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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

年。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八路军等抗日武装，在敌后广泛发展抗日力量，建立了晋

察冀、晋冀鲁豫、冀热辽等一大批抗日根据地，为抗战胜利

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保障。我们启动以“燕赵

丰碑”为主题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宣传活动，主要是

进一步挖掘、整理和宣传我省抗日军民的英雄事迹，追忆他

们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英雄壮举，感受他们天下兴亡、匹

夫有责的爱国情怀，颂扬他们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

概，让全省人民更好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高扬民族精神

和抗战精神的光辉旗帜，为“三个河北”建设，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信心和力量。

河北是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抗战的主战场，在那个血雨

腥风的年代，千千万万的燕赵儿女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铁

骨铮铮、视死如归，涌现出了“狼牙山五壮士”、马本斋、

节振国等一大批以身殉国的抗日英雄，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

雄凯歌。河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不仅创造了人民战争的军

弘扬英雄精神　加快“三个河北”建设※

（2015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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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省委宣传部长艾文礼在“英雄河北　燕赵丰碑——纪念抗日战争胜
利70周年”网上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上的致辞。（略有改动）



事奇观，同时也创造了璀璨夺目、影响深远的文艺奇观。一

大批反映我省军民抗战历史、充满必胜信念与战斗豪情的文

学和影视作品，如徐光耀的《小兵张嘎》、李英儒的《野火

春风斗古城》、梁斌的《红旗谱》、孙犁的《荷花淀》，以

及电影《地道战》《狼牙山五壮士》《敌后武工队》等，可

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些作品有着深刻的“河北烙

印”，闪烁着思想与艺术的光芒，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

革命斗志。近年来，我省推出了《我的故乡晋察冀》《打狗

棍》《勇敢的心》《节振国传奇》《闯天下》等一批具有燕

赵豪气的优秀影视作品，在荧屏上刮起了一股强劲的“河北

风”。这些作品的成功，正是因为它们深深根植于河北抗战

历史的文化土壤，精彩讲述了燕赵大地上可歌可泣的抗日英

雄事迹。新形势下，我们更要怀着对历史的敬畏、对时代的

担当、对使命的坚守，让这些革命故事一直讲述下去，让我

们党的好传统、好作风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调研指导我省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时指出：“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

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

大历史，心中就会增添很多正能量。”历史无法重来，未来

可以开创。当前，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新征程中，河

北既面临结构性矛盾突出的特殊问题，又面临着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重大机遇。本顺书记讲：“好日子是拼出来的。”我们一

定要继承和发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抗战精神，抢抓机遇，迎难

而上，把对抗日英烈的景仰崇敬之情，化作推动各项事业发展

的强大动力，推动河北实现创新发展、绿色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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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

孙永勤

孙永勤生于1893年。1933年12月在家乡组织成立民众军

并任团长。1935年5月24日，孙永勤等抗日将士400余人，同

日军血战于遵化茅山，光荣殉国，时年42岁。

孙永勤是我国早期抗战著名的英雄。1935年10月1日，中

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

书》（即《八一宣言》）中，赞扬孙永勤为抗日民族英雄。

孙永勤，1893年出生于河北省宽城县（今属兴隆县）黄

花川孙杖子一个富裕农民家庭。7岁入私塾学习，几年后回家

务农。孙永勤从小好武术，喜读《水浒传》《岳飞传》，景

仰岳飞，崇尚忠义。由于行侠仗义，主持公道，村人送他绰

号“黑脸门神”，在当地的青年人中极有影响。清末民初，

土匪啸聚长城以北地区的山林，为害百姓，热河地区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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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纷成立民团，抵御土匪袭扰。因作战勇敢、富有指挥才能，

加之能团结众人，孙永勤很快便被推举为副团长、团长。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军又进攻热河。孙永勤对国民党

军队不战自溃非常愤怒。1933年3月，国民党爱国的二十九

军官兵用大刀在长城喜峰口、罗文峪与日军进行正面血战，

消息传来，孙永勤激动地说：“只有抵抗，才有出路。”孙

永勤与王宝石村船民关元有曾星夜骑马百余华里，赶赴喜峰

口阵地，将他们所见到的日军大规模调动情况报告给二十九

军，受到二十九军将领的褒奖。

日军占领热河后，先是推行“土地登记政策”，搜刮热

河地区人民财税。1933年11月，又实行“铳器回收政策”，

强迫农民将所有枪支无偿上缴，如有延误，即按匪论处。孙

永勤亲眼目睹家人和乡亲们因逾期不缴枪，被伪警察抓走。

与其等死，不如反抗。他找到好友关元有、赵四川等人，几

人一致同意孙永勤起义的想法，并在一座大庙中歃血为盟。

1933年12月12日，在日军占领东北全境、热河省大部分地

区，国民党长城抗战失败，军队撤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

农红军在南方艰难地反“围剿”之际，孙永勤率领16名农

民，共计17人，勇敢地树起了“天下第一军，均富又济贫”

的大旗，正式宣告成立民众军。民众军誓言“头可断，血可

流，敌不死，志不屈”，制定

了“不贪财、不扰民、不奸

淫、不投降”的四大军规。民

众军很快发展到500余人，孙

永勤任民众军团长，下设三个

队，关元有、王殿臣、赵四川

（三人均为中共党员）分任队

长。在长城以北的深山大川里◎在这个碾盘上，孙永勤宣布民众军成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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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伪军展开了殊死斗争。这是华北地区第一次农民抗日武

装起义，是华北地区人民抗日的火种。

民众军运用过去山中打猎和围剿土匪学会的游击战术，

以老梁、五凤楼、五指山、广东山、都山五座大山为根据

地，穿梭活动于兴隆、宽城、承德、平泉、青龙、遵化、迁

安等地区，避实击虚、出其不意地打击日伪势力。1933年12

月至1935年5月的近一年半时间内，共攻克日伪据点100多

次，毙伤、俘虏日军、伪满洲国军5000多人，不仅沉重打击

了日本关东军的嚣张气焰，牵制了日军对平津的用兵，而且

极大地激发了活动地域内广大人民抗日救国的决心。日本关

东军司令部对孙永勤和民众军采取了招抚、“围剿”两种办

法，均无济于事，恼怒之下，称呼孙永勤为“山耗子”（山

这头堵，山那头出来，怎么堵都堵不住之意），孙永勤则

鄙视地称呼日本关东军为“黄豆皮子”（日军军服为黄豆颜

色）。

孙永勤的抗日行动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关注。1934年

5月，中共遵化县委秘密派军事干部徐英等到五指山，以遵

化爱国群众的身份与孙永勤会晤。徐英等向孙永勤介绍了关

内各地的抗日形势以及中国共产党

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建议孙永勤从

“均富济贫”发展为团结一切力量

抗日救国，同时加强军队纪律，密

切联系群众，以取得广大群众的支

持。孙永勤的政治视野一下子跨越

了长城以北的百里河山，思想急剧

升华。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中共遵

化地下党人的建议，将人数已发展

成5000余人的民众军改名为“抗日 ◎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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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国军”，并对部队作了抗日到底、联系群众的教育。更名

之后的抗日救国军面貌焕然一新，所到之处，惩奸扶弱，开

仓济贫，被群众亲切地称为“及时雨”、“仁义之师”。抗

日救国军在整个抗战过程中，一直感到最缺乏的是武器和药

品。中共遵化县委书记骆凤亭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变卖自

家十几亩地，筹备了10支大枪和一箱外伤药，派弟弟共产党

员骆凤明和阎龙赶着毛驴，驮着席卷（枪藏在里面），连走

三天，送到孙永勤军部。孙永勤从其他渠道了解到此事的经

过后，对共产党人更加钦佩。

日军在长城以北的山林地区消灭不了孙永勤，便想出

了一条十分阴险的计谋：用重兵从东、西、北三面，强行逼

迫孙永勤抗日救国军入关，在遵化茅山地区予以歼灭。日军

此计甚为毒辣：一是茅山为一异常荒凉光秃的石山，没有树

木，无险可守，便于日军集中炮击；二是日本关东军中的好

战分子一直不满足于其势力范围仅停留于《塘沽协定》中规

定的长城以北地区，茅山位于长城以南的“非武装地带”，

故意将战场推进到这一地带，可以试探国民政府的反应，为

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寻找借口。

1935年5月初，在日本关东军的疯狂围堵下，腿部负伤

的孙永勤为解决部队军需给养问题被迫带队入关。不久，孙

永勤察觉到日军的意图。为不给侵

略者造成侵占华北的口实，他决定

寻机突围，重返长城以北山区。不

料，还没来得及冲出，便被日本关

东军司令部快速调集的驻军，联合

国民党河北省特警队、遵化县保安

队、民团，共计一万余人，层层围

困，压迫上茅山。日军和国民党动◎孙永勤使用过的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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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飞机、大炮对救国军阵地进行轰

击。5月24日，孙永勤被日军飞机

子弹击中，壮烈牺牲。据救国军幸

存者回忆，孙永勤牺牲时，场面悲

壮——当孙永勤发现，国民政府不

但派出遵化县保安队、当地民团协

同日军对他进行“围剿”，还专门

派出河北省特警总队的6个中队对救

国军进行“围剿”时，孙永勤痛心

疾首地说：“队伍落到今天这个地

步，全是我孙永勤一个人的错，我

对不起兄弟们。”他要关元有率队

突围，自己坚守阵地，牵制敌人。

救国军官兵除部分突围外，其

余全部殉国。日军将孙永勤、关元

有二人头颅割下，带往承德示众。

对孙永勤牺牲一事，中国共产党表示了极大的敬意与惋

惜。1935年10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在巴黎《救国报》上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

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高度赞扬了吉鸿昌、瞿秋

白、孙永勤、方志敏等11位为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称他

们表现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坚信中华民族抗日

救国最终必然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极“左”思潮影响，孙永勤曾在

一段时间内遭受过不公正的待遇。20世纪70年代末拨乱反正

后，孙永勤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事迹和塑像陈列在承德市

热河革命烈士纪念馆。

◎孙永勤烈士证明书

◎孙永勤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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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死报国的抗日名将

佟麟阁

佟麟阁生于1892年。早年投身军旅后历任团长、旅长、

军长等职。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率部与日军鏖战近一个

月后殉国，时年45岁。

“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

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当马革裹尸，以死报

国。”这是抗日英雄佟麟阁在南苑军事会议上誓死抗击日本

侵略者的慷慨誓言。

佟麟阁，1892年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一个农民家庭。17

岁时，佟麟阁谋得当地县官署一个笔帖式职位，每月领取微

薄的收入补贴家用。在他做笔吏期间，得知高阳为燕王高阳

君之故城。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代出奇伟义烈之人，

其正气蓬勃，深为佟麟阁所敬仰。自此他奋然以天下为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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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存高远。

1911年11月，冯玉祥等举

行滦州起义，沉寂的北方一时

革命空气弥漫。第二年，适逢

冯玉祥招募新兵，佟麟阁仰慕

冯玉祥爱国之名，毅然投笔从

戎。在冯玉祥领导的第十六混

成旅中任职，后来在该部队中

顺利升职。曾参加护国运动。

1922年任冯玉祥将军陆军检阅使署高级教导团团长。1924

年10月，佟麟阁任国民军第一军第十一师步兵第二十一旅旅

长。1925年7月，升任西北军第十一师师长。1926年南口大战

中，佟麟阁在与奉军几次重要激烈战斗中勇冠三军。

1926年9月五原誓师后，佟麟阁随冯玉祥加入国民革命

军，参加北伐。1927年任甘肃陇南镇守使兼代理甘肃督办。

冯玉祥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后，佟麟阁被

任命为第十一军军长。

1928年起，佟麟阁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三十五

军军长、暂编第十一师师长。中原大战后，佟麟阁担任宋哲

元领导的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军官教导团团长。在长城抗战

中，佟麟阁辅佐宋哲元指挥部队，取得喜峰口大捷，虽然最

终长城抗战败北，但获得国内舆论赞赏。

1933年5月，察哈尔省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冯玉祥发

表抗日通电，佟鳞阁、高树勋等14名将领在张家口联名通

电，响应冯玉祥的号召，参加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命佟麟

阁为抗日同盟军第一军军长，代理察哈尔省主席。佟麟阁积

极与北路前敌总指挥吉鸿昌等密切配合，出兵张北，先后收

复察东康保、宝昌、沽源，又乘胜挺进收复多伦。抗日同盟

◎1935年佟麟阁、彭静智夫妇和次子佟兵在张家口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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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军威大振。佟麟阁治军理政，运筹帷幄，筹备军需，安定

后方，出版《国民新报》，宣传抗日主张，组织民众武装，

救护伤员，收容难民，殚精竭虑，甚获察省军民的爱戴。后

因国内政治形势的压力，抗日同盟军腹背受敌。冯玉祥被迫

撤销抗日同盟军，宋哲元回察主政。佟麟阁深感抗日之志未

遂，而山河破碎，国运垂危，不胜悲愤，于是退居北平香山

寓所，以待报国时机。

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重。宋哲元再三敦请佟

麟阁出山，负责军事。第二十九军师长冯治安、赵登禹、张

自忠、刘汝明等亦联袂相邀。此时天津大学生和人民群众的

抗日救亡运动，在共产党的号召下，日益激昂。佟麟阁感到

抗日救国之日到来，回任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军事训练团团

长，还兼大学生军训班主任，住南苑二十九军军部，主持全

军事务。他对友人说：“中央如下令抗日，麟阁若不身先士

卒，君等可执往天安门前，挖我两眼，割我两耳。”声情激

越，闻者热血沸腾。

宋哲元负责维持冀察政局，被外敌内奸威胁引诱，进

退两难，穷于应付，便借为父亲修墓和养病为名，于1937年

◎后排右起：佟麟阁、赵登禹、冯治安、郑大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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