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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书收入1996年12月底以前健在的虞城籍县内外各

界知名人物(包括少数原籍外地但曾在虞城生活，工作多年或原

籍外地后入虞城户籍者)。

二、本书收录虞城籍县内外各界知名人物共299入。

三、本书所收虞城籍县内外各界知名人物范围为：政界副县

级以上(含副县、处级)，军界副团级以上(含副团级)或相当

于副团级军衔，学术界副高职称(含副高)或虽无副高级职称但

成就突出属省级以上(含省级)各有关协会会员，知名度较高的

商人和企业家、有突出贡献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学生、

民间名医、名艺和技术一绝． ，

个别虽不符合上述入编条件。因其所在位置重要。关心家乡

各项事业者亦有收录。

四、本书所据资料，大部分由本人或所在单位提供。

五、本书所录人物以本名作辞条。凡不注明民族者均为汉

族。

六、本书人物辞条内容主要包括姓名，性别，籍贯或出生

地，主要学历，主要经历，主要成就等客观内容，除单位和个人

提供现成资料外，一般不作评论，只作技术处理。



七，本书编排。行政区先后遵循通常排列法排列，人物以姓

氏笔划为序。笔划相同者，以来稿先詹为序。

八，零书申酶掰史纪年，一律簿公霓。地名按当对琏名，若

与今地名不符者，括号加注今地名。

九，本书-资辩餐集截丘器襄荛{996年12晨30嚣。器交

动、增补或修改者。留待再版时修正或增补。

十、部分人物的职务、经历或作敲、成果较多，限予篇幅，

只能择簧列出。原稿记载不详或字逮不清之处，只好苁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言

历史悠久的虞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据史料记

载，夏第六位国王少康(少康：即杜康)‘，就在虞国中

兴，恢复夏统，发明了秫酒，箕帚，而名传天下。一代

名相伊尹，曾辅佐商汤而有天下。忠孝爱国的花木兰．

宋朝状元王尧臣，明代刑部尚书杨东明等杰出的历史人

物，都出在虞城。建国后，特别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更

有大批杰出人物涌现。他们或在家乡的热土上奋斗不

息，或在异地他乡为祖国人民建功立业；或身居要职日

理万机，或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成绩。他们不

愧为时代的骄子，虞城人民的骄傲!

为全面、翔实地展现虞城人的风采，弘扬虞城人民

的爱国和敬业精神·促进我县经济发展，同时也为了便

于同乡之间的联系。开阔视野，扩大交流。增强虞城人

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县委、县政府决定由县文

化局召集有关方面组成编委会，编辑出版《虞城当代人

物志》一书。经过认真筹备，由原中共虞城县委副书记

马俊华、原中共虞城县委统战部副部长李福堂，县文化

局局长吴富良、县文化馆副馆长、虞城酿酒集团公司副



总经理蓝文君等同志，组成了编委会，负责编辑出版工

作。

编辑出版《虞城当代人物志》一书，涉及面广，内

容浩繁，工作量极大。编委会的同志们一边想方设法筹

集启动经费，一边奔赴各地收集资料，编辑校阅文稿，

历经了千辛万苦。值得一提的是，马俊华、李福堂同志

离休后，受聘担任编采重任，完全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

和事业心在激励着他们。应当指出，编采人员所到之

处，受到广大同乡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大大加快了

编采进度，中国种子公司总经理胡钦岭，解放军第二炮

兵副参谋长朱坤岭，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刘春亮，中共

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永德，开封市政协主席刘福

兴，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主任赵世信，解放军郑州

55201部队政委刘运超，洛阳第二运输公司党委书记马

聚良，中国长城铝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范传统，商丘地

区行署副专员张士勋，商丘地区人大工委副主任李孝

友，商丘地区政协工委副主任表宝星，周口地区人大副

主任沈发启、周13地纪委书记张本岭，周口地区政法委

书记宋赞文，河南省地方铁路局纪委书记范兴侠，牡丹

江军分区副司令员杨中礼，著名航天技术专家吴玉明，

著名眼科专家杨景存，济南蓝翔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校长

荣兰祥，著名食管癌专家刘学勤，中国华夏医药研究会

副会长高礼作，宁夏著名作家杨克兴，广东韶钢集团公

司纪委书记谢世启，商丘地区供销社主任张存元，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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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睢县县委书记田启义，山西省电子工韭学校校长

王征，台湾著名画家宋子芳等各界知名人士，不但满腔

热情地寄来了个人传记文稿，有的还积极组织同乡入

编，并凳该书昀编采和出版给予了热情资助，在信申对

家乡的这一决策予以高度评价。

商丘师专数学系副教授马雨琵间志在信中说： 茹把

虞城当代人物的业绩汇集起来，有益当代，惠及后世。

该书的出版，将是虞城精神文明建设史上的丰碑!”济

南陆军学院的张可义，盂连营同志在信中说： 。政府倡

导并组织编辑出版的这一光荣史册，意义重大。不仅可

以加强阍乡之间的联络和交流，更重要的是，此举可寿

展现虞城人的整体形象，给后人留下深刻的记忆，鼓励

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斗志。”地质矿产部无锡中心实验

室主任李洪铎两志在信中说： “家乡把我列为‘人

物’，为我立传，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台湾的孟

昭鑫先生在来信孛更深有感触地写道， “离别数十载，

思乡之情日甚。接入编信函，倍感亲切。此举历史意义

深远”等等。

将众多的虞城当代出类拔萃的人物的追求和业绩，

加以收集整理，编辑成书，为他们树碑立传， 不论从现

实的惫度还是从历史翡惫度来看，都无疑是一俘值得称

道的大好事。它不仅可以作为一种信息的总汇，历史过

程的记录，窭常情感或韭务联系的工具，褥且更为重要

的是，还可以从中看出众多优秀人物对事业和理想的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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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和奋斗的轨迹，进而为培养和造成更多的人杰提供许

多有价值的参考。

虽然编委会的几位同志历尽艰辛．在较短的时间完

成了编采和出版任务。并以翔实的资料收录了全国各地

社会各界虞城籍较多知名人士，获得各界的好评，但

是，由于种种原因，有不少知名度较高的人士未能编

入。有的属编委会掌握情况不全或地址不详，根本就没

有联系或联系不上：有的属应入编者常年出差在外或工

作过于繁忙，没有接到入编通知或事务缠身难以有暇顾

及。因涉及面较大，因各不相同的原因致使部分符合入

编者而未能入编，也是难免。同时，由于时间仓促，编

辑力量和编辑水平所限等原因，在对一些人物的取舍，

传记文稿的收集和对人物事迹的阐述。以及在内容的多

寡不均等方面，难免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不足和疏漏之

处，希望广大读者不吝赐教，以便再版时修订。相信该

书在大家的关心和帮助下， 去粗取精，会越来越增强它

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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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虞城县委副书记李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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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灿烂的虞城

马俊华

本县位于河南省东部，黄河故道南侧，豫、皖、鲁

三省交界处。

早在新石器时代，虞城这片土地上，即有人物聚

居。公元前21世纪，夏禹封虞舜之长子于此，号叫有

虞、虞国。秦设虞县。隋开皇十六年改为虞城县。虞城

县之名自此始。几千年来，几废几复，归属屡有变更。

明代归属河南省，至1 954年与谷熟县合并后仍称虞城

县。40多年来区域未有变化。现南北长67．6公里，东

西宽47．5公里，面积1 558平方公里，全县共6个

镇、25个乡，649个行政柿，2491个自然村，人13
1 02万，在总人口中，除600余人属回、满、朝、蒙

古、苗、白、裕固，摩梭等少数民族外，99％以上为汉

族。自南宋建炎二年(1 128)黄河东流本县。至清咸丰
S



五年(1855)改道北流，黄河在我县流经733年。其中

在我县境内大堤决口达1 5次之多。每次都造成极大灾

害，最严重的是，明嘉靖九年(1530)七月，河决西北

大堤，大批村庄淹没，县城(今利民镇西南旧城)淤于

地下。万历三十一年(1 603)五月，堤溃河决，豫、皖

、苏交界处数县一片汪洋，大批村镇淹没，民死十之七

八。自明成化五年(1469)年至1949年，本县共发生

严重干旱40余次，约合12年一迂，’严重涝灾近50

次，约合10年—迂。

建国后，经过40多年的努力，积极改造治理，大大

提高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先后治理和开挖大沟河1 6

条，总流域面积1 438．8平方公里。其中流域面积1 00

平方公里的有洪河，虬龙沟，响河，柳公河、包河等6

条。并修水闸36座，水库3座。涝的问题基本解决。

我县交通方便。陇海、京九两条铁路纵横我县，紧

靠黄金十字架。31 0国道、商宿、商永公路横穿其境，

单虞毫公路纵贯南北。还有斜穿我县境的商永小铁路及

各乡镇公路，纵横交错，构成以县城为中心的发达交通

网络。

现在的县城，原为马牧镇，1 954年9月县政府由利

民镇迁此，通过四十余年的建设，目前城域面积已达十

余平方公里，人口近四万。大小街道23条，工商业网点

400余家。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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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虞城是商丘的门户，东靠重镇徐州．北扼黄河故道。

南控毫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周景王二十四年(前521)齐师、宋师大败吴师于吴

鸿口(今县城--It)：汉建武二年(26)，光武帝大将吴

汉，率七将军攻梁国将军苏茂于广乐城(今王集一

带)。 这是较早发生在我县的几次大战。至明清时期，

战争频仍。明正德六年(151 1)农民起义军杨虎、赵燧

首次起义破城。嘉靖三十二年(1 553)师尚诏率农民起

义军再次破城。崇祯八到十五年(1635——1642)李

自成农民军先后三次来虞，劫富济贫。留下许多英雄事

迹，清道光年间，捻军在我县发展壮大，不断给清统治

者以有力打击。成丰三年(1 8．53)捻军首领宋喜元率五

六万农民军，在界沟、马牧集一带与清兵大战。是年

秋，太平军攻克归德府。咸丰五年(1 855)张乐行率捻

军攻克县城。咸丰六年至十一年(1856—1861)，捻军

在芒种桥、蔡道口、马牧集，营盘．营廓、界沟、黄

冢、金楼等地，激战数十次，屡败清兵。光绪二十年

(1 894)。童小楼木匠童振清、光绪二十三年(1 897)，佟

庄铁匠佟添质起义，都对清廷震动很大。民国期间，新

旧军阀混战，往返县境，大战多次。混战期间，所过村

镇，十室九空。民国十六年(1 927)秋，中共党员訾景

辰从武汉被派本县刘屯活动，以教学为掩护，发展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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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从此本县群众斗争，才有了方向和基标。

抗日战期阅，全县人民同仇敌忾，一致抗日救亡。

民国28年(_1939)2月，彭明治等率领的八路军豫鲁支

酞第一次察敖县城。并在县东张集、小桥集、马庄，吴

楼一带宣传抗日，扩充队伍。在此前后，彭雪枫率领的

薪四军游击支队活动于县南黄冢、界海、营郭一带。灞

西地委及八路军一一五师黄河支队活动予县北。蒋嘉宾

率领的苏鲁豫皖边区第十八纵队活动于县东北镇里匿、

张集、荆集、兰庄一带，另有县南永商毫，县西北抗日

。民主政府武装不断对日寇骚扰和打击。

鳃放战争时麓，本县人民配合人民勰放军不断攫毁

国民党地方政权，壮大武壮力量。民国35年(1 946)8

胄，配合解放军出击了陇海铁路，解放7虞城县城裙马

牧，贾磐、张集、杨集等集镇。民国36年(1947)晋冀

鲁豫野战争为挺进大别山，在本县横扫国民党顽杂武

装，从我县西部过境，霹令员裁馏承、政委邓小平曾在

我县古王集—带指挥大军过陇海铁路。是年1 1年月。华

东野战军一部又一次解袁棼县城。民匡37年≤1 948)年

1．1月，淮海战役开始，我军在本县张公店—带全歼国民

党五十五军_八—师5600余人。并生俘中将师长米文和

等。使全县境获荦辱_麝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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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历史悠久，属于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晚期类



型，距今约5500年。经多次勘探，初步发现，全县有古

文化遗址7处，名胜古迹1 0处，古文物1 350余件，其

它古遗址1 0余处。其中。魏固堆遗址”、 “营郭遗址一

已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还有杜集。东大寺”、 。古

王集遗址”、 。马牧东大寺”等遗址。 。伊尹墓”、

。木兰祠”作为词条已被收入《中国名胜词典》。还有

历史上的游览胜地——孟猪泽、崆桐泽、古汴河等。曾

引得历史文化名人纷纷来游。

虞城，公元前21世纪，为虞舜长子商均封地，迄今

已有四千余年历史，初称有虞氏，后称虞国。周时，虞

属魏地。秦为虞县，属砀郡。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

年)改属梁国。王莽新朝时称为陈定亭。三国、晋时属

魏地梁国，隋开皇十六年(596)置虞城县；唐分全国为

十六道，虞城属河南道宋州睢阳郡。高祖武德四年

(62 1)年丹虞城为东虞州，不久仍改为虞城县。宋时属

应天府。太中祥符七年(1014年)应天府改为南京，虞

城属南京。金宣德兴定元年(1217年)没于黄水，县

废。元宪宗二年(1 252年)复之为县，属中书省东平

路。明洪武二年(1 369年)复属开封府归德州。清代，

虞城属河南省归德府。民国三年(1 914年)，属河南省

开封道。民国二十六年(1 937年)属河南省豫东道，民

国三十五年(1 947)属河南省第二行政区。1 949年属

商丘专区。1 958年商丘、开封两专区和开封市合并，

称开封专区时，属开封专区。1961年复置商丘专区

9



(1969年改势商丘地区)，虞城属商丘地区至今。
1 954年谷熟，虞城两县合并成虞城县，至今已是40余

年的历史了。县制未曾变动。

(四)

本县历史久运，文化古迹很多。历代诸多名入如汉

代的司马相如，枚乘、邹阳，唐代的高适，李白，李贺

和宋代的范仲淹、苏轼等，都曾来此游览过。并留下脍

炙入蠢的诗文。本县民风朴实，文入荟萃，古往今来出

现很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夏代，虞舜之子商均始封有

虞，成为有虞或虞国。其墓至今“望若崇领。”夏代第

六位国王少康(即杜康)，曾在虞国当过庖正，发明了

秫酒和箕帚，并以虞国为根据地，联络夏家遗臣和民

众，攻灭了叛逆者，完成了复国大业，成为有名的。中

兴”．明主。商初奴隶出身的政治家、军察家、宰相伊

尹，曾辕佐成汤剖立商王朝，是第一个奴隶出身的宰

相，并力佐5帝，德高望重，百岁而卒，帝王沃丁以天

子礼把其安葬于南毫(今魏固堆其坟林俱在)。隋代代

父从军的巾帼英雄花木兰，系我县营郭人氏，虞城百万

人民为之光荣和骄傲。为了宏扬木兰爱国精神，一九九

三年农历四月初八墨曾举行浩大的木兰文化节，并请六

十多位专家、教授参加了研讨会，一九九六年四月八

墨，木兰生墨前，历经三年，建成了木兰搁，并举行隆

重的“木兰祠落成典礼”。至今元代清代两通石碑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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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唐朝盛彦师。本

县利民人，曾帮助李渊创立帝业，功勋卓著，被封为葛

国公。北宋，本县古王集人王尧臣举进士第一(状

元)，其同乡赵概为同榜探花。他们都为北宋重臣，政

绩卓著，与当朝的范仲淹，包丞、欧阳修等齐名。明代

刑部尚书杨东明，为王阳明学派的北方代表，其理学论

著曾得到著名学者黄宗羲的赞尝。在万历年间，曾冒死

上书《饥民图说疏》。一字一泪，为民请命，拯救了数

十万灾民于水火。清末的郜永清、佟天质、曹中平等，

为反抗压迫，揭竿而起，纷纷起义，虽被残酷镇压下

去，但震惊了清王朝。官府闻之生畏。抗日战争和解放

哉争中，众多革命先烈如朱传贤，张光明、马培告，郭

继胜等，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立下丰功伟迹，垂名千

古。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如孙端夫(少将)、刘尹斋(副

专员)、郝超(副厅长)等等，为革命事业兢兢业业，

鞠躬尽瘁，永为人民所怀念。建国以来，本县人在全国

各地，各行各业，先后涌现大批的佼佼者，有数十人获

省(军)以上单位授予光荣称号。有数百人获副团、副

教授、副高以上技术职称，并涌现出～大批有为的企业

．家、能人、知名作家，高级记者和专家等。本县先后输

送5000余人到各大专院校深造，他们正成为国家建设的

栋梁。抚今迫昔，鉴往知来，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

虞城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定将像璀灿的明珠，

闪闪发光，为国争辉!



革命的历史征程

马俊华

地处河南东部的虞城，拥有百万人口，具有光荣的

革命传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二十二年中，党组织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先后在边境地区建立过十—个县级政

权，她领导人民，以无比的气概，向敌人开展斗争，终

于在1948年1 1月获得全境的解放。
‘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党的活动是从镇里固刘屯开始

的，刘屯是个大村镇，地处虞城、砀山、夏邑三县结合

部，当时属于砀山县(1949年2月划归虞城)。1927

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成立反动政

府，但共产党没有被杀绝、被吓倒。这年秋天，共产党

员訾景辰，从黄浦军校武汉分校回到家乡，并担任了刘

屯学校校长。在中共砀山县委的领导下，以学校为基地

开展了革命活动。1 928年，上级派彭伴平、朱维扬等四

名共产党员到刘屯学校任教。成立了党支部，昔景辰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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