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叫张福英，今年 94岁，曾在文水县人民
武装部工作。于 1945年 2月参军，1947年 3月
入党，参加过无数次战斗，1950年 6月 25日朝
鲜战争爆发。战火一度烧到了我国的东北边
境地区，直接威胁到我国安全。1951 年 2 月，
我积极报名，随中国人民志愿军 63 军一八九
师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奔赴保家卫
国的朝鲜战场，被分配在通讯班。七十多年过
去了，志愿军战士们的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
战斗场面至今历历在目，无法忘却。

寒夜送情报
通讯工作是作战的耳目，也是部队首长指

挥战斗决策的重要依据。而当好一个通讯兵，
需要沉着冷静，胆大心细。因此，我从分配在
通讯排的那一天起，就深感到通讯工作的责任
重大。1952 年 3 月的一天，天气乍寒，我接到
连长交给的一个紧急送信的任务，要尽快把信
件送到我方几十里以外的某高地。要到达某
高地，需要绕过敌人的据点，一不小心，就会暴
露目标，引来杀身之祸。于是，我带好信件后，
一边观察敌情，一边判断地形，冒着生命危险，
爬过崇山峻岭，绕过敌人据点，经过五个多小
时的奔波，终于到达指定地点，把信件交给了
我方首长，为战斗胜利赢得了时间。

轻伤不下火线
1953年 7月，在攻打一处高地时，敌军的炮

弹狂轰滥炸，使得电话线多次中断，作为班长的
我深感焦急。我带领全班战士，冒着颗颗炮弹
轰炸后的滚滚浓烟，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地反复
抢修。突然，一颗炮弹在我附近爆炸，弹片炸伤
了我的左小腿，腿小骨都露出来了，当时我疼得
像刀子在割，鲜血直流，我咬紧牙关，强忍着剧
痛，迈着艰难的步子，迅速修复接通了电话线
路。任务完成后，排长帮我包扎了伤口。当时
已是炎热的夏天，过了几天，我觉得伤口扎心般
的疼，于是我让军医拆开绷带看看，打开绷带一
看吓一跳，在场的战友们都惊呆了，感染了的伤
口里面生了好多蛆。这时，医生让护士用棉球
沾上酒精在伤口上擦洗，蛆往下滚落，酒精擦在
伤口上刺心地疼，经过医生和护士的治疗包扎

消毒之后，我继续投入战斗。

智擒敌兵
1952年秋天的一个黄昏，一次战役之后，营

部命令我们赶快抢修炸坏的电话线路，我带着通
讯班的战士爬在电话线杆上，往远处一望，看见一
辆已经炸坏的坦克停在路旁，一会儿从坦克的上
面露出一个人影，我马上警觉起来，再定神细看，
像美国兵。我马上报告了营部，营部迅速派了一
个加强班，把坦克车包围，在“交枪不杀”的震慑声
中，坦克里的三名美兵乖乖地举起了双手。

梁振明根据张福英口述整理

顾永田，1916年生于江苏省徐州市
铜山县大黄山乡西朱家村。顾永田家
境贫穷，9岁那年失去了父亲，直至 12
岁，他才勉强进入学校。顾永田入学的
时候，正赶上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勾结
帝国主义和各种反动势力，疯狂“围剿”
革命根据地。1931年日本侵略者制造
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沈阳，接着分
兵入侵吉林、黑龙江，4个月的时间，东
北全境沦陷。这时的顾永田已经进入
铜山县师范学校读书。铜山师范学校
是徐州地区共产党地下组织活跃的地
方，一部分教师和学生是共产党员，抗
日救国的思想在这里得到深入地发
动。顾永田接受了进步思想，积极参加
抗日救亡运动。不久，顾永田在铜山师
范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
年，顾永田在铜山县师范学校毕业了。
经共青团组织的介绍，顾永田于年底来
到了北平，在北京大学找到了在那里读
书的孙传文。不久，孙传文介绍他参加
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顾永田被党组
织派到延安去学习。1936年秋，日寇向
平津逼进，山西省处于抗日前哨阵地，
阎锡山在人民群众抗日怒潮和共产党
的敦促下，打出“守土抗战”的招牌，并
和共产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9月，在
省会太原成立了由薄一波领导的“牺牲
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牺盟会吸
收了大量的各地青年学生，展开抗击日
本侵略者的革命运动。一时间，太原成
了全国救亡青年的汇集地。

1937年顾永田受党组织委派从延
安来到山西，参加了牺盟会的工作，担
任牺盟总会执行委员和太原市二区牺
盟会特派员。1937年 7月 7日，卢沟桥
事变后日本大举侵略中国，全面抗战爆
发。顾永田在太原和其他共产党人一
起，以太原各工厂工人为主组织起一支

“山西人民抗日新军”——山西工人武
装自卫队，把工人武装起来，打击日本
侵略者。11月，太原沦陷，山西工人武
装自卫队和在太原的一切革命组织被
迫撤出太原城。顾永田和工人自卫队
撤到交城、文水地区，配合八路军一二
〇师继续坚持敌后游击战争。顾永田
先后担任连政治指导员、营教导员。

1938年 4月，随着日寇的长驱直入
和国民党军的溃退，中国大片领土被日
寇占领，山西省的大部县城沦入敌手，
顾永田的队伍到了农村。不久，牺盟会
和工人武装自卫队向阎锡山推荐，顾永
田担任文水县县长，组织抗日政府，开
展敌后抗日运动。文水县抗日民主政
府名义上是属于阎锡山任命的政权，但
实际上县长由共产党员担任，县政府工
作机构的领导也多是共产党员，并在机
关内部建立了中共支部，因而执行的是
共产党的各项抗日政策，县政府工作人
员通过这种合法的、公开的身份，大刀
阔斧地开展各项抗日工作。有县无城
的文水县，面临着强大敌人的压力，一
开始便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22岁的
顾永田，没有被敌人的嚣张气焰所吓
倒，积极研究对策，扩大势力，巩固阵
地。他在文水县各农村建立农救会、青
救会、妇救会，广泛发动群众，实施共产
党倡导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文水县，
那时是一片贫困的地方，人民生活极
苦。顾永田任县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在农村废除了按地亩摊派的农税征
收办法，实行“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
力出力”的合理负担政策；同时，颁发了
减租减息令。这样做，使得广大农民摆
脱了沉重的经济负担，生活有了保证。
于是，全县呈现出报名参军、组织游击
队和自动捐出军粮、布匹、棉花、军鞋等

爱国行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文水县
最早建立了由共产党建议推动并领导
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第三支队和工卫
旅第二十二团，文水成了晋西北抗战最
牢固、最有实力的抗日根据地。文水抗
日阵地的巩固，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文
水、交城一带八路军和抗日新军的军需
供应和兵源。抗日力量大发展了，敌伪
政权只能限制在县城以内，广大农村则
是浓厚的全民抗战氛围。

顾永田在文水县，除了广泛深入发
动群众，建立、扩大抗日武装，改造区、
村旧政权为抗日民主政权，扩大抗日力
量，把全县人民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旗帜下，巩固抗日根据地之外，还
十分注重发展生产，兴办教育，兴修水
利，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改善人民
生活，发动群众积极参军参战、踊跃为
抗日部队筹措粮饷。他领导文水人民
兴修汾河水利，组建纺织工厂，禁烟禁
毒，并在文水发行了一种一元券（一元
相当于一枚银元）的流通券，以抵制伪
钞。当时的阎锡山政府也不得不承认
文水县是“抗日模范县”。

当抗日力量在山西广大农村蓬勃
发展起来的时候，阎锡山在“抗日”的旗
帜下，又加了一个“和日”的方针。1939
年2月，阎锡山策划了一个以“分裂抗日
同盟，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为目的的“秋
林会议”果然，秋林会议结束后，阎锡山
便宣布取消动员抗战运动委员会，解散
抗日团体，改编抗日新军，派了他的突
击团来接管文水县政权，决定将顾永田
撤职查办，调回秋林“另有任用”。阎锡
山这一举动，意在打击进步势力，削弱
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但其阴谋遭到
全县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共文水县委
因势利导，发动全县人民成立了“挽留
顾县长委员会”，以委员会名义先后派
出四批群众共 1000余人的请愿代表团
到兴县，要求山西第二行署主任赵承绶
转求阎锡山收回成命。赵承绶先是不
答应，群众代表就一批批地陆续去找
他，同时发动县政府工作人员和群众赶
走了阎锡山新派来的县长。最后赵承
绶只得答应呈报阎锡山。阎锡山在权
衡利弊得失后，只得让顾永田“准予留
任”，其撤换抗日民主县长的阴谋彻底
失败。明着不行，阎锡山来暗的。他派
遣一伙武装力量，搞什么敌工团、突击
队、“精建会”，在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暗
杀，顾永田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在抗日
军民中组织精干小分队，针锋相对跟他
们干。经过小分队的揭露和斗争，阎锡
山的暗杀队很快便无立足之地，不得不
纷纷逃窜。1939年12月初，阎锡山在晋
西和晋东南集中9个军的兵力，向抗日新
军发动突然袭击。这就是山西著名的

“十二月事变”。一批抗日干部被杀害了，
一片片抗日根据地变了颜色，革命武装
无家可归，只好暂时离开根据地。共产
党组织和山西抗战干群及时总结教训，
重新组织队伍，在1940年春天又打回根
据地去，山西各地抗日民主政权渐渐恢
复起来。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八分区
政权重新建立起来。恰逢八分区专员
陈兴邦因故被赵承绶撤了职，所以八分
区群众要求提升顾永田为八分区专员，
当时的工卫旅旅长郭挺一也数次致电
阎锡山要求提升顾永田为八分区专
员。但那时阎锡山已决定掀起大规模
反共高潮，所以对委任顾永田为八分区
专员一事没有批准。直到“晋西事变”
之后，1940年 1月，在一百多位军民代
表的大会上，顾永田由共产党建立的晋
西北行政公署任命为八分区专员。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了艰苦阶
段。顾永田的八分区和山西全省一样，
遭到日伪和阎锡山叛军的多方夹击之

中，一日几次“扫荡”。为了坚持八分区
抗日阵地，顾永田亲自率领工卫旅二十
二团一部分队伍，插入敌后，转战交城
边山一带，牵制敌人“扫荡”。1940年 2
月 11日，日伪顽混合的“扫荡”部队对
这片地方梳理一遍，并没有找到抗日
主力。他们只抓了些壮丁，拉了些猪
牛，烧了些村庄，便想缩回城市。顾永
田率领的工卫团与敌人巧妙地周旋之
后，潜伏在交城县田家沟村边的鸡绿
沟附近，准备狠狠地伏击敌人一下。
敌人大部队过来了，黑压压的见头不见
尾。顾永田犹豫了：是打是退?打么，自
己只有一个小分队，仅十个人，怎么能
战胜强敌呢？退么，敌人打到门上来
了，轻易放他们走，岂不太可惜。顾永
田焦急地思索着。长长的敌阵，人喊马
叫，牛嚎猪哼，一派恐怖凄惨景象。顾
永田怒火焚心，再也不可忍耐，一声令
下：“同志们，冲呀! ”喊着，便跃出战壕，
冲了上去。队员们见他冲上去了，一个
个跃身而起，端枪冲出。“乒乒乓乓”一
阵枪响，敌营乱了阵脚，一排排应声倒
下，一排排横窜乱跑。刹那间，敌尸压
道，尘土蔽天。顾永田率领小分队冲入
敌营厮杀，敌人尾部几乎被全部消灭。
正当他们要撤出阵地时，敌人大部队已
经调整部署，猛扑过来。“同志们快撤，
我来掩护!”顾永田喊着，指挥着队伍朝
山沟里撤。当小分队主力即将撤退完
毕时，敌人已从四面包围过来，顾永田
再想杀出去已不可能。为了掩护其他
队员撤退，他壮烈地献出了自己的宝
贵生命。牺牲时年仅 24岁。当时《新
华日报》发表的《顾永田同志生平》中
写道：“他的死，不但是晋西北人民的
严重损失，也是中华民族的重大损失！”
事后，文水县人民为永远纪念顾永田，
将“永丰渠”更名为“永田渠”，八分区将
这里的中学命名为“永田中学”。2014
年 9月 1日，为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9 周
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发
出公告，公布第一批 300名著名抗日英
烈和英雄群体名录，顾永田名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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