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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华侨武桂生爱国华侨武桂生
建起沧州第一所华侨捐资的学校建起沧州第一所华侨捐资的学校
齐斐斐 南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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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海兴县党史办的工作人员表
示感谢，我们完成了两代人 60多年
的心愿，烈士的灵魂得以安息……”
几天前，海兴县党史办的工作人员再
次收到来自四川省的感谢信，写信人
卢发用，是位年逾八旬的老人。

60多年来，哥哥陆成道的牺牲、
埋葬地点一直是他和家人的心病。令
人欣慰的是，在海兴县党史办以及黄
骅市党史办、民政局的多方努力下，
这场寻访最终有了圆满的结局——经
查证，陆成道烈士当年与黄骅烈士一
起在大赵村惨案中遇难，如今安葬在
山东省阳信烈士陵园。

陆成道烈土原名卢发社，籍贯四
川，生于 1913 年。1943 年 6 月 30
日，任冀鲁边区参谋处长的他，在震
惊边区的大赵村惨案中被叛徒杀害，
英勇牺牲。而关于他的事迹，一直鲜
为人知。在海兴县党史办工作人员的
帮助下，陆成道英勇善战、足智多谋
的形象，也逐渐清晰起来。

年少从军 屡立战功

陆成道，原名卢发社，参加革命
后，改名为陆成道，1913年2月15日
出生在四川省富驿镇五星村卢家湾。
他的父亲卢宅卿和母亲赵淑琴早年就
在富驿镇从事共产党地下工作，他们
的家就是地下联络中转站，是成都通
往川陕苏区的重要一环，收转过川陕
苏区领导干部的许多重要情报、信
函、文件。陆成道从小受家庭的熏
陶，思想进步。

1929年，陆成道考入四川省志
诚法政大学，经党组织的推荐，一
进大学就担任学生会宣传委员。后
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为苏区传
送情报和运输人员，建立了成都通
向川陕苏区领导机关驻地的地下交
通线。

后来，陆成道被任命为南阆苏区
游击队纵队长，到南部县委、阆中县
委领导第七区苏维埃政府和军事工
作，开展地方群众运动。

1933年1月，陆成道派两个小分
队去侦察和找寻去井冈山的路线。与
红一方面军取得联系，并绘制好行军
路线图。2月到达衡阳，3月6日到达
井冈山，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下进
行战斗。他带领的 1000 余人的部
队，采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屡立
战功。然后，陆成道参加了二万五千
里长征。

抗战名将 捐躯边区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
爆发。陆成道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前教
六旅十三团团长。

后来，陆成道随罗荣桓、萧华到
山东军区，参与领导和指挥军区工
作。

为解决冀鲁边区干部短缺问题，
1942年4月，陆成道等辗转来到当时
的边区党政军领导机构所在地——今
海兴一带，任职冀鲁边军区参谋处
长。作为军区重要的领导成员，在冀
鲁边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他发挥了优
秀的军事和政治才能，深孚众望，成
为边区军民爱戴的抗战领袖。但不幸
却在一年后降临。

1943年 6月 30日，陆成道和冀
鲁边军区司令员黄骅在新海县大赵村
召开会议。不料军区手枪队长冯冠奎
受邢仁甫的指使，带领 11名暴徒突
然闯入会场，向黄骅、陆成道等9名
与会人员开枪射击。黄骅、陆成道等
人当场牺牲。这就是震惊冀鲁边区的
大赵村惨案。陆成道牺牲时，年仅30

岁。
海兴县党史办的工作人员说，陆

成道足智多谋，海兴县小山一带就流
传着他指挥的经典战例。

1943年春天，在兵力有限的情
况下，他采取迂回战术，在山后村和
曹庄子村之间一举歼灭日军 30 多
人，而八路军、百姓无一伤亡。

时任新海县委书记叶尚志回忆：
“陆成道是一位从红军中成长起来的
英勇善战的人才，知识面广，文化程
度较高，而且练得一笔流利的草书。
他只拿一个指南针在敌人据点中穿插
行军，最终准确到达目的地。我们总
是在一起分析斗争形势，促膝交谈。
他的每次来信和交谈均表现出了共产
党员坦率热诚的胸怀、明快而又机敏
的智慧。”

多年寻找 家人圆梦

卢发用与陆成道相差 24岁，哥
哥离家时，他还未出生。卢发用是听
着哥哥的故事长大的。

“一开始，哥哥与家里人还有书
信往来，后来渐渐失去了联系。直到
1950年，家人收到政府颁发的烈士证
明书，才得知哥哥早已牺牲的消
息。”卢发用说。

但陆成道的牺牲地和埋葬地却成
了谜，卢家人 60多年来，一直打听
寻找。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南方根据
地慰问团曾给家里挂上红军英烈军属
匾。”卢发用说。

从 1951年开始，还上中学的卢
发用就和家人到处联系问询关于陆成
道的消息，多次给共同参加过战斗的
领导和战友去信，之后又通过中国人
民解放军档案馆查询，确定陆成道的
牺牲地为冀鲁边区。

1970 年，陆成道的母亲去世，
这位曾经在川陕苏区做地下交通员的
老人临终前交代儿子，一定要找到陆
成道的遗骸。几年后，卢发用在一本
杂志中看到，中共黄骅县委党史办刊
发的“寻找烈士亲人的通知”。通知
称，陆成道，四川人，冀鲁边军区参
谋处长，1943年 6月 30日在新海县
（今黄骅市）大赵村被叛徒冯冠奎刺
杀牺牲。

多年的寻找，终于有了转机。
后来，海兴县党史办工作人员

无意中从一位党史爱好者口中得
知：居住在山东省无棣县的韩金
辉，曾参与大赵村惨案烈士的迁葬
工作。一番联系后，最终确定陆成
道烈士遗骸埋葬在山东省阳信烈士
陵园。

至此，卢家人多年的夙愿终于达
成。

也是从那时起，卢家人每年都要
致信海兴县党史办工作人员，表达感
激之情。

文武兼备陆成道文武兼备陆成道

与黄骅一同牺牲的参谋处长与黄骅一同牺牲的参谋处长
杨静然 金连广

一方德政碑一方德政碑 记录百年前抗洪往事记录百年前抗洪往事
赵华英 杨静然

战斗中被俘
在日本当劳工

回顾起爷爷武桂生一生的经
历，武金凤眼圈红了，怎一个坎
坷了得！

武桂生是南皮县鲍官屯镇鲍
官屯村人，旅日期间居住在日本
北海道扎幌市，有两个儿子——
长子武秀义在国内生活，二儿子
武秀夫出生在日本并一直跟随在
他身边。武桂生在日本经营房地
产，并任桂和商事社社长。

1923 年 3 月 13 日，武桂生出
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上有
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为反抗日
本帝国主义侵略，1939 年，16 岁

的他参加了八路军，在 115教导旅
骑 兵 排 当 通 讯 员 。 由 于 机 智 过
人，智勇双全，他深受战友的喜
爱，并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3 年 8 月 18 日，在东光县
大吴家一次战斗中，武桂生负伤
被日军抓捕。日军先将他押在东
光监狱，后来送往北京西苑收容
所。当时，武桂生已婚并生育了
儿子武秀义。翌年 6 月 28 日，他
被送到日本，先后在新泻县信浓
川水电站、长野县煤矿当劳工，
从事重体力劳动。曾因不堪忍受
惨无人道的虐待，与难友合力同
日本当局进行斗争，多次罢工，
还打死了一名日本监工，被投入
监狱，判刑 18年。

创桂和商事
保留中国国籍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
无条件投降。武桂生被释放，在
日本靠做零工赖以度日。

后来，他认识了现任妻子武和
贞，二人结婚后也居无定所，靠做
一些小买卖，艰难维持生计。他们
来到当时非常荒凉的北海道札幌市
定居下来，从拉面馆做起，赚到第
一桶金后，进入租赁业。武桂生审
时度势，善于观察分析，1963年经
营房地产，创建桂和商事。经他与
儿子武秀夫的努力，到 1988 年，
他们已拥有 16 座楼房、两个停车
场、两所公寓。

武桂生旅居日本多年，始终
保持一颗爱国之心。虽经常受到
日本右翼势力的歧视，甚至是戏
谑辱骂。但他忍辱负重，终未加
入日本国籍，而且连儿子武秀夫
也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

自 1963 年他与国内亲人联系
上以后，就经常回国探亲。特别
是 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
更是年年不断。武桂生曾任日本
北海道华侨联合会会长多年，作
为爱国华侨多次受到我国领导人
的接见。

由 于 爱 国 思 乡 之 情 日 盛 ，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武桂生
对家乡捐助颇多。曾给当时沧州
地区行署捐献丰田轿车 2辆、南皮
县委和政府丰田轿车 6辆、鲍官屯
镇丰田和日野货车 2辆、鲍官屯村

拖拉机两辆、打深机井一眼。

捐资23万元
筹建乡中造福桑梓

那时候，一说起武桂生，人
们都说他不仅是位爱国华侨，更
是造福桑梓的亲人。68 岁的石洪
林是鲍官屯村志的编纂者，武桂
生和桂和中学的故事得从 1983 年
9月讲起。

那一年仲秋，武桂生回国探
亲，为了改变家乡办学条件，改
变家乡的面貌，他提出捐资 23 万
元筹建一所乡中学。经过 8个月的
紧张施工，占地 42 亩、建筑面积
2400 平方米、教学楼一座、平房
86 间、能容纳 12 个教学班 600 多
名 学 生 的 乡 办 中 学 落 成 。 一 条

“华侨路”，连接海泊公路，直通
校内。

学校以武桂生和夫人武和贞
二人名字取名“桂和中学”。南皮
县 人 民 政 府 在 校 园 内 立 了 纪 念
碑，正面刻有“热爱祖国 造福桑
梓”8个大字，背面碑文详细记载
了武桂生捐资办学的事迹，赞扬
了武先生爱国爱乡的崇高精神。

1984 年 8 月 29 日，桂和中学
举行落成典礼，武桂生携全家参
加。并赠送给学校 3台日立电视，
教师每人一盒钢笔、学生每人一
支电子圆珠笔作为礼品。又赠现
金 1万元为全体教师添置校服。

之后，武桂生曾多次派武秀
夫来校探望师生，并为学校购置
图书、仪器、实验设备等，先后
又捐资 10 万余元，桂和中学的办

学件不断改善。
1992 年 2 月，武桂生因病去

世，乡亲们按照当地习俗，为武
先生立衣冠冢，以便年年祭祀。

他在国内的长子武秀义曾任
沧州地区行署侨联秘书长，也继
承 了 老 人 的 传 统 ， 待 人 豪 爽 热
情 ， 逢 戚 友 遇 难 时 ， 必 慷 慨 以
助。1995年，武秀义一次捐资 100
万元人民币，用于河北省第一座
平原水库——南皮县大浪淀水库
建设，为家乡人民喝上放心水作
出了自己的贡献。

武桂生情系中华，情系家乡
父老，为改变故乡贫穷面貌，多
次 慷 慨 解 囊 捐 资 兴 教 ， 造 福 桑
梓，为华侨作出了表率，成为后
辈的楷模。

从河间市向沧州行驶，经过沙
河桥西侧，一通“县长吕公瑚生德
政碑”便会映入眼帘。碑文上写
着：“丁巳季夏，本镇西岸河决两
口，波浪滔天，声闻十余里，奇灾
也……民国七年十月立。”原来，这
座碑记载的是 1917年的子牙河发生
洪水的往事。

岁月远去，但关于这座石碑，
当地村民仍能说出许多故事。

村民们说，在 1917 年夏秋之
交，河北、东北等地同时发生了罕
见的水灾，大雨连着下了 20来天，
许多百姓缺衣少食、流离失所。

当年的《北京时报》报道：“河
沿岸及其他避难人民约达三十五
万”，“南运河决口三处，天津所属
岌岌可危，食粮薪炭饮水等一概缺
乏，西南关外以至南开南市，日本
租界等处，一概水没胸膛，数十万
遭水难民，扶老携幼，惨不可言”，

“天津各河之水陡涨，沿河一带村庄
尽成泽国。”

海河流域属于典型的扇形水
系，上游支流繁多分散，而下游集
中，河道上大下小，极易形成洪
峰。仅清光绪年间，就多次发生水
灾。光绪十二年（1886年），子牙河
河间西岸决口；光绪十三年、十四
年，滹沱河溢，水灾重者河间、献
县；光绪十五年秋，阴雨连绵，山

水下注，河间等四十州县被水淹；
光绪十六年（1890年），河间昼夜大
雨，平地水深二丈……

《河间县水利志》 转引 《旱涝
史料》 中记载，民国六年 （1917
年） 8月 13日，子牙河沙河桥冲决
大堤一百余丈，河间被淹近四百余
村。记载的正是石碑中的那场水
灾。

石碑上还刻有一句话：“康熙
三十九年直隶巡抚李文贞公奏请创
修 （子牙河堤），三百年来万民戴
德。”

李文贞是谁？当地村民说，李
文贞指的是时任直隶巡抚李光地。
他历任翰林院编修、翰林学士、兵
部右侍郎、直隶巡抚，协助平定

“三藩之乱”，康熙四十四年（1705
年），拜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去世，谥
号“文贞”。

李光地担任直隶巡抚期间，治
理河务、兴修水利。当时京城地区
常遭受水灾，康熙帝命李光地疏通
漳河故道。他前往当地考察，上奏
称霸州、永清、宛平、献县等地因
为疏浚新河，占用了民田一百三十
九顷，请求豁免老百姓的赋税，得
到了皇帝的批准。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皇帝
御驾亲临子牙河视察治河工程，命

令李光地在献县东西两岸修筑长
堤。西堤连接大城，东堤连接静
海，长约200余里。又在静海的广福
楼、焦家口开辟新河道，引水入
湖。从此下流更加畅通无阻，再无
水患之灾。

《清史稿·李光地》对这段历史
也有记载：“康熙三十九年，上临视
子牙河工，命光地于献县东西两岸
筑长堤，西接大城，东接静海，亘
二百馀里”。

沙河桥这座碑文里不仅提到了
李光地，还提到了当年的县长吕公
瑚。写到：“公之清如水斯澄，公
之慎亦详且精，公之勤弭灾捍患、
百计兼营，乃能河唇堤岸前后告
成，直与三百年前李文贞公后先媲
美，莫与争功！漪与休哉，留得芳
名……”将吕公瑚与清朝李光地治
水相比，赞扬了两人一心为民的高
尚品德。

“民国初，民生凋敝、社会动
荡，当时的河间县长为民着想，多
方筹谋，在财力紧缺的条件下，迅
速修复了沙河桥一带被洪水毁坏的
堤岸，难能可贵。”村民们说。

然而，此次修堤并未根除水
患，1924年 8月，因西部太行山区
连降暴雨，子牙河沙河桥段决堤300
余米；接下来的 1925、1926 两年，
河间再次受到洪水侵袭……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子牙河才
得到了彻底的治理。上世纪 50年代
至 60年代，岗南、黄壁庄等上游水
库的修建，子牙新河的开挖，水患
得以遏制，两岸防洪能力大大提高。

如今，1917年修建的这座抗洪
纪念碑仍屹立于沙河桥镇，距今已
隔百年。村民们说，现在的河间人
或许很难想象100多年前子牙河发大
水时的情形，以及水灾之下受尽苦
难的人们，这座石碑将百年前的往
事记录下来，也是在提醒人们增强
忧患意识。

本报讯（杨静然） 为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沧州市档案馆
现面向全社会征集在革命时期、建
设年代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史档
案资料、革命文物及社会发展的见
证物。

据了解，征集内容包括记录不
同时期沧州各级党组织发展史、党
的运动史的志书、文献、报刊等；
反映沧州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活
动、重要事件的专题资料、重要文
件起草的过程稿；重要党史人物、
革命烈士、老红军、老八路、革命
战士、劳动模范、知名人士的生平
事迹、传记、笔记、日记、著作、

手稿、书信函件、获奖证书等档案
文献资料。还有包括党旗、党徽、
党章、奖章、勋章、票据、生活用
品等代表性历史见证的实物，以及
与沧州党史各个时期的重要决策、
重大事件、重点工作、重要人物有
关的照片、图片、录音、录像资
料；反映沧州革命遗址遗迹的照
片、图片、录像资料等。

捐赠的档案资料经鉴定符合条
件后将收为馆藏，永久保存于沧州
市档案馆，并向捐赠者颁发收藏证
书。

联系方式：0317-2160353，电
子邮箱：czdaywzd@163.com。

市档案馆向社会征集文史资料市档案馆向社会征集文史资料

36 年 月 桂 风
华 ， 36 年 岁 月 积
淀。一场大雪，让
南皮县鲍官屯镇桂
和 中 学 变 得 静 谧
朗阔。走进校园，
正门矗立着一块石
碑，上面刻着学校
的历史，对面便是
学生们所立的感恩
石，上书“感恩母
校 思念仁师”。

在 桂 和 中 学 ，
每位师生，都能讲
述爱国华侨武桂生
捐资建校的感人故
事。

献礼建党百年 记录百名先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