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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货币北海钞抗战货币北海钞抗战货币北海钞
本报讯 （记者祁凌霄） 抗战时

期，冀鲁边区金融混乱。日寇印制大
量伪钞，排挤国民政府法币，然后用
伪钞大量购进中国铜币和银元，物价
飞腾，民不聊生，边区百姓和抗战受
到极大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党
领导的北海银行诞生，并一度迁移至
沧州东部海兴一带，发行北海银行冀
鲁边区纸币。党领导的货币斗争，对
抗战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6 日上
午，“文化八仙桌”系列访谈将以我
党在沧州开展的货币斗争为主线，邀
请有关人士在线上展开访谈。

本次访谈邀请的主讲嘉宾是，海
兴县文史学者刘立鑫、海兴县党史办
主任金连广、县志办主任吴海龙。3
位党史和地方志专家对当时我党在沧
州东部发起的与日寇的货币斗争及北
海银行的历史有过系列研究，对北海
钞也有过收藏，并多次发表有关文
章。

抗战时期，日寇发动的货币战争
是侵华政策重要部分，当时的日军货
币战争采用了哪些手段？给冀鲁边区
抗日根据地造成哪些影响？北海银行
酝酿成立和迁往的过程是怎样的？沧
州抗日军民为顺利印钞、采买原材料
和保护银进行了哪些斗争？“赶集买
了线，心中好喜欢，红绿的北海票，
赚了九百三”，北海钞在群众中信用
度很高，为抗战作出哪些重要贡献？
目前，位于沧州东部的银行旧址现状
如何？如何开发利用以为红色宣传的
平台？

这些问题都将在访谈中涉及，欢
迎热心读者拨打电话，展开互动。

时 间：6日上午
电 话：18833783089

人物简介：

刘震寰（1912年-1971

年），孟村牛进庄乡北赵

河人。1935 年入党。1940

年任冀鲁边区回民大队

大队长、支队长。1946年，

任东北民主联军回民支

队长兼党委书记。1949

年，回民支队改编为铁道

兵团第2师，任师长兼衡

阳铁路局副局长。1951年

赴朝参战。后任甘肃省委

统战部长、宁夏回族自治

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长、

政协副主席等职。1955

年，被授予二级独立自由

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71

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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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守健焦守健焦守健“““建国县建国县建国县”””因英雄命名因英雄命名因英雄命名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刘 伟伟

人物简介：

焦守健（1912年－1941

年），有焦建国等多个用

名，衡水市饶阳县留楚乡

屯里村人。1929年11月入

党。1937年 10月，任饶阳

县委第一任书记。1938年

底，任献县、青县、沧县、

交河（今泊头市）中心县

县委书记。1939年，焦守

健在中心县组建起抗日

自卫军 18大队，任政委。

1941年春，焦守健被选为

党的七大代表，4月牺牲。

在青县、沧县、献县三县的接
合部，1942年至 1959年之间，曾经
有一个以烈士名字命名的县——建
国县。 1941 年 4 月，时任中共献
县、青县、沧县、交河(今泊头市)中
心县县委书记的焦守健（又名焦建
国）同志牺牲在这里后，当时冀中
三专署根据群众要求，在这里以他
的名字建立建国县。2015 年 8 月 24
日，在国家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中，赫然记载着焦守健的名字。

投身革命矢志不渝

焦守健光辉壮烈的一生，是为
国家民族、党的事业积极战斗、勇
于奉献的一生。

焦守健出生在饶阳县屯里村，
父亲是本地名医，又兼做药品生
意，与其他家庭的孩子相比，有着
更多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和条件。
焦守健8岁开始读书，少年聪颖，博
闻强记。1925 年，焦守健以全县第
一名的成绩考入县立第一高级小学
读书。1926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时年 13 岁。1927 年，
焦守健与大哥焦守成等组织建立起
饶阳县第一个团支部，焦守健被选
举为团支部书记，尔后担任饶阳县
第一任团总支部书记。

1929年 11月，焦守健成为共产
党员。在领导学生举行罢课、游
行、示威活动中，焦守健被捕入
狱。狱中，虽然敌人对他软硬兼
施，但他意志坚定，守口如瓶，不
为所动。反动派由于抓不到他的任
何把柄，关押一个月后只好将其释
放。

1932 年 8 月，中共河北省委和
保属特委决定在高阳、蠡县一带发
动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暴动。高
蠡暴动失败后，焦守健也随之奉命
转移到天津，继续从事学生运动和
工人运动。1933 年，由于敌人疯狂
反扑，饶阳等冀中6县的党组织遭到
严重破坏，革命处于低潮。在这紧
要关头，上级党组织派焦守健回冀

中农村工作。经过艰苦努力，终于
使这些地方的党组织重新得以恢
复。 1934 年 4 月，马颊河暴动失
败，津南特（工）委遭受严重的破
坏。9月，上级派遣焦守健以特派员
兼津南特（工）委书记的身份，化
名苏一华去沧州重建和恢复中共津
南特（工）委，使冀鲁边的革命烈
火重新燃起。

坚持抗日威震敌寇

“七七事变”后， 1937 年 10
月，焦守健担任抗战时期的中共饶
阳县委第一任书记。任职期间，他
坚持党的抗日方针，积极发展党的
组织，先后建立抗敌后援会、抗日
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和抗日救国会
等群众组织，为饶阳抗日战争的开
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1937年 11月，焦守健以他亲手
组建的 500 多人的抗日自卫队为基
础，成立了人民抗日自卫军，共计
8000 多人。人民抗日自卫军的创
立，迅速打开了饶阳、肃宁、河
间、献县、武强一带的抗日局面，
为我党输送了大批军事人员和干
部。与此同时，他还十分重视地方
党的组织建设，到 1937年底，在全
县建立村党支部 43 个，发展党员
592名，相继建立起 4个区的党委组
织。

1938 年，人民抗日自卫军经过
整编统一归属吕正操、孟庆山所领
导的八路军第三纵队领导。全县抗
日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卓有成
效。因此，饶阳县被冀中区委誉为

“抗日根据地模范县”，冀中区党委
及医院、兵工厂、书店等单位陆续
迁往饶阳，使这里成为冀中抗日根
据地的大后方。

1938 年 5 月，为加强津浦西侧
的抗日力量，冀中区党委决定命他
化名肖实进入中共献县县委，用于
加强该地区党组织力量。1938 年
底，日寇开始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
行了连续五次大规模疯狂扫荡，焦
守健临危受命，出任中共献县、青

县、沧县、交河（今泊头市）中心
县县委书记。1939 年 1 月，贺龙率
120 师主力抵达冀中，在 120 师的
协助下，焦守健在中心县组建起了
抗日自卫军 18 大队，任政委。他
率领军民拆铁路、截火车、炸碉
堡，配合 120 师沉重打击了日伪军
的嚣张气焰。此后，焦守健声名远
扬，成为一名威震敌胆的抗日英
雄。

1941 年春，焦守健当选为党的
七大代表。4月，他在沧县前军庄村
主持召开有青县、沧县、交河、献
县四县参加的联席干部会议。由于
叛徒告密，敌人集中了几个县的日
伪军，凭借着雄厚的兵力对会议驻
地进行重兵突袭。在突围时，焦守
健不顾个人安危，为了掩护地委巡
视员刘光鉴及其他战友，主动担负
起掩护阻击任务。激战中壮烈牺
牲，年仅29岁。

英烈精神传千古

焦守健一生未婚，他常以“国
仇未报，家仇未雪，只宜奔走风雪
地，岂能涉足温柔乡”自励。他有
一个文件包，里面有一块油布，包
着抗日书籍和党的文件。文件包始

终不离手，走路挎在肩上，睡觉当
枕头，一有时间就抓紧学习。他常
说：“党的文件就是革命的武器、奋
斗的方向，没有它们，将一事无
成。”

虽然焦守健担任重要领导职
务，经手过党组织筹措的大批经
费，但他体谅党的困难、严守党的
纪律，把钱用在党最需要的地方。
他宁可自己挨冻受饿，也从不动用
党的经费。身上穿的夹袄，是用别
人送给他的旧棉袍改做的。一物穿
三季，春秋是夹袄 (双层布做的衣
服），冬天就絮上棉花。清贫至此，
可见一斑。

焦守健牺牲后，18 大队的全体
指战员和青、沧、献县党政负责同
志，在子牙河西为他召开了隆重的
追悼大会，方圆几十里的党政负责
人和乡亲纷纷赶来，会场一片哭泣
声。

2014年4月8日，焦守健烈士的
骨灰被迁至位于石家庄市的河北省
英烈纪念园安放。为了纪念这位卓
越的共产主义战士，弘扬他英勇无
畏的献身精神，缅怀他的丰功伟
绩，焦守健烈士纪念铜像在英烈纪
念园纪念碑广场北侧著名烈士塑像
区落成，烈士的精神将永被铭记。

如果说冀鲁边区回民支队战斗史
是一本厚厚的大书，那么创建支队并
一直担任支队长指挥实际作战的刘震
寰，则是谱写精彩篇章的民族英雄。

“小秀才”胸怀天下
拉枪杆子打盐巡

在后人记忆中，刘震寰经常沉默
地闭着嘴，腰永远挺得笔直，目光却
非常锐利，讲起话来，条分缕析，朴
实幽默，沉着坚毅果敢。这是一副战
略家的智慧相。

刘震寰戏称自己是“小秀才”，
缘自 1921 年到 1928 年，他在沧州城
内私塾和捷地曹庄子学校连续读了 7
年书，已经从一个 9 岁的懵懂少年，
长成“饱读诗书”的书生。而此时，
他还结识了好朋友穆少卿，一位曾就
读于政法大学的前清官员子弟。这位
好友给了他另一种启蒙。大量进步文
学作品和马列著作，令读惯了“之乎
者也”的刘震寰眼前一亮，心灵也为
之一震。穆少卿生于官宦之家但毕业
就失业，刘震寰世代务农，8 岁丧
母，生计艰辛。进步书籍和各自的不
幸，让他们产生了不满和共鸣，也牵
引他们的目光由家及国，到天下事中
来。

刘震寰是个“穷大手”。毕业
后，他在捷地“和记粮店”当学徒。
此时他已成家却养不起，老婆孩子只
能回娘家过活。这也好，一个人住更
便于交朋友，那些被接济过的朋友也
乐于到他的住处闲聊。穷朋友们有很
多人贩私盐，但这点吃喝得从刀尖上
挣，许多人败家送命。闲聊中，刘震
寰得知族叔刘子芳有一支盐帮手枪
队。其时，已秘密入党的刘子芳送给
他一支手枪，希望他能效仿自己。回
到捷地后，刘震寰又搞到一些枪，组
建武装盐帮，和盐巡对着干。这支武
装，成为以后刘震寰在津南开展武装
斗争的基础力量。

在刘子芳、刘格平两位族叔的引

导下，刘震寰开始向党组织靠拢。马
颊河暴动失败后，刘格平等 17 人被
捕，津南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有人
退缩，有人叛变，而刘震寰却成为群
众骨干，并在 1935年 8月入党。他在
曹庄子的家，也成为我党的秘密联络
据点。

名扬“沧州事件”
击毙日本最高指挥官

1936年，伏击日军走私汽车队一
战，刘震寰开始头角峥嵘。这年 4
月，为配合刘志丹东征，津南特委指
示刘震寰等人组织武装力量，沿沧石
路开展游击战。8 月，一支日本军人
武装的走私汽车队走到沧县旧州时，
刘震寰率领盐帮队骨干和组织起来的
30多名铁路散兵，伏而击之，当场击
毙日本人一名，缴获大批贵重物资。
这时，日军尚未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沧州境内针对日军的地方游击战还极
少。日军非常震惊，胁迫旧政府“缉
拿刘震寰”。这次伏击轰动一时，被
称为“沧州事件”，“共匪”刘震寰的
大名不胫而走。

沧州沦陷后，肖华率抗日纵队东
进，开辟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1938
年，刘震寰的武装与肖华部不期而
遇。当得知这支武装是真正的抗日队
伍后，肖华为刘震寰调拨一批武器，
并任命他为独立营营长，正式编入八
路军。进入战斗序列后，刘震寰创造
了 3 人俘获伪军一个班、缴枪 12 支；
4 人端炮楼，围歼日军、奇袭日军军
火辎重车等出色战例。

那 是 1938 年 8 月 （一 说 1939
年），由日本骑兵护送一日军大佐前
往盐山阅兵，在沧县仵龙堂附近，被
刘震寰“包了饺子”，十几个骑兵被
全歼，日本大佐当场毙命。据一些抗
战老兵回忆和有关资料，日本全面侵
华初期，班底都是关东军精锐，单兵
作战能力、战术、装备都是一流的，
中国军队与之作战，中方伤亡约数10

人而日军不过伤亡一人而已，伤亡比
例非常悬殊，所以“皇军战无不胜”
的神话被许多人信以为真。刘震寰以
没经过多少正规训练的“散兵游勇”
全歼日寇，给抗战军民鼓足了劲头。
被击毙的日军大佐，据记载是抗战中
冀鲁边区击毙的日军最高指挥官。

创建回民支队
以少胜多粉碎大扫荡

抗战时期，沧州境内有两支回民
支队。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在西部
冀中，刘震寰领导的回民支队在东部
冀鲁边。在马本斋率部东进时，刘震
寰与他有过两个月的短暂汇合。马本
斋走后，也为刘震寰留下了一些骨
干。冀中回民支队名震天下，而冀鲁
边区回民支队被普通群众所知晓不过
是近年的事，以至许多人一提起回民
支队，都误以为马本斋那支部队。

冀鲁边区回民支队组建，正当肖
华率部转移鲁西之时，边区仅剩 2个
营和几个大队的抗日力量。日伪乘机
进犯。1939年冬，沧县县长丁润生和
刘震寰商议并由丁向上级汇报组建回
民武装，得到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周
贯五的赞同。马本斋部丁溪野和曹奎
对冀中回民支队的介绍，也给边区领
导很大启发。于是在 1940 年 7 月 20
日，冀鲁边区回民大队在山东宁津魏
家庵 （一说宁石寨子） 成立，8 月 1
日，又在孟村新县镇正式宣告成立。
刘震寰任大队长，王连芳任政委，初
建时由18名干部战士组成，至正式宣
告时已发展到 30 多人。到 1941 年
秋，回民大队充实到 400 余人，遂扩
编为冀鲁边区回民支队。

这支新队伍在刘震寰的领导下，
连克沧县李天木、风化店等日伪据
点，屡建奇功，日军被迫龟缩到沧州
城里。1943年，边区抗战队伍因“大
赵村惨案”受到削弱，日酋长谷川与
大汉奸刘佩臣率5000多人马，对边区
进行铁壁合围。面对数倍于己的敌

人，刘震寰一边派小股部队诱敌，牵
着敌人在海边转圈，一边伏精兵断其
归路。结果，在海边水土不服的日伪
军一无所获，很多士兵染病，回沧州
城的队伍稀稀拉拉溃不成军，被刘震
寰伏击歼灭 400 多人，刘佩臣接报回
救，为时已晚。

回民支队在装备、给养、兵员作
战素质上，均与日伪相差甚远，刘震
寰利用地形、民情、士气等优势条
件，采用突袭、诱敌、伏击、分化等
高超战术与之周旋战斗，创下一个个
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

据不完全统计，从 1940 到 1946
年，在河北、山东、天津、东北，回
民支队作战 100 多次，歼敌 4000 多
人，缴获各种枪支4000多支、火炮20
多门、战马 30 多匹，攻克据点 20 多
座。

处决亲表弟
保护受害干部

“在家不干好事，出门让你遇到
刘震寰。”这是日伪的口头禅。刘震
寰严惩不义，一家人秉承民族大义。

回民大队成立后，刘震寰的弟弟
刘振宇、刘振山，舅父张文凯、姑父
马振江及 3 个表弟都参加了革命队
伍，12 岁的儿子刘桐轩也被送入部
队。其中，张文凯是回民大队初建时
的骨干，他被捕后，日寇想用他来诱
降刘震寰。遭拒绝后，日寇放出狼狗
撕咬，然后活埋，埋到一半时，又把
烈士挖出，用成捆的柱香烫。张文凯
毫不畏惧，最后被惨杀。

1942年，根据地环境艰苦，刘震
寰的表弟“老实刘”逃跑当了土匪，
并做了对不起百姓的事。被抓后，很
多人说情，有的领导也说他是刘支队
长的亲表弟，过去也还老实，可以从
宽。刘震寰说：“正因为他是我表
弟，才要严肃处理。否则还要什么军
法？还怎么抗日？还叫什么人民军
队？”随后下令处决。刘震寰 8 岁丧

母，由姨母抚养成人，与表弟情同手
足。姨母闻讯后当即昏死过去。刘震
寰长跪在姨母面前，软语安慰，终于
取得谅解，老人又毅然将另外两个儿
子送到部队。其中一个后来壮烈殉
国。

刘震寰对亲属要求严格，但对他
人则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处理。一次，
有人欲投靠伪军，在路上被回民支队
抓获。许多人认为应该处决，但刘震
寰认为，这些人事出有因，没有造成
投降事实，也没有祸害过百姓，如果
处以极刑，会动摇军心和群众基础，
应该免死，从而保全了他的生命。他
在宁夏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期间，抵
制极左思潮，巧妙为受冤干部直言。
如他在固原地区调研期间，有人要处
理宗教人士显丕义、显丕礼兄弟，刘
震寰幽默地说：“显者少也。把他们
都抓了，显门不就绝后了吗！”在同
心县，有人要处理政协委员张生德，
刘震寰听后表示：“我要说一句刀下
留人！还是把他留下来对工作有好
处。”

就这样，刘震寰保护了很多无辜
干部群众，也受到人们的衷心爱戴。
然而这也成为后来所谓的罪状，左臂
被打伤致残。1968年银川的万人大会
上，他被挂牌批斗，但台下战友们高
喊“不准揪斗刘震寰同志”“刘震寰
是好同志”，其受爱戴的情景可见一
斑。

抗战胜利后，回民支队调往东
北，参加了解放长春、突袭飞机场、
保护铁路等工作，被改编为铁道部
队，修桥开路。再调广西、湖南等
地，抢修津浦铁路、粤汉路、漯河大
桥、汨罗江大桥等重要交通工程，周
总理任命刘震寰兼任衡阳铁路局副局
长。1951年，刘震寰率部入朝，在清
川江、大同江奋战两年之久，顶住美
军空中轰炸，建立起“打不垮炸不断
的钢铁运输线”。

1971 年 12 月 28 日，民族英雄刘
震寰在青岛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