荣光

●他在李大钊的指引
下，学习马克思主义，成
为中共“一大”时期的党
员；

●他数次领导北方工
人大罢工，是中共北方早
期工人运动的先驱者之
一；

●他是黄埔军校第一
期学员，在东征中因作战
勇敢受到周恩来的召见；

●他组建了北方地区
第一支农民武装，亲手点
燃了津南农民运动的烽
火。

●他就是曾被罗章龙
评价为“易水奇男燕地
侠”的张隐韬。

本报记者 杨静然 本报通讯员 孙福军 赵树森

“““帮烈士寻找亲人帮烈士寻找亲人帮烈士寻找亲人”””公益行动公益行动公益行动
刘思如烈士的妹妹刘思如烈士的妹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