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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铭记历
史才能发奋前行。

“铮铮铁骨不惜死，兄弟三人
皆 英 雄 。” 在 商 丘 抗 日 战 争 史 上 ，
睢县匡城乡英王村爱国绅士王渭滨
的三个儿子王鸿翔、王鸿业、王鸿
钧 “ 王 氏 三 烈 士 ” 先 后 为 抗 战 捐
躯。

匡 城 历 史 悠 久 ， 红 色 资 源 丰
富，流传着英王村“王氏三烈士”
的革命事迹、火烧草寺庙的抗战故
事、洼张村张金芳用生命保护拥军
粮的壮举等一系列红色故事。该乡
古迹众多，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近
年来，该乡按照“文、旅结合+特
色 农 业 ” 发 展 模 式 ，“ 三 驾 马 车 ”
齐驱并进，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的道路上跑出了加速度。

采访团一行重温了当年血雨腥
风的艰难岁月，目睹了革命先烈浴
血奋战的历史画面。这里是英雄们
从小生活的地方，是睢县抗日英烈
们战斗过的地方，如今已成为匡城
乡 红 色 教 育 基 地 。 她 时 刻 激 励 后
人 ， 继 承 先 烈 遗 志 ， 弘 扬 革 命 精
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这片
热土建设得更加美好。

（黄业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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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3 日，商丘日报“百年华诞寻初心”采访组来到
匡城乡英王村，探访“王氏三烈士”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悲
壮故事。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旁边，王氏三烈士纪念馆——
两栋两层 16间老房子，历经沧桑，依旧巍然矗立。

英王村是个有历史故事和光荣传统的村庄。相传，岳
飞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后，大将王贵后人为躲避灾
难落户于此，后人奉王贵为英王而得名。千百年来，英王
村村民的血液里一直流淌着顽强不屈的精神。

“在睢县抗日斗争史上，王氏三烈士的英勇事迹响彻睢
县大地，被广泛传颂。”睢县党史研究专家洪广亮说，“为
了抵御日寇的侵略，以王鸿钧为主的王氏家族可谓是毁家
纾难、捐躯报国。”

抗战前，王鸿钧的父亲王渭斌家是当时方圆几十里的
大户，有 9 个儿子，王鸿钧是家中七子。父亲为了严教儿
女与乡邻儿童，特意聘请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的好友阎子
乘办起了私塾。阎子乘经常以岳飞、戚继光等民族英雄的
事迹对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启蒙教育，在王氏兄弟幼小心
灵中深深地埋下了爱国救民的种子。

王鸿钧 1927 年考取开封第一师范学校，1934 年考取北
京大学。1935 年 12月，积极参与和组织由党领导的北平抗
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要
求保全祖国领土完整。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
命道路。

1938 年年初，中共睢县中心县委成立，组织上派王鸿
钧回到家乡任县委委员。

1938 年 5 月，日寇侵入睢县后，王鸿钧先后动员三哥
王鸿翔、五哥王鸿业带领家丁，排兵布阵，抵御日寇的侵
扰。7月，在中共睢县中心县委书记张辑五领导下，他们兄

弟三人组建抗日武装，捐献家中财产，援助
抗日武装发展。后来，参加李寿山领导的抗

日武装“二团队”， 至此兄
弟 三 人 受 党 委 托 在 “ 二 团

队”正式开始抗战生涯。
1938 年 8 月，日军发现“二团队”的一个驻地大张

村，并实施突袭。团长李寿山、政治部主任王鸿钧要求立
即突围。身为团部副官的王鸿业带领后勤人员与敌人搏
杀，身负重伤，当他突破寨墙时不幸失足落入壕沟，溺水
牺牲，时年 33岁。

1938 年 10 月，在大张村的又一次战斗中，大部分战士
牺牲，任 “二团队”第一大队大队长的王鸿翔被俘。在日
军酷刑逼供下，他威武不屈，后被处死，牺牲时 35岁。

1938 年 11 月，“二团队”正式编入彭雪枫领导的新四
军游击支队二团二营，王鸿钧任教导员，随彭雪枫到永城
开辟豫皖苏抗日根据地。

1941 年“皖南事变”爆发后，王鸿钧奉命在津浦路边
收留新四军伤员和家属，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下日夜奔忙操
劳，不幸病魔缠身。因随军不便，豫皖苏边区党委决定调
他到宿东任中心县委书记，开展津浦路西对敌地下斗争。
1941 年 11 月，王鸿钧病情恶化，与世长辞，时年仅 27 岁。
王鸿钧牺牲后，葬于江苏宿县。

“当时牺牲的不仅有王氏三英烈，在他们的影响和带领
下，俺村和周边村进步青年还有二三十人，是他们的精神
和英雄气概激励着大家。”该村原支部书记王义修说。

“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安居乐业，
作为新任支部书记，我更有责任和担当带领村民致富奔小
康，以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慰藉英烈们。”该村
支部书记许素芝说，在脱贫攻坚中，该村在乡村党员干部
带领下，发展大蒜种植 500亩、草莓大棚 20座，存栏 500头
以上的养牛户 5 户、1000 头以上养猪户 4 家，8 个养鸡大棚
存栏 6 万余只、散养户达 30%以上，建立服饰加工车间 1
个，群众的生活正向小康迈进。

“匡城是一块古老的文化沃土，是一块神圣的红色土
地。”匡城乡乡长张来峰说，“王氏三烈士的故事发生在匡
城并不意外，匡城乡历史悠久、文化厚重，自古出豪杰。

现在匡城乡境内还有古城墙、凤凰蛋、狼烟洞、点将台等
历史古迹。除了王氏三烈士的故事，匡城乡还有‘死亡前
的婚礼’‘迟到的勋章’‘用生命保护拥军粮’等感人的革
命故事。”

红色文化激励着匡城乡干部群众奋勇向前，为匡城乡
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匡城乡乡长张来峰说，近年
来，匡城乡以脱贫攻坚为统揽，围绕脱贫增收、富民强乡
发力， 2020 年年底全乡贫困人口 8186 人全部顺利脱贫，
贫困人口人均收入从 2014 年的 2529 元增至 16291 元。全乡
累计投入各类资金 10223.9万元，新修道路 73.3公里，新建
党群服务中心 17 座、文体广场 13 处，新建扶贫车间 10 座、
光伏电站 13 座 2700 千瓦、产业大棚 126 座，村民越来越
富，乡村越来越美。

谈起今后的发展，乡党委书记孟晓东说，匡城乡将以
学党史、悟思想、谋发展为契机，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
实事”活动，围绕打造“特色古镇”为目标，定位“文化
旅游显特色、项目实施带产业、三产融合谋发展”发展模
式，发展特色西瓜、冬桃、食用牡丹、
蒲公英、羊肚菌等休闲观光采摘农业，
发展食品加工和服饰加工产业，实现匡
城乡脱贫攻坚和乡
村 振 兴 有 效 衔 接 ，
以优异成绩向建党
100周年献礼。

一门三英烈 正气荡人间
——“王氏三烈士”英勇事迹响彻睢县大地

商丘日报融媒体记者 郭文剑 黄业波 胡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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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氏三烈士纪念馆内，采访组通过观
看展板了解“王氏三烈士”的革命事迹。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在王氏三烈士纪念馆院内，采访组与当地学者、干部、村民座谈。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本报讯 （记者 黄业波 通
讯员 史 霞） 为把党史学习教
育推向深入，引导少年儿童学
党史、颂党恩，传承中华优秀
文化，激发爱国热情，自 3 月
份以来，睢县文化广电旅游局
利用周末时间举办“童心沐党
恩 书香盈水城”经典诵读活
动。

每周周末，来自睢县各中
小学校的少年儿童们在睢县图
书馆大讲堂内，围绕中国共产
党建党 100 周年、红色经典读
物及优秀传统文化等题材，以
歌颂共产党、歌颂祖国、经典

国学、壮丽史诗等内容为主要
切入点，开展诗歌、朗诵、情
景剧、贯口等表演活动，带领
现场观众领略中国共产党成立
以来的伟大壮举和建立的丰功
伟业。

《党的生日》《面对鲜红的
党旗》《七律·长征》《中国梦
我的梦》 等集体朗诵节目，展
现了少年儿童对伟大祖国的热
爱，进一步树立了文化自信，
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诗朗诵
《沁园春·雪》 以诗言志、以诗
寄情，使现代与传统相和鸣，
人文与爱国情怀相呼应。

学党史 颂党恩

睢县文化广电旅游局

举办经典诵读活动

本版新闻统筹 黄业波

本报讯 （王晓慧 王亭亭）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睢县支行
全面贯彻落实国家经济金融政策，在服务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高人民群众的金融满意度和可获得感、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等方
面下足工夫。

以良好的金融服务为保障，鼓励和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
业，提供强有力的信贷资金支持。去年以来，全县获得融资支持
的农民工 2150 人、金额 3.02 亿元，创业担保贷款 614 笔、金额
9397 万元。以深化普惠金融试点建设为抓手，为农业产业转型
升级提供坚实保障。通过普惠金融工作的推广与实施，助推了乡
村经济快速振兴。全县形成了“南笋北椒中果蔬”的农业产业格
局，建成 4个精品特色产业带，14个特色产业示范点，30个绿色
生态农业基地。以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为契机，营造良好的金融生
态信用支撑。贯彻落实再贷款政策，指导两家法人金融机构申请
扶贫再贷款合计 3.8 亿元，资金均投向涉农、扶贫重点领域，发
放个人扶贫贷款近 5000笔 1亿元，发放单位扶贫贷款 87笔 2.4亿
元，有效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合理引导信贷资金向制鞋、电子产
业倾斜，支持两大主导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坚持普惠小微贷款

“应延尽延”原则，缓解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年内还本付息压
力，累计延期贷款 92 户 1.58 亿元。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
计划工具惠及睢县小微企业 54家、265万元。

截至 2021 年 2 月底，睢县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281.57 亿
元，较年初增加 23.52亿元，增长 9.12%。

人行睢县支行：

金融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在行动

4 月 19 日，最高人民法院派驻睢县挂职副县长贾毅
（左） 在周堂镇乔寨村温棚内查看圣女果长势。乔寨村用
现代农业经营理念流转土地 1400 亩，利用最高人民法院扶
贫专款 500 万元，发展果蔬等经济作物，为乡村产业振兴
增添了新的活力。 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