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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新闻

孤儿院内发动“夺粮斗争”
最难忘的一次“潜伏”经历，是他带领县救

济院孤儿们开展了“夺粮斗争”。
西华县救济院，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福利

院，里面住的都是失去父母的孤儿。
按照当时救济院的伙食定量规定：每人每

天1斤小米。
“可是，当时的院长孙景贤是个国民党顽固

派，他为了贪污，就不顾孤儿的死活，克扣孤儿
的伙食费。”张守勤说，“他发给每人每天就三两
小米，每人每顿只能合半碗米汤。”

克扣的直接结果是，救济院里的孤儿饿死
饿病的孩子越来越多。

在了解到救济院的实际情况后，豫东特委
地下党特别指派他去开展一项旨在解救孤儿的
行动。

进入救济院后，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他一方
面和救济院的孤儿们一起，悄悄地通过割野草、
织草席卖钱，解决生活问题，一方面开始通过各
种方式扩大影响，让外界知道救济院孩子们的
困境，引发社会关注。

一天，以煽动学生闹事的罪名，张守勤被孙
景贤的打手们打得浑身是血。

也正是这次流血事件，被地下党县委书记
王子英获悉，并向国民党提出抗议，要求增加孤
儿伙食。

迫于社会压力，孙景贤不得不增加了孤儿
院的生活口粮。

1940年，他来到了郑州地区，正式参加了
抗日游击纵队。

现在 84岁的张守勤老人已经离休在家，
每天看看报，读读书，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而那段战火纷飞的日子，那段惊心动魄的“潜
伏”经历仍不时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令他永生
难忘。

郑州版“潜伏”：把情报藏在狗尾巴下
这位老人10岁就开始传递情报，还领导过孤儿院“夺粮斗争”

昨天，84岁的张守勤来电：“前段时间我天天看电视连续剧《潜伏》，每次
都很激动，因为我想到了自己当年做红色情报员的经历，我想说出来，行吗？”

在他的家里，记者见到了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郑州老人。
晚报记者 裴蕾 实习生 柴琳琳/文 晚报记者 常亮/图

第一次送情报
组织游行示威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
河南省西华县。
按照上级的部署，豫东特委地下党员沈

东平、王子英正在酝酿发起一次大规模的示
威游行活动：组织农民联合起来游行示威、粘
贴宣传标语。

如何把消息传递出去？
这个任务，落到了当时年仅10岁的张守

勤的身上。
“我把一个个情报，藏在自己的鞋子里、

裤腿里，跑到枣口、肖红、朱湾等村庄的农民
协会，送给协会和各联络点的负责人，告诉大
家游行示威的时间和地点，组织统一行动。”

张守勤说，因为自己年纪小，没有引起敌
人的注意，所以传递情报的任务得以很顺利
完成。

在游行示威当天，参加的学生和农民弟
兄格外多。身穿母亲亲手缝制的紫花布童子
军新制服，手举小红旗，年龄最小的他走在了
最前面。

游行示威整整持续了两个星期，走遍了
西华的几十个村庄。

直到今日，74年过去了，当年游行示威
的情景一直牢牢印在张守勤的脑海中。

这次传递红色情报成功后，张守勤丰富
了经验，从此，他开始了情报的传递工作。

如何既传递情报，又保证不让敌人发现？
在前辈们的帮助下，张守勤使用了各种

方法：当时为了方便传递情报，他们特意养了
一只狗。在外出送情报时，经常把写有情报
的纸条藏在狗的尾巴下。

“听过鸡毛信的故事吗？那上面的小情
报员是把情报藏到了绵羊尾巴下，避过了敌
人的检查。我们这种方法，也算得上是翻版

‘鸡毛信’了。因为敌人对这些小动物是不会
过多关注的，更不会想到情报会藏在狗的尾
巴底下。”

因为工作性质的特殊，小小年纪的张守
勤每天都紧绷着神经，除了必要的查探情报
外，白天轻易不敢出门，经常是晚上出去联络
同志，活动活动，而且睡觉从来不敢脱衣服，
因为只要有风吹草动，就必须立即搬家。

“最多的时候，我们一夜搬过两次家。”张
守勤说。

情报经常藏到狗尾巴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