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活水小学的院中央立着一块黑碑，
碑上记着他们村 18 名在册烈士的名单。
该校的张老师介绍，村里的孩子上学第一
节课，就是给他们讲我们村以前的历史，
烈士们的故事，让孩子们从小不忘本。

该村 93 岁的郝行水还清晰地记得张占
清，“他比我小两岁，如果他活着，该 91岁了，
他是 1917年生的，小日本打中国的那年他当
了兵，当时八路军经常出现在南边的涉县。
张占清参加了当时最著名的响堂铺伏击战。”
郝大爷说着，激动起来，断断续续介绍，1938

年3月，八路军129师为切断向晋南进攻的日
军供应线，在涉县山中要道响堂铺伏击日
军。3月 31日晨 9时，日军辎重部队 180余辆
汽车及掩护部队 170余人进入伏击区。八路
军突然攻击，共歼灭日军 400余人，烧毁日军
汽车180辆。

“张占清是参加邯郸战役后，升成排长
的，还回过家。”郝行水说，那是 1945 年 10
月中旬，国民党军共 4 万余人，在副司令长
官马法五、高树勋率领下，从新乡北进想
占邯郸，打通平汉铁路。刘邓大军 6 万余

人，在 10 万民兵、自卫队支援下，在漳河以
北、邯郸以南多沙地带开战。10 月 22 日，
国民党军主力北渡漳河，沿铁路北进，刘
邓大军将敌军主力三面包围于邯郸以南狭
长地带，28 日发起总攻。3 天激战，高树勋
率新编第八军等约 1 万人在战场起义。国
民党军除少数逃脱外，死 3000 余人，副司
令长官马法五以下 1.7 万余人被俘。“当时
我们邻近村的很多当兵的人，参加过那次
战役。张占清战后就成了排长，后打到郑
州，升任连长的。”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 通讯员 王龙章/文
晚报记者 王银廷/图

1948 年 10 月 22 日，是郑州解放的日子。
解放后的第二天夜里，时任郑州《中报》的排字
工钱润波和工友们用手摇的方式，印制出第一
份《郑州新闻电讯》报（以下简称《电讯》）。而这
张报纸，就是现在《郑州日报》的前身。近日，79
岁的钱润波老人讲述了当时印刷报纸的情况。

郑州解放后《中报》被接管
10月 22日，郑州解放后，《中报》在出完最

后一期后关了门。郑州市军管会接管了《中
报》。很快军管会就派宣传队的同志，协商出版
《电讯》的事。《中报》的工人们一听说要出《电
讯》，都坚决支持。说干就干，人们找来梨木板，
刻出《电讯》报头上的六个大字，排字工人都到
排字房整理字架。唯一的一部四开机，也很快
检修完毕，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只等任务到来。

摇动印刷，胳膊都拉肿了
“解放第二天晚上，宣传队的同志把稿子送

来，大家立即投入战斗，排字房里挂着两盏汽
灯，照得满屋通明，工人们专心致志地拣字，边
拣字边拼版，拼好版，我这个学徒工就立即将版
样打出来。宣传队的同志就在身边等着校对，
校了改，改了校，接连三遍，等到把版改得毫无
差错后，已经半夜了，就将活字版上到了机器
上，开始印刷。因为当时没有电，机器都是用手
摇，我是印第一张报纸的人，当时我操着摇柄使
劲摇，摇一次印一张。虽然累得满头大汗，可我
们没有叫一声苦，紧张忙了一夜，等到天亮前的
五六点钟，《电讯》印出高高的一大摞，宣传队的
同志赶快把报纸拿走，送往前线。我这才感到
我的胳膊肿胀起来。”

这份报纸当时是战报的性质
《电讯》刊登的都是各个战场上的胜利消

息，哪个城市解放了，消灭了多少敌人，解放军
在战场上杀敌的英雄事迹。胜利捷报通过我们
印刷出来，送到前线，鼓舞了士气。大家虽然忙
碌，却都没有怨言，希望以前整日动乱的社会平
定下来。每天，外运的报纸送走后，工人又赶快印
一部分，工人拿着上街去卖，“我拿了几百张报纸，
从西大街拐到德化街，没走到街头就卖完了。那
时的《电讯》是四开报，用的是本地生产的白麻纸，
纸很粗糙，两面印很不好印，有的字模糊不清，只
好不停洗版、挑纸，想尽办法印好，那时主要是为
了宣传，报纸非常便宜，说是卖，等于白送。”

《电讯》一出版，很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军
管会领导一看宣传效果出来了，很是高兴。

《电讯》是《郑州日报》的前身
郑州解放后，《电讯》是唯一的一份郑州的

报纸，是郑州军管会的机关报。如果前线传来
大的捷报，就及时印出“号外”，有一天出过两次

“号外”，“西安和宝鸡解放时，用的是一二号红字，
印好后，我拿到街上散发，高喊‘号外’，很多人抢
着要，我就抓一把抛到空中，大家伸手跳起来到空
中接，群众那快乐劲无法形容。”1949年元旦这一
天，报纸改成了毛泽东写的《中原日报》，头版头条
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献辞。到1949年7月
1日，《中原日报》正式改成《郑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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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是胆 运送英灵回家
张占清牺牲后被他内弟背回了家，他是唯一一位遗骨被运回家的烈士

烈士姓名：张占清
性 别：男
出生时间：1917年
出生地点：河北省武安市活水乡活水村
所在部队：二野三纵一连长
牺牲地点：郑州黄河边邙山头
牺牲时间：1948年
家人现况：只剩一名养子
讲述人：烈士养子和熟悉张占清的老人，村干部

10 月 14 日，记者去探访张占清烈士的
家。在水沟村，正在掰玉米的赵宏恩大爷告
诉记者，武安市东侧多平原，西侧 10 个乡镇
中，几乎各村当年都有人当兵，参加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我们这里村村都有烈士，二分

之一留有名字，二分之一因为家里没了人，再
没人记起他们了。”老人说时，对着翻过山头
的南飞的大雁群长叹不已。说起活水村的张
占清，他说张占清是他们附近名声很响的八
路军，“上世纪60年代，我们都去过他家，他家

有一个古匾，说他杀敌立功的事，是他参加邯
郸战役和解放附近县城后，县里给他送的。”

据83岁的村民郝二恒讲，张占清20岁那
年去当兵打鬼子，随后他兄弟张占明也跟着
去当兵，两人都没有再回来。

记者在活水村找到了张占清的家。他的
邻居说，这房子是当年八路军解放此处后，土
改时把一家地主的房子分一半给张占清家
了。邻家的老人说，张占清去世后，留下他的
妻子郭怀的和一个女儿，他的妻子怀念张占

清，终生没再嫁。后来把张占清内弟的儿子，
过继给她当养子，取名张书庆。

张书庆的邻居加亲戚李更林，对张家很
了解。他爬到房顶，在一堆乱木堆中，扒出了
一个像门板一样的东西，记者看到上面写着

“为民立功”四个大字，上首为“荣贺张占清同
志前线杀敌立功纪念”落款为“中华民国三十
六年六月十九日”。李更林说，这是张占清参
加了邯郸战役以及解放安阳等县后，县政府
的领导开表彰会时，专门送给张占清的。

说起张占清过黄河南进后，李更林说，张
占清和他亲兄弟张占明以及他的内弟，都在
一个大部队里，张占清和他内弟在一个连，解
放郑州时，张占清解放郑州时死在了邙山头，
他内弟把他的尸体背到了黄河边，后来租了
一台车，把他拉回到活水村。在山脚下的一
片坟地，李更林指着坟头最高的那个坟说：

“里面埋的就是张占清。”

把姐夫的尸体从战场上背回来没有多
久，大部队就打过长江，后来听说张占清的弟
弟占明也牺牲在江南。此时，单门独户的张
占清家，只剩下了妻子郭氏和 12 岁的女儿。
自从丈夫去世后，妻子没有想着再改嫁，一心
一意养育女儿，看到姐姐态度这样坚定，内弟
总去帮助姐姐。1955年，他的妻子又生了一
个男孩，姐姐很喜欢，他就把自己生的这个男

孩，过继给姐姐当养子，就是张书庆。本来该
喊大姑的成了娘亲，张书庆在张家长大后，给
姑姑养老送终。

张书庆娶妻生子，在家种着一亩薄地，
“俺也没有见过老爷子，只是听俺妈说，他当
年抱着机枪，夜里回家探亲，邻居偷偷到家里
来，一边摸机枪，一边羡慕俺爹有本事。俺爹
再回来时，躺在牛车上，身上有几处枪眼。”

满村人还在讲述他的好

内弟把他的忠骨拉回故里

怀念丈夫妻子终生没再嫁

兄弟参军双双战死沙场

郑州解放第二天

第一份《郑州新闻
电讯》是手摇印制的

钱润波展示他钱润波展示他的老照片。的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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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燕赵多壮士。河北省的“武
安”，为“凭借武力获取安定”之意，位
于晋、冀、豫三省交界地带，太行山东
麓绵延于此，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自上世纪 30 年代末，武安附近的大
山中突然忙碌起来，国民党部队和转
战陕北的八路军同时把目光投向这
里，侵华日军更把此处当成西进晋陕
的跳板，晋冀鲁豫中央局曾设在武安
冶陶镇，129 师的司令部也在附近。
刘邓大军指挥的响堂铺伏击战以及
随后进行的邯郸战役，都在附近打
响，一批又一批武安县的子弟们，从
这里走向前线，参加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武安县活水乡活水村的张占
清，就是这批燕赵壮士中的被人铭记
着的烈士。

查看武安英烈纪念馆资料，发现
不少烈士在解放战争期间牺牲在河
南，但地点大多不详。郑州烈士陵园
提供的烈士名单上，武安籍的只有张
占清一人，但活水乡活水村立的纪念
碑上，当时只有 200 人的活水村，烈
士就有18人。该村小学生入学的第
一节课，就是校长向小学生讲他们村
中烈士们的故事。在这块被称为村
宝的石碑上，第一位烈士的名字，就
是张占清。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
晚报记者 潘 默

活水村立的纪念碑上张占清排在第一位。活水村立的纪念碑上张占清排在第一位。 晚报记者晚报记者 王银廷王银廷 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