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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岩岭

������1951年 1月，黄泛区农场建立，它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机械化国有农场之一。路岩岭等
成为农场第一代垦荒者。

������1936 年，中共豫东特委在西华县“三岗”
成立，沈东平任特委书记，路岩岭等任特委委
员。在特委领导下，豫东地区迅速掀起轰轰烈
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为了纪念这段历史，1956
年，人民政府在西华“三岗”建起中共豫东特
委纪念塔。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路岩岭：燃革命烽火 建样板农场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他率先响应五四运动。
他点燃了豫东革命烽火。
他是新四军中的“大胆”。
他是黄泛区农场的创建者。
他的一生，既有非凡壮举，更多谦逊低调。
他的每一个足迹都坚实有力，每一段经历

都饱含对国家和民族炽热的爱。
他， 就是周口人民既熟悉又陌生的路岩

岭。
近日，记者专程来到扶沟县采访，还原这

位革命前辈曲折而传奇的一生。

五四运动的“扶沟先锋”

路岩岭祖籍扶沟县城西李集村（今属韭园
镇）。1901年 8 月，他出生于扶沟县城关镇西街
一个书香门第。 青少年时期，路岩岭就读于县
立高等小学。 进步思想犹如温暖的春风，悄然
吹进这座校园，路岩岭在这里深受熏陶。

1919年， 五四运动的消息如震天惊雷，打
破了扶沟小城的沉寂。县立高等小学庚辛班学
生和县立蚕桑学校的高年级学生群情激昂、义
愤填膺。 路岩岭因出众的领导能力，被推选为
学生代表。 他迅速组织成立学生会，带领同学
们浩浩荡荡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
威活动。

“抵制日货！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
汉奸卖国贼！ ”学生们高举标语，大声呼喊口
号，抒发爱国热忱，抗议帝国主义暴行，激昂的
声音响彻云霄。

5 月中旬， 学校派遣路岩岭远赴北平，从
朝阳大学邀请两位苏北籍学生到扶沟指导运

动。 聆听他们讲述的五四运动爱国壮举后，学
生更加斗志昂扬。他们在书院街两端和城隍庙
前搭起戏台，请了戏班和鼓乐手，每日演出三
场。每场演出前后，学生们上台演讲，揭露帝国
主义的阴谋， 痛斥北洋政府的媚日卖国行径，
使民众深受爱国主义教育。

路岩岭在这场运动中的突出表现，彰显了
坚定的爱国情怀，为其日后的革命生涯奠定了
坚实基础。

引领沈东平来到西华

1923年，路岩岭考入开封东岳艺术学校美
术专科。 在这里，路岩岭如饥似渴地汲取先进
思想养分，视野得到进一步拓宽。

毕业后，路岩岭回到家乡，担任扶沟县立
高等小学校长。 然而，他心中抗日救国的理想
信念之火从未熄灭。1926年，为寻求革命真理，
他投笔从戎，加入冯玉祥的西北军，在吉鸿昌
所在的部队任宣传员，后调到魏凤楼、赵博生
所在的部队任军法官。 1930 年，冯玉祥在中原
大战中败北。 路岩岭南下江西宁都，试图寻找
老上司赵博生（1931 年 12 月，赵博生组织、策
划、领导了国民党第 26 路军起义）。 路岩岭希
望能继续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但未能如愿。

1932 年，路岩岭听闻西华县“三岗”一带具
有正义感的胡晓初拥有武装力量，便以寻找学
生为名来到“三岗”。在这里，他结识了胡晓初。
由于志向相同，胡晓初当即邀请路岩岭担任学
校教师。

1933年麦收后，路岩岭决定北上张家口参
加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后经地下党员介
绍，来到许昌灞陵中学教书。

这时，一个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机会悄然降
临。 这年秋天，路岩岭在灞陵中学与中共中央
北方局代表沈东平取得联系，他将西华“三岗”
的情况详细告知对方。 得知“三岗”有农民武
装，沈东平非常高兴。随后，二人步行前往西华
“三岗”。有了路岩岭引见，沈东平与胡晓初、屈
申亭、侯香山等人一见如故。

沈东平向大家阐述革命道理， 深入分析
当前的形势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过去，我们
感觉整天没路可走，你这一来，给我们指明了
方向……”众人听后深受鼓舞，仿佛在黑暗中
看到曙光。

返回许昌途中，沈东平对路岩岭说：“这里
条件不错， 我回到北方局申请开辟此地工作，
同时推荐你入党。 ”1933年 8 月， 经沈东平介
绍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路岩岭光荣加入中
国共产党。

机智周旋放映进步电影

在许昌灞陵中学， 路岩岭以教书为掩护，
利用课堂和课余时间， 向学生传播进步思想，
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 同时，他秘密发展党组
织，为革命事业培养新生力量。

地下工作充满危险和挑战。 一次，他在某
资本家府中遭遇国民党特务搜捕。千钧一发之
际，路岩岭毫不畏惧，果断拔出手枪且战且退，
最终成功突围脱险。 1934 年春，国民党“围剿”
“三岗”根据地，路岩岭接受党的指示，将胡晓
初、屈申亭等人秘密接到许昌，为他们提供掩
护，保护了革命力量。

在许昌，路岩岭和当地第一家电影院有着
紧密的联系。这座红色电影院承载着城市独特
的故事与记忆。

为动员社会各阶层抗日，1934 年年底，灞
陵中学等学校的地下党员在许昌城隍庙门前

路南租下一座约 200 个座位的戏院，创办了许
昌第一家电影院。

路岩岭名为许昌民众教育馆干事，实则担
任电影院经理，负责影院运营。开业后，影院放
映了 《大路歌》《淞沪之战》（曾用名 《上海之
战》）等进步影片，为抗日救国营造舆论氛围。
然而，国民党当局畏惧群众日益高涨的抗日情
绪，常到影院捣乱、破坏，禁止放映进步影片。

路岩岭得知许昌专员的太太是“电影迷”，
便向其赠送《上海之战》影票。 放映时，国民党
许昌县党部书记要求禁播。路岩岭称是专员的
太太要求放映的，不信可去问。 《上海之战》得
以继续放映，观众反响热烈，抗日救国思想深
入人心。

当时，许昌民众教育馆还组织爱国青年参
加晚间学习班。路岩岭借机讲述革命形势和故
事，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这家电影院因
公开放映进步影片遭国民党百般阻挠，加之经
费不足，不久被迫停办，抗日宣传转入地下。电
影院存续时间虽短，却意义非凡。

1935 年， 河南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中
共中央北方局派沈东平到河南恢复和发展党

组织。
据许昌党史记载：1936 年 1 月， 沈东平到

达许昌，与在这里坚持斗争的路岩岭等人取得
联系并召开会议，提出以许昌为中心恢复全省
党组织，会议决定成立许昌支部委员会，沈东
平任书记，路岩岭等人为委员。 7 月，河南省临
时工委在许昌成立，沈东平为负责人。 这一时
期，灞陵中学作为“中共地下党联络点”，为地
下党员提供了有效保护。

在严峻形势下， 路岩岭他们艰苦工作，时
刻准备为党的事业献出生命。

点燃“三岗”革命星火

1936 年秋，路岩岭根据上级指示，回到西
华“三岗”。 当年 10 月，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批
准，中共豫东特委在“三岗”成立，沈东平任特
委书记，王子英、路岩岭为特委委员，后增补胡
晓初、王其梅、屈申亭为特委委员。

当年 11 月，豫东特委在“三岗”普理学校
举办第一期抗日干部训练班，路岩岭等特委委
员亲自授课。

1937 年七七事变后，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路岩岭和豫东特委的同志迅速行动，在普理学
校开办第二期抗日干部训练班，为抗日斗争做
充分准备。

抗战期间， 豫东特委举办 40 多期抗日干
部训练班，培训革命战士 4400 多人，其规模之
大、期数之多、人员之广堪称华中典范，许多学
员后来成长为地师级以上干部。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38 年夏，一支拥有
3000 人枪的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组建 。 “三
岗”革命根据地因此被群众称为“小延安”，成
为革命青年向往的中心，豫东特委成为豫东抗
日斗争的指挥部。

西华的抗日烽火越烧越旺。1938 年 10 月，
彭雪枫率领抗日武装与另外两支抗日队伍在

西华杜岗会师，史称“杜岗会师”。 在彭雪枫领
导下，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豫东特委扩大会
议， 成立新的豫东特委和新四军游击支队，路
岩岭等为特委委员。

按照当时的部署，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部
分指战员加入新四军游击支队，其余绝大部分
武装人员留下坚持后方对敌斗争。偏僻的西华

“三岗”成为周口和豫东革命的“心脏”，是中共
中央北方局的联络点、接转站，也是豫东革命
武装的发源地。

在“三岗”期间，路岩岭与当地人民结下深
厚友谊。许多年后，路岩岭遇到困难时，“三岗”
人民仍不忘将他请进家中庇护。 路岩岭离休
后，怀着深情，撰写了回忆录《“三岗”革命根据
地的开辟》，为后人留下珍贵史料，使我们能够
更真实地了解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

保护进步民主人士

在“三岗”开展革命工作期间，路岩岭结识
了西华县著名民主人士胡民英。胡民英有着丰
富的人生经历， 他参加过反清活动和北伐战
争，七七事变后从北平回到家乡。

路岩岭与胡民英一见如故，他们常常促膝
长谈。 路岩岭向胡民英畅谈共产党的抗日主
张及中国的光明前景， 还送给他 《共产党宣
言》 等进步书籍。 胡民英被路岩岭的真诚感
动， 对其阐述的抗日主张及理想信念深表认
同，他把共产党人当成自己的朋友，开始暗中
帮助我党做事。

1939 年底，国民党第 81 师“围剿”西华抗
日根据地，形势十分危急。 有几位党员不幸被
捕，胡民英得知后，心急如焚。 他四处奔走，多
方凑钱，疏通关系，亲自出面画押具保，最终使
被捕党员获释，并护送他们投奔新四军。

1939年冬， 路岩岭考虑到胡民英的安全，
送给他一支八音手枪用于自卫。胡民英深受感
动，但再三推辞。路岩岭坚持让他收下，体现了
共产党人对朋友的关怀和担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民英凭借自己
的才能和对国家的贡献，三次当选西华县副县
长。每当胡民英回忆起与路岩岭相识相知的岁
月，总是感慨万分。 他说：“是路岩岭帮助我找
到了光明的道路，让我的人生有了新的方向。 ”

新四军中“路大胆”

1939年 12 月， 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嘴脸
再度暴露。他们对日益壮大且坚决抗日的西华
人民抗日自卫军恨之入骨， 将其视为 “眼中
钉”。国民党当局精心谋划了一场阴谋，妄图在
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前往舞阳整编途中，趁其
不备将之彻底消灭。

然而，豫东特委早已洞悉国民党的险恶用
心。 在豫东特委坚强领导下，路岩岭与自卫军
将士毫不畏惧敌人的威胁， 毅然决然踏上东
进之路。 一路上，他们遭遇国民党军队的重重
封锁与围追堵截。 但自卫军凭借顽强的意志
和卓越的战斗智慧，冲破一道道难关。 他们风
餐露宿，历经无数艰难险阻，终于在界首成功
渡过新黄河。 随后，自卫军与彭雪枫率领的新
四军胜利会师。 根据安排，自卫军编入新四军
六支队第二总队， 路岩岭则肩负起第二总队
后勤工作重任，在彭雪枫直接领导下，战斗在
抗日前线。

1943 年，路岩岭被调往新四军三师工作。
在此期间，他受师长黄克诚派遣，多次乔装成
绅士，深入日伪内部开展策反工作。 他凭借非
凡的胆识和高超的沟通技巧， 成功瓦解敌人
部分力量。 在一次关键行动中，他参加了以姬
鹏飞为首的谈判组，与日伪军展开正面谈判。
在谈判桌上，路岩岭沉着冷静 、据理力争 ，最
终促使赵云祥率日伪残部两万多人起义。 这
一壮举极大地改变了当时的局势， 沉重打击
了日伪势力。

后来，在解放商水、许昌的战斗中，路岩
岭冲锋陷阵、身先士卒 ，立下赫赫战功 ，被人
们誉为“路大胆 ”，他的英勇事迹也在当地广
为流传。

一枪未发 邓城除害

1947 年，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黄泛区
人民的苦难似乎没有尽头。 黄河水退了，逃亡
在外的人回到家乡 。 他们饥寒交迫 ，用双手

重建家园 。 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并不放过他
们，敲诈勒索无休无止 ，恨不得 “从干骨头里
熬出油来”。

在商水县邓城寨子里，国民党设有一个乡
公所，驻有乡丁四五十人。 这些家伙以为寨子
紧靠沙河南岸，地势险要，共产党不会来攻，便
经常跑到沙河北岸肆无忌惮地勒索钱财，搞得
鸡犬不宁。

当时，路岩岭率一支游击队驻扎在离邓城
不远的地方。 一天，几个老百姓前来控诉乡公
所的罪行，要求部队为民除害。

路岩岭等人侦察情况后， 决定采取行动。
夜间，队伍在泥泞中艰难行进———洪水退后的

淤泥尚未干涸，稍有不慎就会深陷其中。 战士
们只得将马匹留下，赶到沙河边时已是黎明时
分，邓城的城墙在晨雾中隐约可见。

天快亮了，是否继续行动？ 领路的几个群
众说：“没问题，他们一定还睡得像死猪一样。 ”
于是，由老乡领着，队伍涉水渡河。

忽然，“砰” 的一声枪响，敌人的一个哨兵
发现了路岩岭等人， 仓皇放了一枪便逃之夭
夭。 路岩岭带队迅速突进，发现寨内竟再无岗
哨，枪声也未惊动其他人。 老乡熟门熟路地领
着队伍找到乡丁住所，只见铁皮包覆的厚实大
门紧闭，屋内鼾声阵阵。这怎么办呢？有个老乡
说：“不要紧。 寨里有个磨面的，天天给他们送
面，我们找他来叫门。 ”

一会儿， 磨面的赶来， 他拍着门环喊道：
“开门呀！ 送面来了。 ” 里面传来一阵咕噜声：
“送面怎么这么早？ ” 接着，门开了，一个睡眼
惺忪的哨兵持枪现身。路岩岭等人顺手夺过他
的枪，冲进屋里，只见乡丁们横七竖八地躺着，
四十多人都在睡梦中成了俘虏。游击队从俘虏
里揪出乡队长，押着他去叫乡长的门，将国民
党的乡长也一举擒获。

就这样，路岩岭带队一枪未发，便端掉了
邓城乡公所，为当地百姓铲除了一大祸害。

“黄泛区复兴”获总理称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路岩岭迎来新使
命。他先后在华中交通部，河南省交通厅、农业
厅任职。 1950 年春，中央成立黄泛区复兴委员
会，河南省设复兴局，路岩岭任副局长，负责实
际工作。

黄泛区历经多年战乱与黄河泛滥， 土地荒
芜。路岩岭挺膺担当，奔波于西华、扶沟，调运良
种，引来先进农具，组织农民开荒。 为让农民掌
握新技术，他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 在他
的努力下，昔日荒芜的土地焕发出勃勃生机。

同时，路岩岭协同当地政府，率领治河大
军治理颍河、贾鲁河、双洎河。 治河过程中，条
件艰苦，困难重重，他坚守在一线，和工人们一
起风餐露宿，日夜奋战，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排
除积水。当年年底，黄泛区复兴工作成效显著，
粮食产量大幅提高，百姓生活得到明显改善。

他与复兴局其他领导赴北京向黄泛区复

兴委员会汇报工作时，受到周恩来、陈云的肯
定。 周恩来在中南海听取路岩岭汇报后，称赞
黄泛区复兴工作， 并指示：“结束复兴局工作，
土地按户分给农民，3 年不交公粮。 种不完的
地，可建农场。 ”

黄泛区农场成为全国样板

1951 年 1 月，国营黄泛区农场建立，路岩
岭担任场长。建场初期，条件异常艰苦，路岩岭
带领职工搭帆布篷、吃干粮、睡窝棚。为防风固
沙、改良土壤，他带领职工大规模植树造林，广
种苜蓿，引进优良果木品种。他亲自参与植树活
动，和职工们一起挖坑、栽树、浇水。在他的带动
下，大家齐心协力营造防风林带，有效抵御风沙
侵袭，提高了粮食产量和农场经济效益。

路岩岭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和科研工作，因
地制宜改进管理体制， 培养和优待科技人才，
吸引大批科研人员来到农场。 在他支持下，农

场在小麦、棉花、玉米、果木及猪、牛、马等良种
培育方面，取得多项科研成果，并在全国农垦
系统推广。20 世纪 60 年代，路岩岭进一步调整
作物布局，尝试园林化、现代化种植。在他的不
懈努力下，黄泛区农场全面发展，率先使用飞
机航喷治虫，为农业机械化作出重要贡献。 在
他任内，黄泛区农场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全国
八大样板农场之一，向世界展示了新中国农业
建设的伟大成就。

如今，黄泛区农场场部已成为周口市境内
的河南省历史文化街区。这里，粗壮的法桐、银
杏亭亭如盖，吸引了许多游人。 这些树木是路
岩岭 1956 年引进并种植的， 默默诉说着当年
路岩岭等老一代农场人创业的豪情。

高风亮节激励后人

路岩岭曾任河南省政协常委，离休后经中
央组织部批准享受副省级医疗 、 住房待遇 。
1989年 6月 15日，路岩岭病逝于郑州。 《河南
日报》发布了他去世的消息，并配发照片及简
介，称赞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战斗的一
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路岩岭早年参加革命， 党叫干啥就干啥，
谦逊低调，从不居功自傲。 他的信仰与品格深
深影响着身边人。

路岩岭的儿子路剑平是一位教师。他在地
理教学中，为让学生理解地球、月亮、太阳三者
的运行规律，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制作了三球
仪、八大行星运行仪等教具。 1980 年，在河南
省优质教具评选会上，他的“地球时区仪”被评
为特等奖；在全国评比中，也崭露头角。路剑平
继承了父亲的勤奋和智慧，在教育领域发光发
热，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人才。

路岩岭的孙子路民选回忆起爷爷，满是崇
敬之情。 他说：“爷爷一生正直，始终坚守着自
己的原则和信仰，他是我们的榜样！ ”

20 世纪 70 年代初， 路民选在周口地区驻
禹县煤矿工作，条件艰苦，他想让爷爷利用关
系帮他调动工作。 路岩岭得知后，用毛笔郑重
地回信，教导他“要安心工作，干一行爱一行，
党叫干啥就干啥，不能拈轻怕重”。路民选的一
位亲戚看到这封信，当场把信撕得粉碎，气哼
哼地说：“哪有这样的爷爷？ ”

路民选在煤矿干了七八年，后来因煤矿倒
闭，才以普通职工身份转到扶沟县土产公司工
作。 “起初，我对爷爷的做法有些不理解，但随
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我逐渐明白了爷
爷的良苦用心。 ”路民选感慨地说，“如果爷爷
为我走后门，那他就不是路岩岭了。 我现在理
解爷爷，他不徇私情，高风亮节。 ”

说起爷爷路岩岭，还有一件事让路民选一
家人感到骄傲。 几年前，路民选一家去黄泛区
农场场史馆参观，恰逢闭馆。 他们说明来意，
保安立即给馆长打电话。 馆长和几个人热情
迎接，他们都知道路岩岭的事迹，自己爷爷那
辈还是路岩岭的部下，大家还专门开了一个座
谈会。

位于扶沟县城西关的路岩岭故居是典型

的农家小院，有砖木结构瓦房 6 间，被中共扶
沟县委党史办认定为革命遗址 。 1934 年至
1936年， 这里曾是豫东特委秘密集会的地方。
路民选回忆说：“1984 年修缮房屋时，我们才发
现下面有个可容纳七八个人的地洞，里面还有
煤油灯。 遇到敌情，大家可以在这里藏身。 ”这
些遗迹见证了路岩岭等人那段惊心动魄的革

命岁月。
岁月流转， 路岩岭故居如今已变得斑驳，

墙体上的裂痕似是时光镌刻的皱纹。 然而，就
在这看似陈旧的屋舍之中，曾经发生过的动人
故事，承载着先辈的热血与信念。

路岩岭从一个热血青年成长为共产主义

战士，为豫东地区的革命事业和黄泛区的建设
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的精神和事迹，如
同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给予后人无尽的激励
与前行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