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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岁月峥嵘。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征程上，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为纪念党的90华诞，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发挥

自身独特优势，按照方志服务现实、垂鉴后世的根本

宗旨，以2009年河南省确定的90名“为新中国成立作

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候选人和90名“新中国

成立以来感动中原人物”候选人资料为基础，充分

利用社会主义新方志丰富的人物资料，将这些英模

人物的传记或简介集中整理，．并根据志书中的相关

资料予以适当补充、修改、完善，编纂出《中原崛

起之星——河南英模志》，以充分发挥地方志的资

治育人作用，展现史志事业优势，服务中原崛起。

《河南英模志》充分展示各个时期各条战线河南省共

产党员杰出代表在革命、建设、改革中作出的突出贡

献。他们用鲜血和生命，用智慧和汗水，为民族独

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谱写了名垂青

史、彪炳史册的壮丽篇章，充分体现共产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党员领导干部模范带头作用。他们的事迹，

或感动中原，或激励社会，光芒四射，灿若繁星。本

书深切缅怀并永远铭记在党的领导和指引下，河南省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

物，热情讴歌新中国成立以来各行各业涌现出来的先

言口前



进典型，颂扬他们的感人事迹，学习他们的高尚品

质，讴歌他们的崇高情操，努力在全社会唱响共产党

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

民好的时代主旋律。相信该书的出版，对奋力实现中

原崛起、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河南省广大党员和群众有

所启迪及激励。该书第二部分，附录了河南省各个

时期党组织的机构沿革情况，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

料，对了解河南省党组织的历史和发展弥足珍贵。

抚今追昔，鉴往追来。烈士们永垂不朽，英模们风

范长存。英模们虽然身处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但

他们所体现的崇高精神、优秀品质是相同的，那就

是：忠于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坚持理想，

艰苦奋斗、敢于胜利，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淡泊

名利、无私奉献。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以爱国

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

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的丰厚精神资源。我们有理由永远铭记他们，继

承先烈们的遗志，弘扬光大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

我们应当学习英模们的先进事迹，引以骄傲和自

豪，把他们的精神变为振兴中华的激励力量，并付

诸行动，这也是我们对党的90周年华诞的最好纪念。

《中原崛起之星——河南英模志》编纂委员会

2011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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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沛毅

马沛蛰(1906—1932)．原名培义，又名宜轩，

化名一渡、逸波等．生于杞县城内一个小商贾家庭．

1913年至1920年在杞县读小学，成绩优异．每列第

一。1921年考人省立开封二中，假期回杞后，常到进

步知识分子盂昭朴私垫里阅读《饮冰室文集》等书

刊，追求维新改良。1922年初，他转入南京东南大学

附中。道尔顿班”隶学，参加旧教育宗穆济渡组织的

青年合作社，并在穆办的《合作周刊》上发表有关社

会问题的文章。

1924年夏，中共党员恽代英在该投的讲演．使马

沛毅的思想发生深捌变化，遂积极要求参加革命组

织．从事革命运动。他由恽代英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

年团。同年冬．他带着组织交给的建团任务，返杞向

张海峰，昊芝圃，韩绍棠，牡孟模、高炳坦等进步青

年进行思想教育，井共同将原来张海峰等组织的“读

书会’改为“社会科学研究会1。该会宗旨为：学习

马克恩列宁主义理论．研究中国革命问题。马蒲毅返

校后，向团中央i[报了该会的情况．得到了恽代英的

支持和指导。

1925年初，马iiIi毅转为中共党员，成为杞县第一

名共产党员。2月，党组织决定让他到当时国共两党

创办，由共产党人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领导的上

海大学继续学习。马沛般到上海后立即向团中央i[

报了在杞县、开封等地的社会科学研究会成员的思想

情况和他们加人党、团组织的

要求，受到了团中央的重视。

恽代英与马沛教随即介绍张海

峰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3月，恽代英根据马捕毅介绍

的情况．指示张海峰在杞县作

农村调查．开屉建团工作。从

此杞县的革命斗争正式在中共

河南英模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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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著名共产竟
顿导人怿代羹

党．团组织领导下，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之后，

马沛拉在上海大学致函豫陕区团蚕彭振刚，把杞县在

开封各校上学的进步青年的情况介绍蛤他。彭振刚于

是年春先后接收吴芝圃、韩绍掌，杜孟模，高炳坦等

加入共青团。五卅运动游行中他被捕入狱．敌人查不

到证据将其释放。后来他被选为上海学联领导成员，

积极参与上海工商联合会活动。

1926年．中共党组织派马沛毅回河南，在团开封

地委(代行豫陕区团委之职)领导下，从事青运工

作。不九团开封地委改组，马沛彀任农工委员．领导

开封青年工人、农民运动，在开封工人中首先创办了

工会，发展团的组织。12月，他兼任新建的中共开封

工厂支部干事会书记。当时．经过五四运动，特别是

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河南建立以后．开封的学生青年运

动发展很快。开封一些学校的进步青年先后建立了不

少自己的组织．著名的有省立一师的“青年学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玛i崛起之垡
ZHONGYUANJUEQIZHIXING

省立二中的。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州大学(令河南

大学)附中的。青年救国团’和4青年干社’等组

织。这些青年组织在五卅运动的爱国热潮中得到进一

步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自立山头，扩大组

织、互相竞争等。他们虽然有着共同的目的，其组织

形式也大同小异．但却比较分散。为使青年运动更好

地发挥作用，他建议将社会科学研究会改为团的外围

组织——阿南青年社．后叉建议将河南青年社、青年

学社、青年干社、青年救国团等组飙合并为河南青年

协社。1926年1月3日，在开封召开扣I南省青年协社筹

备会议，马沛毂被推选为筹备委员会主席。会上，他

与筹备委员会成员一起．对各项工作进行了认真研

究．决定将河南青年社，青年学社、青年千社和青年

救国会合井为河南青年协牡．统一领导垒省青年运

动，拟订了i袤狲社简章和宣言。1月10日．在开封中州

大学(夸河南大学)大礼堂召开了河南青年协社成立大

会。大会由联合的4个团体全体社员400多人参加，还

邀请了一些非社员青年学生列席，铁路工会及其他工

会、妇女联合会均派代表出席了会议，礼堂楼上楼下

都坐请了人。马沛毅在会上代表筹备委员会作了筹备

经过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协社章程、运动纲领，选举

产生了协社的领导机构。会后对协社全体社鼠进行了

琶记，对基层组织进行r整顿，建立了备分社、支社

河南大学大礼堂

委员会．创办了《河南青年，半月刊。不久，信阳、

杞县，郑州、盂县等地都成立了分社，垒省社员已达

六百多人，成了团结全省广大青年的党的外围组织．

河南青年协社的成立及其宣言的发表，不仅统一了对

垒省青年革命运动的领导．而且也促进了河南革命运

动．特别是青年运动的蓬勃发展。

根据I町南青年运动迅速发展的实际．党、团领导

干部的变动和共青团豫陕区委的指示．1926年1月18日

共青团开封地委举行大会．会上改组了领导班子。马

捕教被选为地委书记，不久又兼任组织部长。他一上

任便非常重视团的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根

据团像陕区委的部署．办团干训练班，进一步提高了

团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政治素质，为河南青年

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

3月初，国民二军被迫从西、北两路退出河南．直

系军阍昊佩孚占领郑州、开封等地，中共竟，团工作

遭到巨大损失．党的各级组织被迫转移。党，团馥陕

区委主要领导和在各地工作的同志也先后离开河南。

马沛毂灌照团豫陕区委的指示，根据斗争条件的变化

及刚拟出的秘密工作提纲，要求团员尽快学会秘密工

作，井把能否保守机密作为衡量团员的首要条件。由

于他及时采取措施。在外地团组织严震受挫的情况

下，开封团组织未受任何影响，照常开会和活动。为

抗议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制造的大估口事件和三·八

惨案．马捕毅和中共开封地委组织r集会，反对日本

帝国主义出兵天津，反对军阀镇压学生，追悼死难烈

士。4月，马沛觳亲自组织领导丁开封兵工局各厂工

人怠_[、要求补发工资的斗争，他组织团员到枪厂、

子弹厂、修械所协助【作，发动群众。经过鼓动和宣

传，当停产放工的汽笛一响，3个，(所)的工人数百名

·齐拥向兵JI局办公室的门前示威，迫使兵工局局长

当众答应了工人的要求，补发对垒厂工人的欠薪。



i927年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集河南五区(豫

东，豫西、豫南、豫北和豫中)农民代表会议，讨论和

部署支援北伐事宜。中共豫区委根据武汉会议精神和

毛泽东的指示，派马谛毅等到豫北安阳、临漳，林县

一带建立农民武装。马沛艘在这里依靠党、团组织，

积极发动组织群众，到。白枪会”中进行革命宣传．

发展左派势力，团结中间力量，把广大农民引导到北

伐战争的革命阵线上来．在奉系军阀南下时，遭到了

农民武装。白枪会“的打击·当奉军被北伐军击溃遇

却时，“白枪会’向他们发动进攻．迫使奉军某团缴

械，以此支持北伐战争。5月上旬．北戊军抵达郑州，

开封，奉系军阀被迫撒出河南。5月10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马沛毅被选为

团中央经济斗争部部长。6B底．他奉命调回开封，任

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共青团河南省委书记。7月，汪精

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大革命遭到失败。河南省政府主

席冯玉祥也公开支持蒋介石、汪精卫反共，实行“清

党。，镇压工农运动。在此自色恐怖之时，革命运动

步八低潮，中共河南党、团组织转人地下括动．开始

了更加艰苦的斗争。9月，因叛徒告密．团省委机关

被破坏，马沛敏再次被捕，被关押在国民党河南省第

一监狱。被捕后，敌人对他百般折磨和虐待，但他坚

贞不屈．为革命事业视死如归。在狱中与同时期被捕

的中共河南省委委员、省委秘书长张海峰等中共党员

建立党组织，发动、组织狱中难友与敌人进行斗争。

1930年，。蒋、阎，冯”(蒋介石．阎锡山和冯玉

样)中原大战，冯玉祥败走中原。南京国民党派人到

阿南处理被冯玉样关押的政治5B，并成立“政治5B’

清理委员会。中共河南区地下党利用清理。政治犯”

之机．积极营救就中党、团员和群众。马沛簸与被押

的200多人一同获释出狱。此后．经中共开封市委党组

河l订荚磷志
HENANYINGMOZHl

中雁主战中开赴河南的冯卑炮兵

织安排，马暂时回家。隐蔽”。

马捕毅在返乡后“隐蔽”期闻，秘密找到在宗养

病的昊芝圃和大革命失败后失去组织联系的党员继续

开展革命活动。1931年初，马沛毅收到中共河南省委

的来信。调他去开封。他把此事告诉父亲．其父不

觅．并以如外出就断绝父子关系相成胁。他毅然同家

庭决裂，赴开封。此后．马沛毅先后在开封、唐河．

武汉等地秘密进行革命活动。1931年末在武汉因组织

暴动未成，披叛徒出卖．1932年初在汉口法租界被

捕，惨遣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26岁。

新中国成立后。河南省人民政府根据马沛救的革

命事迹．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时的汉口法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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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绍琴

马绍琴(1904--19,13)。又名马少■．小名马喜明。

郑州北郊双桥村人。出生千农民家庭，其父马子俊．

勉强供他念了两年私垫．由于衣食不继．不得已辍

学。1920年，他琏叔父马文庆到郑州铁路机车房当攘

车工．后当车房帮匠。少年时代的马绍琴饱尝了人间

疾苦，他幼小的心灵里瀑潦地埋下了对人吃人的IEl社

会憎恨的种子。

1921年初。郑州铁路工人夜校成立，马绍琴积极

参加工人夜校学习，成了出名的夜校积极分子。在工

人夜较里，他学得了文化知识，接受了先进思想教

育。这年3月．李大钊专程从北京来到郑州，在夜校

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讲授俄国十月革命。马绍琴在

革命先驱者的启发下．逐步懂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知

识，萌发了革命思想。

1921年底，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京汉．陇海两铁

路工运的领导，特派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李震矗

到郑州、洛阳从事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此间．郑州

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马绍琴在其中努力工作，表现

突出。经过李震瀛的引导教育．马绍琴的阶级觉悟El

渐提高，很快成长为李震瀛从事革命工作的得力助

手。1922年3月，经李震瀛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卫青年

团，井任支部书记。

1922年，李震瀛在马绍琴家里，秘密办起了一个

马克思主义读书会．组织郑州车站青年L人积极分子

学习《向导》和其他马克思主义书籍．李震毫亲自辅

导。参加学习的每一个人都以一本《国语》课奉为掩

护。外人来了．就拿出《国语》学习．外人去了．就

学《向导*等进步书刊。郑州铁路的青年工人积极

分子在这个秘密读书会里进一步学到了新文化、新思

想，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蕈教育。这些积极分子很

快使马克思主义在铁

路工人中得到了更加

广泛的传播．从而为

震惊世界的。二七。

风暴的到来奠定了基

础。

1922年．京汉铁

路已经组织了164"分

工会．代表3万多名有

组织的工人。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经

过筹备，决定于1923
京泣鼓路太罢工宣传画

年2月I[El在郑州正式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但是，在开会前夕，反动军阀昊佩孚下夸禁止开会，

李震瀛等和工人代表力争无敛，工人们群情激愤．

不顾军阀的野蛮千涉．决定如期开会。281日上午，

马绍琴等率领青年工人走在队伍的前头，高呼“争人

权，争自由、打倒军阀”等口号，带领垒体代表冲破



敌人的包围．向普乐园会场进发。为了反对军阀对工

人运动的镇压，京汉铁路总工会决定于2月4日举行垒

路工人总罢工。在罢工斗争中，马绍琴积极组织并参

加了以青年工人为主体的工人纠察队和敢死队．他们

扛起铁棍和长矛，冲锋陷阵，与荷枪实弹的敌人展开

殊死的搏斗．许多青年工人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轰轰烈烈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因遣反动军阀残酷镇

压而失败了。

京汉铁路大罢工虽然失败后．马绍琴痛感“国破

民贫，何以家为”．遂抛家舍身，投入革命。1924年

2月7日，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铁路工人有了靠

山。不久，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华垒国铁路总工会

委员长壬荷波和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李学沛(女)等来

到郑州．同马绍琴取得联系，李震瀛也二次返郑，马

绍琴在王荷波，李震蠢的带领下，多次操人到攥河车

站了解工人情况．指导工人运动，培养工人运动骨干

和积极分子，为1925年春中共郾城车站支部的建立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国共两党第一次台作时期．南方各省革命运动蓬

勃开展，而北方的各系军阀预感到末日的来临，疯狂

地镇压革命力量。军阀吴佩孚妄图南下阻止革命势力

的发展。其间，为了打击军阀吴佩孚的反动气焰，阻

止其往南派遣兵力与革命军对抗，上级党组织指示对

军阀控制的交通、通信等设施进行破坏。在李学沛

的具体领导和部署下．马绍琴，马文庆组织一些青年

京汉蛟路总工鲁成立太旨的合影

河南荚艇志

工人，组成铁路破坏小组，在郑州至小枣庄等地制造

断桥、翻车事件．将教人的电线割断．中断敌人的通

信，阻止直系军阀调兵南下。

1925年2月7日至10日．在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

全国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大会．郑州市工人，市民

集会．隆重地悼念 。二七。烈士．并宣布京汉铁路总

工会恢复办公。不九，中共中央派黄平万来到郑州．

与马绍琴取得联系．恢复了嗣的组织。经过马绍琴等

人的努力工作。团组织在郑州得到了迅速的发展。5月

任共青团郁州临时支部书记，7月加人中国共产党。8

月，共青团中央派余立亚到郑州，筹备共青团郑州地

委．9f130日建立．马绍琴被提名为团地委候补委员。

101124日，共青团豫陕区叠成立．李求实为书记，马

绍琴同肖楚女、高光履为候补委员。马绍琴任团豫陕

区蚕候补委员以后，更加努力地为革命工作。

1925年冬，为配合南方革命战争，上级党组织叉

派曾在郑州工作过的李学沛．小彭等人二次来郑与马

绍琴取得联系，重新组成铁路破坏小组。1926年元

月，为了阻止所谓的直奉讨赤联军调兵南下，马绍

琴与李学沛等人商定．计划炸掉郑州北双桥附近的铁

路桥。他们积极准备．伺机行事。有一天．马绍琴得

知可靠消息，当晚9点钟有一列军车白北向南通过双

桥铁路桥，马绍琴果断地决定．立印组织司文德，马

文庆，郑国钧．汪胜友等人扛起炸药箱赶赴双桥，秘

密地把炸药安放在桥上的关键部位。不久一列军车急

速驰来．车头恰巧行至桥身，他们引爆炸药，桥断车

两，军用物资被毁，车上的士兵死伤一片。

直奉军橱闻知军列被炸．气急败坏，下令通缉炸

桥人员，声称抓获一人赏500至1000大洋，刹那间．黑

云压城城欲摧。铁路破坏小组成员旺胜友、司文德二

人被捕，马绍琴的安全受到威胁。此时，瀑河站工会

也被查封，工会秘书兼地下党支部书记周天元因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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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恶．奉埔刊武汉从事革命括动．这里的党团和工会

组织一度无人领导。京汉铁路党组织和总工会鉴于这

两种情况，便于1926年春夏之交派马绍琴到潭阿接替

周天元的工作．担任中共郾墟(溧阿)车站党支部书

记。

马绍琴刊漯河后的公开身份是机车司炉，他利用

工作在下层之便，深人道棚和铁路工人索中访贫问

苦，扎根串连，传播革命思想，很快恢复了秘密工

会．在工会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团员．由于他的勤奋

工作，不久．中共在漯河车站的地下组织就有了很大

的发展，共产党员发展到六七十人。

1927年2fl，中共郾城县党组织正式成立．瀑河车

站党组织归属中共鄞城县党组织领导，马绍琴任中共

鄙城县委委员、工人部长兼铁路支部书记。4月．北伐

军从武汉打到信阳．驻马店一带。为迎接北伐军的到

来，支援北伐军攻打直奉联军。河南省委加强了对铁

路工运工作的领导，按照省委和县委的韶署，马绍琴

领导铁路支部大力宣传北伐军讨伐直奉军阀的意义．

揭露直奉军阀残害人民的罪行。组织工人参与北伐军

铁道大队对铁道的修复，并向北伐军提供了有关奉军

在漯河一带的布防情报。赶制士制铁甲车，支援北伐

军越过大沙河向北岸进攻。6月．马绍琴和地下党员、

铁路工人程守春作为代表．参加r在武汉召开的垒国

第四次劳动大会。之后，他特意返回郑州．以铁路工

会的名义．组织工友将汪胜友和司文德烈士的遗骨护

送原籍安葬。9B，中共八七会议后，中共阿南省委进

行改组，马绍琴担任省委候补委员。

lO月．中共郾城县委书记谢悔村和共青团县委书

记张坦被捕。省委即派谷滋生到郾城重新筹备建立县

委，随即新县委建立．马绍琴任县委委员。新县委建

立后，马绍琴和谷滋生一起．夜里在漂河北五里庙附

近的田野里，召开中共党员会议，传达丁八七会议精

神和蒋汪台流后的

国内革命形势，号

召党员坚定革命

信念．将革命进行

到底。在新县委领

导下，马绍琴仍然

致力于工人运动．

领导工会组织清算

工贼杨德甫、丁朗

彝等人的罪行。年

底，一伙叛徒、工

贼与国民党鄞城县 ^七畚设告奎竞竞m书

觉部党魁张廷赞、委员常寿峰互相勾结．大肆镇压共

产党人，马绍琴垒亲人被捕，后将他解往开封监皴．

半年后被释放．他出缺后，仍回凉河车站工作。

1928年7B，中共河南省委决定在漯河建立像中特

委。马绍琴任特委委员．他同特叠的其他同志一道，

以铁路工人为依靠对象，积极发展党团组织，开展反

压迫，争人权、争自由的斗争。10B，正当马绍琴协

助豫中特委书记谷滋生等筹备郾城韩庄农民暴动的时

候．因叛徒出卖，再次被敌人逮捕，囚干开封河南第

一监狱。在关押了约一年时间后，经中共党组织积极

营救，敌人将他释放。1930年2B 3日，经中共中央批

准，中共河南省委重新组建时．马绍琴任省委委员、

候补常委。同年10月．省委派他任豫西特委书记，

1931年1月调任洛阳中心县委书记。同年3月，由于白

色恐怖严重，省委书记曾斯廷，秘书长蒋明华、宣传

部长谷滋生等先后被捕．中共河南省委遭敌破坏。此

时，马绍琴在河南已经无法开展工作。迫不得已，只

得在老同事、京汉铁路郑州机厂总司机冯文玉举荐

下，于193i年春到浙江杭州杭江铁路江边机厂任司

机，化名马少卿。



马绍琴初到江边机厂时，该厂没有中共地下党组

织，但他时刻惦记着党的工作，经多次寻找．他终于

与在本厂工作的原信阳中心县委成员熊绍碌和另一名

党员余洽平以及当地的一名党员孙冠华取得联系，在

厂里组建了党小组，在与上级党组织没有取得联系的

情况下，独自从事革命活动。孙冠华老家在上海，其

京曾一度是中共临时中央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周恩来

等经常在这里商谈工作。1931年底．孙母到扛边机厂

看望儿子．得知了马绍琴等4名早期共产党员的情况。

孙母返回后llp睛l周慝来}l二报了这4个党员的情况。周恩

来十分重视，就把原中共河南省委髌补常委马绍琴的

情况介绍给筹建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的中央特派员

沈先定。在临时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下，

1933年1月，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在杭州成立．

沈先定任书记，马少卿、粱茂康任委员。3月，由于叛

徒出卖，他第三次被捕人狱并被判刑5年。1937年，

马绍琴出皴后沿途乞讨返郑，仍在铁路上从事工人运

动，同时积极与中共党组织联系。

1938年2月，他闻知李家寨车站有党的地下工作

者．便风尘仆仆赶到该站。数经周折。找到了中共中

央长扛局派刊该站的地下党员石健民。当时，党为领

导平溲铁路工人的抗日救亡工作，通过铁路地下党，

恢复加强r工会组织，并决定恢复一部分同志的组织

荚系。马绍琴就在这时重新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石

健民把马绍琴的情况汇报给中共中央长江局和河南省

委．党组织让其配合筹建铁道破坏队。他们先在李家

寨附近的柴家冲开办“平汉铁路工人抗日爆破训练

河南荧谈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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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共训练两期学员。这年5月1日，第一战区司令

部铁道破坏总队在武汉正式成立．马绍琴担任铁道破

坏总队参谋。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垒会确定了“限共．

溶共、反共”的反动方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

秘密地颁布r《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文件，加

强了法西斯统治。在此情况下，铁道破坏总队中的

大部分共产党人被迫撤离。由千马绍琴是铁路工人出

身，且在此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他被留下来继续从事

抗13工作。他带领第一战区司令都铁道破坏总队二二大

队活动在安阳、林县一带，搜集铁路沿线驻军、设防

等情报，适时破坏日军的铁路运输。1939--1942年，

铁破：大队在安阳等地共炸毁日军列车5列，配合八路

军歼敌600余人。1943年5月16日，马绍琴和二大队共

产党员王祖信深入敌占区修武、珲县一带执行任务，

在辉县临洪镇因叛徒告密，挫日军围困。为掩护战友

马绍琴壮烈牺牲，时年39岁。

1988

年9月，

马绍琴被

郑州市邙

山区人民

政府追认

为革命烈匿
抗日军民破坏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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