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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权县北关镇李馆地道战旧
址，听老党员讲革命故事，和守护
人聊初心坚守，与乡干部谈乡村振
兴，看小学生扬少年志向……一天
的采访下来，重温当年革命峥嵘岁
月，接受了一场难得的爱国主义教
育精神洗礼。

在党的英明领导下，人民群众
在抗击日寇的进程中发挥民间智
慧，开挖的李馆地道不仅发挥了抗
敌指挥部的作用，而且还起到了安
全转移物资和人员的功能，在整个
豫皖苏抗战中做出了重大贡献。李
馆地道见证着几十年前那段血与火
的历史，沧桑风雨洗不去革命英烈
用鲜血铸就的丰碑，烈士流血牺牲
的英雄壮举将彪炳史册，其精神也
将永远被后人传颂。没有革命先烈
的英雄斗争，就没有我们现在的美
好生活。如今，李馆地道战旧址已
经成为我们缅怀先烈、接受爱国主
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去处。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
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
锋。学党史、悟初心，让我们向先
烈们致敬！

（吴 涛）

红色精神彪青史

传承犹有后来人

记者感言

百年华诞寻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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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天公不作美，细雨蒙蒙的微冷天气没能阻挡我们
探访李馆地道的脚步。

4月 20日，商丘日报“百年华诞寻初心”采访组一行
冒雨来到位于豫鲁交界处的民权县北关镇李馆地道战旧址
时，旧址的第二代守护人赵庆民与镇村干部正在商议红色
旅游的建设规划事宜。

李馆村位于民权县东北部与开封兰考、山东曹县交界
处，南靠黄河故道北大堤，抗日战争时期是鲁西南革命根
据地的南大门。如今的李馆地道战旧址位于李馆村东北200
米处，是全国现存较为完整的抗战时期地道旧址之一。李
馆地道战旧址1986年被河南省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也
是商丘市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

据赵庆民介绍，上世纪 60年代拍摄的电影《地道战》
曾来这里取过景。“我们李馆人民抗日觉醒比较早，村里很
早就兴起了抗日运动。”赵庆民介绍说，抗日战争期间，中
国共产党于 1938年在李馆村建立了青年救国会，1940年 5
月成立中共李馆村党支部。李馆村群众的抗日斗争，引起
了附近许河集、吕园子、李新庄等伪据点的严重不安，他
们经常派小股部队到李馆村扫荡，妄图消灭抗日力量。当
时，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坚持地下斗争，村党支部运用地
道同日伪军进行斗争。1940年 8月，中共考城县第五区区
委书记赵修伍首先在李馆村自己家的西屋南间向西墙外挖
了一条10余米的地道。接着，其他党员也在自己家里挖了
藏身洞。赵修伍家的地道入口设在大床底下，出口设在一
个死胡同里，上边以秫秸垛伪装。党支部在这个地道里开
会，隐蔽上级派来的同志，存放文件、宣传品等，十分安

全保险。
说起李馆地道的开挖，78岁的老党员李

太显说：“自从赵修伍家开挖
起地道后，本村和附近村也

陆陆续续开挖。经过几

年的努力，我们这一带共开挖了连通18个村的地道，总长
达50华里，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地道网，利用地道和敌人进
行战斗，可进可退、可守可攻。敌人尽管有千军万马，武
器精良，但到了李馆村便陷入攻无目标、战无对阵、处处
挨打的困境。由此，‘想保险，去李馆’的歌谣在当时广为
传颂。”

民权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何楠介绍说，李馆地道在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保护群众、打击敌人、藏粮藏
器的巨大作用。

何楠说，史料记载了很多感人的故事。1943年冬，日
本鬼子在这一带的代庄以北进行扫荡，李馆抗日武装党小
组长兼民兵队长杨朝起带领李馆民兵和区队战士80余人埋
伏在小马庄东南赵庄村地道内，对鬼子和伪区队进行了出
其不意的伏击。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消灭鬼子11人，缴
获机枪一挺、步枪11支、大车6辆，并解救被困群众8人。

何楠介绍，李馆抗日地道还曾秘密转移过我党的重要
首长：“1948年年初，中共中央委员、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
令员、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李先念同志，中共中央候补
委员、中原局组织部长陈少敏同志根据中央军委的战略部
署，经由豫南去华北，民权地下交通联络员将二位首长经
内黄、葛庄地下交通站，由李馆地道安全转移护送到冀鲁
豫分区鲁西南地委所在地曹楼村。”

李馆地道战旧址的第二代守护人赵庆民告诉记者：“很
多革命先烈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牺牲了宝贵的生命，
我们绝不会忘记他们。”赵庆民的父亲赵松武守护李馆地道
战旧址28年，2015年老人去世后赵庆民继续守护这块红色
圣地。“俺父子两代人守护这片红色旧址，虽然清贫，但精
神很富有。党和政府也给了我们很高的荣誉，老父亲是

‘河南省道德模范’，俺也被评为‘中国好人’。”赵庆民欣
慰地说。

硝烟早已散去，红色基因赓续。80多年过去了，李馆
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不变的是红色基因的传承。

在沥沥细雨中，记者走进了村东头的李馆东村抗日小学。
一进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教学楼上的一行大字标语：

“树报效祖国之心，立振兴中华之志。”在学校西墙的宣传
栏上，分别有“李馆人民抗战纪实”“抗日小英雄故事”

“革命先烈杨朝起”等宣传版面，让孩子们从小接受红色教
育、传承红色基因，为报效祖国打好基础。

抗日小学校长王新胜向我们介绍了“抗日小学”校名
的来历：1942年，时任中共鲁西南地委秘书的赵修伍回到
家乡李馆村养伤。为发展更多党员、更好地组织群众开展
地下斗争，赵修伍以办学为名创办了“李馆小学”，抗日战
争期间曾在校内多次组织民兵学习，开展党的活动。新中
国成立后学校更名为“李馆学校”，1986年报请上级部门批
准正式命名为“李馆东村抗日小学”。

王新胜说，多年来每逢清明节，该校都组织学生去李
馆地道战旧址接受爱国主义红色传统教育、聆听革命故
事，给烈士扫墓、向烈士墓献花，从小教育他们童心向
党、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李馆地道的红色基因在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奋发有为、
砥砺奋进，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北
关镇镇长王斌介绍说，作为全国重点镇、河南省乡村振兴
示范镇，他们将加大李馆地道战旧址保护力度，同时整合
该镇王公庄“画虎村”彩色文化资源、李馆地道红色教育
资源、黄河故道背
河洼地绿色自然资
源 ， 打 造 集 文 化
游、红色游、生态
游为一体的乡村全
域精品旅游线路，
真 正 带 富 百 姓 、
实现乡村振兴。

民权李馆地道：

赓续红色记忆 激励世代后人
商丘日报融媒体记者 郭文剑 吴 涛 闫鹏亮 白 鹏

本版新闻统筹 闫鹏亮

乡村振兴在行动

扫码看视频报道

李馆地道战旧址第二代守护人赵庆民在擦拭烈士墓碑。 本报记者 刘 忠 摄

赵庆民在李馆地道口向记者讲述红色故事。
本报记者 刘 忠 摄

本报讯 （记者 闫鹏亮 通讯
员 王自力）一栋栋漂亮的院落格
外干净整洁，花坛里盛放的鲜花随
风摇曳，清澈的池塘里鱼儿自由嬉
戏……4月28日，走进民权县花园
乡朱庄村，步步是画、处处皆景，
一幅清爽宜人的新时代乡村美丽画
卷映入眼帘。

该乡加强了乡风文明建设，进
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每季度
都要开展环境卫生评比和星级院落
评选，全乡上下形成了比学赶超的
良好氛围，群众爱护生态环境的意
识正逐步提升。

“我们实施卫生检查评比制
度、‘门前三包’制度等长效管理
机制，生态环保的绿色生活方式正
逐渐深入人心。爱护环境，老百姓
正在从‘要我做’到‘我要做’转
变。”花园乡党委书记张玉栋说，
仅靠政府治理难以保持长效的环境

整洁，引导村民形成良好的生活的
习惯才是治本之策。

漫步在该乡魏庄村的村头，展
现在眼前的是另一幅美丽的乡村田
园景象：水泥路干净整洁，家庭院
落错落有致，金灿灿的油菜花格外
引人注目，阳光下的魏庄村四处洋
溢着和谐安宁的美好氛围。很难相
信，如此靓丽的村庄曾经却是房屋
破败、垃圾乱堆、污水遍地、杂草
丛生。

脏有人管，乱有人治，良好的
卫生习惯逐渐养成。“现在走到哪
里都感觉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漂
漂亮亮，城里人都羡慕起我们的生
活了”。魏庄村村民尚延生高兴地
说，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
强，得益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没有了垃圾堆积、污水横流、
臭气熏天的景象，到处都整洁漂
亮。”眼前的景象让村民颇为感慨。

花园乡：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见成效

4月28日，民权县庄子镇张庄村村民在编织草框。近年来，该村通过
来料加工的方式，引导群众进行手工编织，带动周边村庄2000余名留守
老人和妇女从事蒲编加工，每人每月增收1200多元。

本报记者 闫鹏亮 摄

根据《河南省扶贫办扶贫车间管理
办法（试行）》，现对全市部分闲置扶贫
车间公开招租，要求竞租人资格为公
司、个体工商户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的自然人，且财务状况、商业信用良
好。闲置扶贫车间信息如下：

夏邑县郭庄农贸区杜楼村，面积
1000m2，联系人：朱先生 13837059819

宁陵县石桥镇郭花庄村，面积750m2，
联系人：刘先生 19913209068

宁陵县黄岗镇富堂村，面积750m2，
联系人：王先生 13781660811
宁陵县乔楼乡乔楼村，面积750m2，
联系人：王先生 13849673961
宁陵县乔楼乡八里曹村，面积750m2，

联系人：王先生 13849673961
睢县西陵寺镇马河村，面积1007m2 ，

联系人：刘女士 13700838736
柘城县胡襄镇李美村，面积600m2，
联系人：杨先生 15082997666
柘城县慈圣镇户楼村，面积600m2，
联系人：杨先生 13592384386
柘城县岗王镇官庄村，面积600m2，
联系人：王先生 13629879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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