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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A47
111.柯棣华（1910-1942）

男，印度孟买人。柯棣是他的姓，到
中国后为了表示在中国奋斗的决心，在姓
后加了“华”字。中共党员。

柯棣华 1936 年医学院毕业。1937
年，印度国大党决定派一支小型医疗队到
中国去，正准备报考英国皇家医学会的柯
棣华决定参加医疗队。1938 年 9 月柯棣
华等5人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1939年2
月抵达延安，随后到八路军总院工作。同
年秋，他们提出追随白求恩的足迹去前
线，毛泽东亲自批准。经过一个多月的跋
涉并经历了突破封锁线的战斗，他们到达
了晋东南太行山区的八路军总部。1940
年 3 月，柯棣华又进入晋察冀边区，随部
队转战数千里，途中亲自参加了一次伏击
日寇列车的战斗。百团大战期间，柯棣华
到距火线仅一二里处设立救护所。1941
年 1 月，他担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
长。当时，面对日寇的频繁“扫荡”，柯棣
华和同志们不得不一次次放弃建立起来
的医院和学校，打着背包在山林中同日军
游击周旋。1941 年 11 月，柯棣华与卫生
学校教员郭庆兰结婚。翌年，他们生育一
子，军区聂荣臻司令员亲自为其取名为

“印华”。1942年7月7日抗战五周年纪念
日，柯棣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 年
12月，柯棣华因突然发病，不幸逝世，年仅
32岁。

112.段德昌（1904-1933）

男，汉族，湖南省南县人，中共党员。
段德昌 1925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后到广
州，先后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和中央政治讲
习班学习。1926年6月毕业后，到国民革
命军第 8军 1师政治部工作，参加北伐战
争。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大革命
失败后，在南县、华容、石首、公安等地进
行革命活动。曾任中共公安县委书记，领
导该县年关暴动。曾介绍国民党军湖南
独立第5师1团团长彭德怀加入中国共产
党。1928年6月起任中共鄂西特委委员，
鄂西游击大队中队长、鄂西游击总队参谋
长、红军独立师师长，率部在监利、沔阳交
界地区创建游击根据地。1930年2月后，
任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第1纵队司令，第2
军团第 6军副军长兼 17师师长、第 6军军
长，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赤卫队总队长，
参与创建与巩固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
苏区。1931 年 4 月任红 3 军（红 2 军团改
编）第 9师师长，指挥部队连战连捷，取得
三官殿、沙岗等战斗的胜利，被湘鄂西苏
区军民誉为“常胜将军”。同年秋，在国民
党军大规模“围剿”下，红 3军被迫离开洪
湖苏区。他率 9师担负阻击、断后等艰巨
任务，转战3500余公里，于12月下旬到达
湘鄂边。1933年5月牺牲。

113.洪振海（1910-1941）

男，汉族，山东省滕县人，中共党员。
洪振海自幼随父亲在枣庄路矿谋生，

因生活所迫经常与火车打交道，练就了飞
登火车的本领。1938年3月，枣庄被日军
占领后，他与部分工友参加了共产党领导
的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同年 10 月，
回到枣庄火车站西侧的陈庄，建立了枣庄
抗日情报站，任站长，为部队搜集情报。
同年 11 月，他发动路矿工人建立了一支
数十人的秘密抗日武装——枣庄铁道
队。这支精悍的队伍在抗日战争最艰苦
的烽火岁月里不断发展壮大，到 1940 年
上半年，枣庄铁道队已发展为上百人的抗
日游击队，经上级批准，改名为八路军鲁
南铁道大队（即铁道游击队），洪振海任大
队长。在他的领导下，鲁南铁道大队在敌
人严密控制的铁路干线、枣庄矿区和微山
湖区，紧紧依靠路矿工人和湖区群众，采
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活跃在千里铁道线
上，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有力地打击了
日军的嚣张气焰。他们的英雄事迹多次
在抗日根据地的《大众日报》和《鲁南时
报》上刊登。1941年12月，数百名日伪军
对鲁南铁道大队进行偷袭、“扫荡”，洪振
海率部与敌人激战，不幸中弹，壮烈牺
牲。鲁南军区政治部追认洪振海为中国
共产党正式党员。

114.贺 昌（1906-1935）

男，汉族，山西省离石县人，中共党
员。

贺昌 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1923年7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
入上海大学学习。先后在太原、安源、北
平、天津、上海等地从事青年和工人运
动。后参与组织发动上海工人 3 次武装
起义，是中共江浙区委负责人之一。1927
年，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
7月，被指定为中共前敌军委委员，8月参
加南昌起义。后又参加广州起义的组织
准备工作。1928年参与重建中共湖南省
委，曾任湖南省委书记，选派干部，输送物
资，支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9
年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部长。1930
年8月至12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曾
兼顺直省委书记。1930 年 9 月在扩大的
六届三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委员。1931
年 11月至 1932年 2月任中共兴国县委书
记。1932 年 2 月起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代主任，中
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红
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1934 年 2 月当选
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
委员。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贺昌留在赣
南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
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1935年3月在
江西会昌与国民党军作战中英勇牺牲。

115.贺 英（1886-1933）

女，汉族，湖南省桑植县人。
1906 年，贺英和丈夫组建起一支专

与恶势力抗衡的地方武装。1916年，她支
持贺龙杀死盘剥农民的桑植县大豪绅朱
海珊，赶走贪赃枉法的知县陈慕功。1922
年，丈夫被杀害后，她接过丈夫手中的枪，
率领地方群众武装，抗官府、杀豪绅、打土
匪、救穷人，开始了更加顽强的斗争。
1928年春，贺龙、周逸群等受中共中央指
派到湘鄂西组织群众暴动，开展武装斗
争，开辟革命根据地。贺英得信后，即刻
将群众武装 1000 多人的队伍交给贺龙、
周逸群等，从此，她参加了工农革命军的
行列，并参加了桑植起义，为建立湘鄂西
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同年 10
月，工农革命军在石门受挫，贺龙率部退
到桑鹤边界休整，处境十分艰难。她自己
几次负伤，但仍多方筹措，亲自带游击队，
给工农革命军送棉花、棉布、银元和子
弹。1929 年 10 月，红军在庄耳坪战斗失
利，她率游击队去战地作善后工作。1930
年春，贺龙率红军主力东下洪湖，贺英率
游击队留在湘鄂边根据地，配合红军主
力，坚持游击战争。1932年反“围剿”后，
国民党军和地方武装四面包围根据地，贺
英率部苦苦坚持。5月 5日深夜，因叛徒
告密，游击队驻地被包围，战斗中，贺英中
弹壮烈牺牲。

116.赵一曼（1905-1936）

女，汉族，四川省宜宾县人，中共党
员。

赵一曼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1926 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11 月，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
1927 年 9 月，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
习。次年回国，在宜昌、南昌和上海等地
秘密开展党的工作。“九一八”事变后，被
派往东北地区发动抗日斗争。先后任满
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中共滨江省珠
河县中心县委特派员、铁北区委书记，领
导工人进行罢工运动，组织青年农民反日
游击队与敌人进行斗争。1935年秋，任东
北抗日联军第3军第2团政治委员。11月
间，第 2团被日伪军围困于一座山间。赵
一曼为掩护部队突围，身负重伤，养伤期
间被日军发现，战斗中再度负伤，昏迷被
俘。日军对她施以酷刑，用钢针刺伤口，
用烧红的烙铁烙皮肉，逼其招供。她宁死
不屈，严词痛斥日军侵略罪行。为了得到
口供，日军将她送进医院监护治疗。在医
院里，她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教育
争取看护和看守人员。1936年6月28日，
在看护和看守帮助下逃出医院。6 月 30
日晨，被追敌再度抓捕，受到更加残酷的
刑讯。1936 年 8 月 2 日，在珠河被敌杀
害。临刑前，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
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视死如归，从容
就义，年仅31岁。

117.赵世炎（1901-1927）

男，汉族，四川省酉阳县（今重庆市）
人，中共党员。

赵世炎1919年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
国少年学会，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
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参与发起
成立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922年
6月，与周恩来等人创建旅欧中国少年共
产党（后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中央

执委会书记。同年秋任中共旅欧总支部
委员和中共法国组书记。1923年赴莫斯
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任旅莫
支部委员。1924年回国，任中共中央北方
局成员、中共北方区执委会宣传部部长、
中共江浙区委组织部长、上海总工会委员
长等职，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
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赵世炎领导
广大上海工人群众继续坚持斗争。面对
严重的白色恐怖，他临危不惧，坚持斗
争。1927年7月2日，因叛徒出卖，赵世炎
在上海不幸被捕。面对凶残的敌人，他大
义凛然，坚贞不屈：“革命就是要流血的，
要改造社会就必须付出代价”，“要革命就
会有牺牲！”“志士不辞牺牲，革命种子已
经布满大江南北，一定会茁壮成长起来，
共产党最后必将取得胜利！”表现了共产
党人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7月19日，
赵世炎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
义，年仅26岁。

118.赵尚志（1908-1942）

男，汉族，辽宁省朝阳县人，中共党
员。

赵尚志 1925 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
是东北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同年
冬受党派遣南下广州进入黄埔军校第 4
期学习。蒋介石制造反苏反共的中山舰
事件后，1926年 5月，赵尚志毅然退出黄
埔军校，按照党的指示，回到哈尔滨参加
建立党组织和从事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活
动。曾两次被捕入狱，始终坚贞不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经党组织营救出
狱，被任命为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军委书
记。1933年10月领导创建北满珠河反日
游击队，任队长。随着部队的发展壮大，
1934 年 6 月任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
司令，与李兆麟等创建了珠河、汤原抗日
游击根据地。1935 年 1 月任东北人民革
命军第3军军长。1936年1月任北满抗日
联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同年 8 月任东北
抗日联军第 3 军军长。后任中共北满临
时省委执委会主席、东北抗日联军第 2路
军副总指挥。面对日伪军的疯狂“讨伐”、

“清剿”，赵尚志率领抗联部队进行了英勇
无比的艰苦战斗，远征松嫩平原，爬冰卧
雪，餐风宿露，作战百余次，打破了敌人一
次次重兵“讨伐”和“清剿”。1942年 2月
12日，赵尚志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被俘，他
宁死不屈，壮烈牺牲。

119.赵博生（1897-1933）

男，汉族，河北省黄骅县人，中共党
员。

赵博生1917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
学校，先后在皖系、直系、奉系军队中任
职。1924年冬转入冯玉祥的西北军，参加
过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期间受共产党
人刘伯坚等的影响，倾向革命。1931年任
国民党军第 26 路军参谋长。“九一八”事
变后，他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
的政策。同时，与在第 26 路军中的中共
特别支部取得联系。同年 10 月，中共中
央批准赵博生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2月
14日，在蒋介石准备清除 26路军中的共
产党员的危急时刻，赵博生和季振同、董
振堂等率部 1.7万多名官兵在宁都起义。
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5 军
团。他先后任红5军团13军军长、军团参
谋长、军团副总指挥，率部参加赣州、漳州
和南雄水口等战役战斗。他指挥果断，屡
建战功。1933年初，国民党军集中4个师
的兵力分两路向江西资溪、金溪、南城苏
区进犯，赵博生奉命率领红 5军团 3个团
据守长员庙一带山脉，配合主力在黄狮渡
一带消灭敌人。他指挥部队连续打退数
倍于己之敌的疯狂进攻，坚守住了阵地，
出色地完成了钳制任务。1月8日与敌人
展开激烈的肉搏战，赵博生在与敌人相距
只有百余米的地方指挥，不幸壮烈牺牲。

120.赵登禹（1898-1937）

男，汉族，山东省菏泽县人，中国国
民党党员。

赵登禹 1914 年加入冯玉祥的部队，
由士兵晋升为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
旅长、师长等职。1926年参加北伐。“九一
八”事变后，主张抵抗日本。1933年任第
29军第 37师第 109旅旅长，后任第 132师
师长。1933 年第 29 军长城抗战时，奉命
率部增援喜峰口、潘家口，与敌激战，取得
胜利，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大长了抗
日军民的士气。全面抗战爆发后，7月下
旬，日寇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分别向
北平、天津以及邻近各战略要地大举进
攻。担任 132师师长的赵登禹，率部守卫
北京城外的南苑。日军出动 40余架飞机
轮番轰炸阵地，并有 3000 人的机械化部

队从地面发动猛烈攻击。132师将士在赵
登禹的率领下，不畏强敌，奋勇抵抗。日
军将中国军队切成数段，分割包围。部队
孤军作战，在敌人炮火和飞机的狂轰滥炸
下，损失惨重。赵登禹率部誓死坚守阵
地，拼死抗击。7月 28日，在奉命向北平
撤退途中，遭致日军伏击，他指挥部队与
日军激战，身负重伤仍指挥作战，壮烈殉
国。1937年 7月 3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
命令，追授赵登禹为陆军上将。抗战胜利
后，北平市政府将北沟沿改名为赵登禹
路，以示纪念。

121.闻一多（1899-1946）

男，汉族，湖北省浠水县人，中国民
主同盟盟员。

闻一多 1912 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
曾担任《清华周刊》总编辑及《清华学报》
编辑。1919 年 6 月作为清华学校学生代
表去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
会。1922年赴美留学，先后在芝加哥美术
学院、科罗拉多大学美术系学习。1923年
在国内出版了诗集《红烛》。1925年回国，
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1927年应
邓演达之邀，到武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
负责艺术股工作。不久离开部队。同年
秋到南京第四中山大学任外文系主任。3
月参加《新月》杂志的编辑工作。同年秋
到武汉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
1930年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1932年
回到北京，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投入
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抗日战争时期，任
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3年开始得到中
共昆明地下党和民主同盟的帮助，积极
投身争取民主的斗争。1944 年参加中
国民主同盟，并被选为云南支部委员。
1945 年 9 月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兼《民
主周刊》社社长。1946 年 6 月下旬与民
盟云南支部的委员一起举行招待会，对
各界人士表明了反对内战的态度。7 月
15 日在李公朴追悼会上发表讲演，当天
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122.埃德加·斯诺（1905-1972）

男，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市人，美国
著名作家和新闻记者。

埃德加·斯诺曾入密苏里大学新闻
学院就读，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1936
年 6 月，在宋庆龄的联系与帮助下，斯
诺经西安前往陕北苏区访问。他和毛
泽东等同志进行长谈，到边区各地采
访，搜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
资料，次年写成驰名全球的杰作《红星
照耀中国》（中译本名为《西行漫记》）。
斯诺是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
西方记者。他热诚支持中国人民解放
事业，长期向全世界宣传和介绍中国人
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增进西方各国人
民对中国的了解。抗日战争爆发后，斯
诺 担 任 英 美 报 纸 的 驻 华 战 场 记 者 。
1939 年，他再次到延安，对毛泽东进行
了访谈，并详细了解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等方面情况，又一次向全世界作了报
道。斯诺在旧中国度过了整整 13 年，做
了许多有益于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
事情。他曾多次冒着风险，营救我党领
导人和革命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
日主张。新中国成立后，斯诺曾先后三
次来华进行访问。1970 年 10 月，斯诺
偕夫人一同访华，参加我国国庆观礼，
在天安门上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
见 。 斯 诺 于 1972 年 2 月 在 日 内 瓦 病
逝。按其遗嘱，他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
北京大学校园内。

123.夏明翰（1900-1928）

男，汉族，湖南省衡阳县人，中共党
员。

1920 年秋，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夏
明翰来到长沙，结识了毛泽东。1921 年
冬，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入中国共
产党。入党后，在长沙从事工人运动，
参 与 领 导 了 人 力 车 工 人 罢 工 斗 争 。
1924 年，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负责
农委工作。他十分注意培养农运干部，
保送革命青年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学习，为湖南农民运动培养了大批骨
干。1926 年 2 月，被党调往武汉工作，
担任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兼任毛泽东
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秘书。在“四一
二”反革命政变和长沙马日事变后的严
重白色恐怖中，1927 年 6 月，受党派遣
回湖南任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同年 7
月大革命失败后，参与发动秋收起义。
10 月，湖南省委派他兼任平（江）浏（阳）
特委书记，领导发动了平江农民暴动。
1928 年初，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协助
省委书记郭亮参与省委领导工作。由

于叛徒出卖，同年 3 月 18 日被敌人逮
捕。3 月 20 日清晨，他被敌人押送到汉
口余记里刑场。当敌执行官问他还有
什么话要说时，他大声说：“有，给我拿
纸笔来！”遂写下了那首大义凛然的就
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
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英勇就义，年仅
28 岁。

124.格里戈里·库里申科
（1903-1939）

男，乌克兰人，联共（布）党员。
格里戈里·库里申科是苏联空军飞

行大队长。1939年，他和考兹洛夫受苏联
政府派遣，率两个“达沙式”轰炸机大队来
华，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库里申科
以朴素、坚实、谦逊、热情、友好和对工作
认真的态度，赢得了中国飞行员的尊敬和
赞誉。他不知疲倦地向中国飞行员讲解
飞机性能、特点，并把先进的操作技术和
战术，无私地传授给中国飞行员。他对中
国飞行员要求严格，上课、训练、飞行一丝
不苟，讲解通俗易懂，深入浅出。1939年
10月14日下午，库里申科接到作战命令，
出击日军某军事基地，他立即率队驾机迅
速沿长江向东飞去。编队飞临武汉上空
时，遭到日军机群的拦截。库里申科沉着
地指挥机群，对敌机展开攻击。经过激
战，击落 6架敌机。狡猾的敌人以三架战
斗机包抄库里申科的指挥机，他的飞机遭
到重创，单机冲出重围，仅以一个发动机
沿着长江向驻地返航。到达万州上空时，
机身失去平衡，难以控制。为了保护飞机
免遭破坏，他不顾个人安危，操纵飞机，寻
机迫降，终于平稳迫降在长江水面上。库
里申科由于长时间驾机，劳累过度，再也
无力跳出机舱，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献
出了年轻生命。

125.爱泼斯坦（1915-2005）

男，生于波兰华沙，中国籍波兰人，
中共党员。

1917年，爱泼斯坦随父母迁居中国，
在天津定居。1931年后在天津的英文《京
津泰晤士报》、《北平时事日报》任记者、编
辑。1937 年任斯诺创办的英文杂志《民
主》编委。抗日战争期间，爱泼斯坦作为
美国合众社记者，在中国各地采访抗战，
热情讴歌抗日前线的八路军、新四军、游
击队、国民党爱国将领和普通抗日群众，
揭露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的残暴罪行。
1944年，他参加中外记者团延安之行和对
晋绥解放区的访问。在近 4 个月的访问
中，他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贺龙、陈毅、
王震等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所写 20
余篇通讯在《纽约时报》发表，并收入《中
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1947年在美国出
版，被译成德、波、匈等多种文字，向全世
界介绍了中国的抗日战争。这些报道和
书籍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1951年
参与创办《中国建设》杂志，1957年加入中
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
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庆祝他 70寿辰和在华
工作半个世纪的贺信中说：“您不愧为坚
贞的国际主义战士和忠诚的爱国主义公
民。”2005年，爱泼斯坦在北京逝世。他曾
担任政协第六、七、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常
务委员。

126.狼牙山五壮士

抗日战争时期，在河北省易县狼牙
山战斗中英勇抗击日伪军的八路军 5 位
英雄，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气吞山河
的壮丽诗篇。他们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
第1军分区第1团第7连第6班班长、共产
党员马宝玉，副班长、共产党员葛振林，战
士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

1941 年 8 月，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
调集 7 万余人的兵力，对晋察冀边区所
属的北岳、平西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大
扫荡”。9 月 25 日，日伪军约 3500 余人
围攻河北易县城西南的狼牙山地区，企
图歼灭该地区的八路军和地方党政机
关。晋察冀军区第 1 军分区某部第 7 连
奉命掩护党政机关、部队和群众转移。
完成任务撤离时，留下第 6 班马宝玉等
5 名战士担负后卫阻击。他们坚定沉
着，利用有利地形，英勇还击，打退日伪
军多次进攻，毙伤日伪军 90 余人。次
日，为了不让日伪军发现连队转移方
向，他们边打边撤，将日伪军引向狼牙
山棋盘陀峰顶绝路。日伪军误认为咬
住了八路军主力，遂发起猛攻。5 位战
士临危不惧，利用地形，英勇阻击，子弹
打光后，用石块还击，一直坚持战斗到
日落。面对步步逼近的日伪军，他们毁
掉枪支，义无反顾，纵身跳下数十丈深
的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

殉国；葛振林、宋学义被山腰树枝挂住，
幸免于难。

127.聂 耳（1912-1935）

男，汉族，云南省玉溪县人，中共党
员。

聂耳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1930年到上海，参加反帝大同盟，并
积极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
活动。1933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此
后的两年中，聂耳为歌剧、话剧和电影谱
写了《新女性》、《开路先锋》、《大路歌》、

《前进歌》、《毕业歌》等主题歌，在全国广
为传唱，对激发民众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
极作用。他所编写的《金蛇狂舞》、《翠湖
春晓》等乐曲，深受人们喜爱。1935年，聂
耳为电影《风云儿女》所作主题歌《义勇军
进行曲》，反映了在民族危亡时，中华民族
万众一心、团结御侮、奋勇抗争、一往无前
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发了中国人民
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这
首作品一经诞生，立即在祖国大地上到处
传唱，奏响了挽救民族危机的时代最强
音。聂尔的音乐创作引起了反动当局的
恐慌和仇视。他按照党组织的决定离开
上海，取道日本去苏联。1935 年 7 月，
在日本不幸溺水身亡，年仅 23 岁。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
全体会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
歌。1982 年 12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会
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歌。

128.贾力更
（吉尔格勒，1907-1941）

男，蒙古族，内蒙古土默特旗人，中
共党员。

贾 力 更 1924 年 考 入 北 京 蒙 藏 学
校 。 1925 年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主 义 青 年
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
年初，中共北方区委派贾力更到广州
农 民 运 动 讲 习 所 第 六 期 学 习 。 后 长
期 在 内 蒙 古 地 区 从 事 工 农 革 命 运
动。1938 年，按党的指示发动各族群
众 支 援 八 路 军 创 建 大 青 山 抗 日 游 击
根 据 地 ，引 导 蒙 古 族 青 年 投 身 革 命 ，
为 党 培 养 大 批 少 数 民 族 干 部 。 1939
年 9 月，中共土默特旗成立蒙古工作
委员会，他是主要负责人之一。他遵
照党中央的指示，创建的蒙古族抗日
游击队，成为绥西地区影响较大的地
方抗日武装。1940 年初，先后任中共
绥西地委蒙民部部长、晋绥游击区行
政公署驻绥察办事处处长，负责绥西
地区蒙古民族工作。1940 年，在日军
对 抗 日 根 据 地 进 行 残 酷 的 军 事“ 扫
荡 ”和 经 济 封 锁 的 严 峻 形 势 下 ，他 领
导中共土默特旗蒙古工作委员会，发
动 群 众 ，依 靠 群 众 ，展 开 了 卓 有 成 效
的 反 封 锁 斗 争 ，为 根 据 地 运 送 补 给 ，
被指战员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军需
部 长 ”。 1941 年 3 月 19 日 ，贾 力 更 带
领一批爱国青年前往延安学习，并准
备出席党的七大，途中在绥西遭日伪
军包围，在激战中壮烈牺牲。

129.郭俊卿（1931-1983）

女，汉族，辽宁省凌源县人，中共党
员。

郭 俊 卿 出 生 在 一 个 贫 苦 农 民 家
庭。1945 年，为了给被地主恶霸杀害的
父亲报仇，她隐瞒自己的真实性别，将自
己年龄报大两岁，用假名郭富参军。1947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当过通信
员、警卫员、班长、文书和副指导员。在艰
苦的战争岁月，她女扮男装 5 年之久，和
男同志一样，冲锋陷阵，鏖战疆场，被誉
为“现代花木兰”。她工作积极，作战勇
敢。一次，首长让她 4 小时之内，将命
令送到 30 公里外的部队。天黑路险，她
骑马在大山沟里奔驰，提前完成任务。
在返回的路上，马已累死，她背着马鞍，
走了三四公里路回到驻地。1948 年初，
她调到战斗班任班长。不久，平泉战斗
打响。她带领突击班，担负夺取城东第
二道山梁的重任。她带头冲锋，夺取了
山梁。敌人发起反冲锋，她带领战友
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最终取得战斗
的 胜 利 。 她 因 为 战 斗 勇 敢 立 了 功 。
1950 年 4 月，劳累过度的郭俊卿生病
住进医院，被医生发现了女儿身。同
年 9 月，她作为特等女战斗英雄，出席
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后来，转
业到地方工作，先后担任过山东省青
岛第一服装厂厂长、山东省曹县民政
局副局长等职。1981 年离休。1983 年 9
月病逝于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