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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漫萍：铮铮铁骨忠国事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他是一株“浮萍”，为了革命四海为家。
他在北平国民党监狱坚持斗争 5 年 ，于

狱中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以多重身份在西华开展革命工作 5个月，

发挥特殊作用，在西华抗战史上留下精彩一笔。
他辗转多地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和地下斗

争，直至 1947 年壮烈牺牲。
2005 年，《人民日报 》、 中央电视台报道

他的事迹，称其为“抗日英雄”。
他就是革命烈士张漫萍。
2009 年 9 月 ，张漫萍入选河南省 “60 位

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

物”名单。
张漫萍 ， 原名张复礼 ，1910 年 8 月出生

于河南荥阳。 少年时期，张漫萍刻苦好学，追
求进步。 1930 年蒋冯阎中原大战荼毒河南 。
目睹百姓疾苦 ，年轻的张漫萍压不住满腔怒
火 ，愤然投书冯玉祥驻洛阳部队团长 ，更直
闯军营政训处 ，痛斥这是 “军阀混战 ”“反革
命战争”。

求学期间 ，张漫萍阅读大量进步书籍 ，
用革命理论武装头脑 。 他在自家墙上写下
豪迈诗句 ： “大丈夫马革裹尸 ，行仁事人间
时雨 。 义侠心抱打不平 ， 好男儿忠贞国
事 。 ”他为自己取名 “漫萍 ”，立志如浮萍般
随革命浪潮四海为家 。 在十多年的革命生
涯中 ， 他辗转多地 ， 每到一处必播撒革命
火种 。

被捕入狱 忍痛拒亲

1932 年 5 月， 张漫萍来到北平， 一边读
书，一边从事革命斗争。 同年 7 月，他参加北
平地下党组织的抗日救亡示威游行， 在西单
附近散发传单时，因叛徒告密被捕，后被关押
于北平草岚子监狱。

张漫萍被捕入狱的消息传到家乡， 一家
人愁肠百结。母亲终日以泪洗面，父亲变卖家
产、四处筹款，和亲友一同赶赴北平营救。 然
而，他们在北平多方打探，未获音讯。后来，听
说草岚子监狱关押着一个名叫 “王若愚 ”的
人，在西单附近被捕，父亲认为他可能就是自
己的儿子。几经周折，父亲终于获准到狱中与
“王若愚”见面。

“哗啦啦———”阴冷的甬道中传来脚镣
拖地的声响 。 昏暗灯光下 ， 一个衣衫褴褛
的身影蹒跚走来 ，手铐与脚镣在移动间铮
铮作响 。 尽管两人还有一段距离 ， 父亲一
眼便认出这个 “王若愚 ”就是儿子张复礼 。
父亲见状心如刀绞 ， 含泪上前呼唤 ： “复
礼 ，复礼…… ”他仔细打量眼前的儿子 ，只
见儿子身着一件长衫 ，衣襟被扯破 ，额头
眉宇间有几处伤疤……

父亲见了落难的儿子，心痛不已，想抚摸
儿子脸上的伤，想把儿子带回家。 不料，张漫
萍说：“我不认识你们！ 你们快走吧！ ”说完一
顿足，转身返回监房。 张漫萍甘愿革命到底，
哪怕身陷囹圄，也不愿连累家人 ，拒不相认 。
其内心之痛苦，可想而知。

尽管儿子 “铁石心肠 ”，但父亲还是继续
花钱“运作”“托保”。 狱方提出“写个悔过书，
可以释放”，却遭张漫萍严词拒绝：“我抗日无
罪， 无过可悔！ ”“我就是这点光荣， 值得骄
傲。 ”最终，家人含泪放弃营救。

狱中入党 斗争骨干

草岚子监狱是国民党政府专门关押共产

党人和革命者的特别监牢。在狱中，张漫萍对
敌斗争意志坚定。 面对“坐老虎凳”“蹲水牢”
等酷刑折磨，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在张漫萍入狱前， 草岚子监狱已关押了
薄一波、 刘子久等 300 多名共产党人。 在狱
中，张漫萍与杨献珍被囚于同一间牢房。

这些革命者将国民党的监狱当作特殊战

场，为组织狱友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秘密成立
了狱中党支部 。 鉴于张漫萍在狱中的表现 ，
1932 年年底，党组织批准他由共青团员转为
中共党员，并担任党支部干事会成员，成为斗
争骨干。 张漫萍积极参加狱中党支部领导的
各种斗争。他宁死狱中，也不在国民党当局拟
好的“反省书”上捺手印 ，展现了共产党人崇
高的革命气节。

1934 年冬 ， 狱中党支部干事会决定开
展绝食斗争 。 全体党员在列宁像前庄严宣
誓 ：以宁死的决心 ，坚持斗争 ，坚持胜利 。 当
时张漫萍虽因长期遭受敌人折磨身体极度

虚弱 ，仍坚持参与这场绝食斗争 。 经过七天
七夜的抗争 ， 狱方不得不答应他们提出的
部分条件 。

1934 年年底 ，狱中党支部干事会成立学
习委员会 ，由理论大家杨献珍负责 。 在他的
具体指导下 ，张漫萍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
政治素养显著提升，革命意志愈加坚定。

狱中的残酷折磨使张漫萍患上了严重

的关节炎 。 他经常卧病在床 ，有时行动还需
要他人搀扶 ， 但其精神与斗志丝毫未减 ，始
终热情风趣、乐观开朗 ，对同志热诚坦白 、直
爽和蔼。

1936 年 9 月， 经党组织积极营救， 薄一
波、杨献珍、刘子久、王其梅、张漫萍等人获释
出狱。同年 10 月，党组织决定派刘子久、王其
梅、张漫萍等人到河南恢复、建立党组织。 张
漫萍回到河南 ，先后到郑州、荥阳、密县等地
开展工作，后又到尉氏、通许、开封等地，以教
书为掩护发展进步力量。

身负重任 来到西华

开封鼓楼街曾经有座普通小院 ，在 1937
年 9 月后的一段时间 ，悄然肩负起一项特殊
使命。 当时，中共河南省委在开封正式成立，
张漫萍任省委秘书长。 他利用与妻弟楚博的
关系 ， 将省委机关设于楚博在开封的住
处———鼓楼街的这座小院 ，并接来妻儿作为
掩护。 这座小院由此成为河南革命活动的核
心场所 ：省委负责人经常在这里开会 ，省委
文件在此印发 ，张漫萍更承担起省委机关的
交通、联络、接头、文印等工作。 不久，张漫萍
又任中共开封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 ，期间通
过统战关系 ，促成楚博调任国民党西华县县
长，助推了豫东抗战形势发展 。 张漫萍任中
共河南省委秘书长和开封市委书记期间 ，为
河南党组织建设及抗日救亡运动作出突出

贡献。
1938 年 2 月，任中共河南省委秘书长、开

封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的张漫萍， 突然被派
往西华县。 这一特殊安排源于党组织的战略
部署———为将西华建设成抗日根据地， 需借
助张漫萍与楚博的亲属关系开展统战工作 ，

强化党对豫东抗日工作的领导。
在西华，张漫萍有多重身份：对外，他是

县长的亲戚、国民党西华县政府秘书 ；对内 ，
则以中共河南省委代表名义参与中共豫东特

委工作（有资料介绍，张漫萍同时担任中共西
华中心县委书记），直接领导我党在西华的工
作。有了张漫萍牵线搭桥，中共豫东特委和河
南省委得以与楚博建立直接联系， 成功争取
到这位国民党县长的信任与支持。 通过张漫
萍的穿针引线， 党的政策主张在西华得以有
效传达并落地实施。

在张漫萍的积极运作下， 中共豫东特委
书记沈东平调任国民党西华县政府秘书 ，进
驻县政府办公； 中共西华县委书记王子英也
调到县城，担任县抗敌动员委员会秘书，成为
县抗敌动员委员会主任楚博的又一得力助

手。 这一系列布局显著推动了豫东抗战新局
面的形成，其中张漫萍功不可没。

殚精竭虑 烽火映天

张漫萍常与楚博促膝谈心， 阐述我党的
抗日主张和政策，指明抗日前途。在我党和张
漫萍的引导、帮助下 ，楚博的思想进步很快 ，
从亲共、反蒋、抗日逐步走上革命道路。 1938
年 10 月 ， 楚博经彭雪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
党，成为特别党员。

1938 年 2 月， 楚博决定在西华县城文庙
创办第一期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 中共豫东
特委派王子英、刘作孚、李钧负责筹办并担任
教官。张漫萍代表县长楚博主持训练班工作，
制订教学计划， 组织军政训练， 确定学习内
容，如抗战问题、民众运动、游击战术、革命作
风等。 学员包括西华县 58 个联保处主任、自
卫队分队长及部分知识青年，共 150 余人。这
个训练班为后续组建西华人民抗日武装培养

了骨干力量。
1938 年 5 月徐州沦陷后， 抗战形势发生

较大变化。 我党号召将抗日救亡运动转为武
装斗争。 中共豫东特委迅速响应，在沈东平、

张漫萍的建议下， 楚博将西华各区区长改由
共产党员担任，整顿了全县四个区的政权；派
一大批共产党员干部接任联保主任， 全面掌
控 58 个联保处。 仅一个多月，西华便组建了
四个区团的抗日武装 ，兵力约 3000 人 ，创建
了我党领导下的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 队伍
迅速扩大到 6000 人。

此外，张漫萍还主导了西华县教育改革，
向各学校委派指导主任。 例如，西华师范学
校根据沈东平和张漫萍审定的计划，进行战
时教育改革，增设民众运动、政治经济常识和
游击战术课程，并向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输
送了大批人员。

西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为彭雪枫率部
挺进敌后提供了人力物力支持，并武装支援
了睢杞太地区的党组织斗争。 1938 年 10 月
初，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在西华杜岗与
肖望东、吴芝圃领导的队伍会师合编后，挺进
豫皖苏边区。 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于 1939
年年底奉命开赴豫皖苏边区，改编为新四军
第六支队第二总队。

多地抗日 铁骨先锋

1938 年 6 月， 党组织又交给张漫萍一项
新的任务———赴豫西开展抗日工作。 他收拾
行囊，告别并肩作战 5 个月的西华战友，毅然
踏上新的征程。

回到故乡豫西， 张漫萍满怀信心地投身
于发动群众、组织抗日的工作中。中共豫西特
委成立郑（州）荥（阳）密（县）工委后 ，张漫萍
任工委书记 ，领导郑州西部 、密县 、荥阳 、长
葛、汜水、广武、新郑等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

短短几个月时间， 郑荥密地区的群众抗
日运动蓬勃发展。然而，抗日形势的高涨引起
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慌。 张漫萍的行动受到
国民党特务监视。 1938 年 11 月，他被国民党
荥阳县长强行驱逐。多年后，家人仍清晰记得
张漫萍离开的情景：一天吃了早饭，他说要去
城里一趟，却离开家再也没有回来。 1944 年，
日寇占领他的家乡。一天深夜，国民党特务突
然闯进他的老家， 持手枪逼问其父张漫萍的
行踪，足见敌人对张漫萍既恨又怕。

1938 年年底，张漫萍来到豫皖苏边区，加
入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游击支队。其间，他先
后参加白庙战斗、窦楼战斗 、“六·一 ”战斗等
重大军事行动。 1940 年彭雪枫率部队进军淮
上，张漫萍调任警卫营 (特务营 )营长。 后来，
他又担任新四军四师作战参谋、 县委宣传部
长等职。 1944 年春，党组织成立蚌埠工委，张
漫萍任工委副书记兼城工科科长。

1945 年 8 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淮
南新四军对蚌埠及附近敌伪据点发起进攻 。
淮北区党委拟任命张漫萍为蚌埠市市长 ，但
因敌我力量悬殊，经七天七夜激战未果，部队
奉命撤回淮北根据地。

经过张漫萍等人的不懈努力， 蚌埠工委
建立了包括总支部及所属市区的三十多个支

部的党组织体系，领导党员 450 余人。淮北城

市工作得到广泛开展， 津浦铁路沿线较大的
据点、集镇和县城均建立地下联络网，为我军
及时掌握敌军动态提供了重要情报支持。

志酬山河 浴血江淮

1946 年 7 月，张漫萍继任蚌埠工委书记。
这时，国民党已经发动全面内战，正向淮北根
据地大举进攻。 面对我军主力及地方武装相
继撤离的严峻形势， 张漫萍率领蚌埠工委部
分干部转战洪泽湖畔，坚持游击斗争。

1947 年夏， 张漫萍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敌
后，先后赴淮南、蚌埠 、宿县等地秘密联络地
下党组织。 他不仅向各地负责人传达党委指
示、部署工作任务，更以坚定的信念鼓舞同志
们：“大军很快就要南下，在对敌斗争中，不要
暴露自己，要注意保存力量。 ”

同年 8 月， 张漫萍在从宿县返回蚌埠途
中不幸被捕。被押往徐州途中，他趁火车行至
新马桥时冒险跳窗脱逃，带伤穿越高粱地，步
行数十里寻找部队。不料在怀远杨集，他遇到
国民党地方武装，又遭逮捕，被押解至宿县湖
沟。 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张漫萍坚贞不屈，
昂首怒斥敌人：“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 革命
是一定要胜利的！ ”当天夜里，敌人残忍地用
绳子将他勒死，装入麻袋，投入浍河。 张漫萍
壮烈牺牲，年仅 37 岁。

播撒火种 永远英雄

张漫萍少小离家，投身革命。他的行踪几
乎都是“地下”状态，家人一无所知，又总为他
担惊受怕。 1938 年一别后 ，家人再未获其音
讯。 新中国成立后，祖母 、父母 、兄弟 、妻子 、
儿女四代亲人想知道他的下落。从 1950 年开
始，其弟弟开始四处寻访 ，历经曲折 ，最终得
知张漫萍已牺牲的消息。

由于长期从事秘密工作且多单线联系 ，
张漫萍的事迹鲜为人知。 20 世纪 60 年代、80
年代，杨献珍等当年的“狱友”相继撰文追忆，
张漫萍狱中斗争事迹始为世人所知。

2005 年 12 月 1 日 ，新华社播发 《在豫皖
苏播撒革命火种———张漫萍》，介绍这位永远
的抗日英雄。 同时，《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
《新闻联播 》在 《永远的丰碑 抗日英雄谱 》专
栏中报道了张漫萍的事迹。

2009 年， 张漫萍与楚博同时入选河南省
“6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
范人物”名单。

2020 年 9 月， 在张漫萍牺牲地———安徽

省固镇县湖沟镇五里村，张漫萍纪念广场、张
漫萍纪念馆建成。 一尊高达 8.1 米的张漫萍
全身雕像矗立在纪念广场上。

2023 年清明节， 张漫萍烈士之子携家人
来到父亲牺牲地，向固镇县湖沟中学捐赠 10
万元，以实际行动传承父亲遗志。

这位四海为家的革命者， 最终在人民心
中铸就了永恒的丰碑。他用生命点燃的火种，
至今仍在照亮后人前行的道路。 ②15

遗失声明
������●赵嘉萱的出生医学证明不
慎丢失， 出生日期：2014 年 9 月
16 日，编号：O410667466，声明作
废。

2025 年 7 月 4 日

●庞琳熙的出生医学证明不
慎丢失，出生日期：2013 年 2 月 3
日， 编号：M412058063， 声明作
废。

2025 年 7 月 4 日

寻人启事
������马蝶，女，身高 160 厘米，于 2025 年 1 月 5 日，从周口市商水县舒
庄乡杨庄村外出， 至今未归。 有知情者请与杨威杰联系， 联系电话：
13757491246。

2025 年 7 月 4 日

全过程“立体式”监督严把考试纪律关
������6 月 28 日至 7 月 13 日， 我市
陆续开展 2025 年机关事业单位工
勤技能岗位等级人机对话考试。 面
对此次考试考生多 、专业广 、周期
长等情况，市纪委监委驻市人社局
纪检监察组着力构建全方位 、“立
体式 ”的监督体系 ，坚决杜绝因认
识不到位 、组织不严密 、随意简化
程序等引发的问题，确保每个环节
经得起检验，让考试成为检验技能

的 “试金石”，让人才评价回归 “能
力本位”。

考试期间， 该纪检监察组安排
专人进驻考点，开展全方位、全过程
监督检查， 及时发现和纠正可能出
现的问题， 确保考试工作在严格的
监督下规范运行。

该纪检监察组要求各考务工作

小组密切配合， 严格按照考试方案
和工作流程开展工作。 在考试过程

中，如遇突发技术问题，考务人员要
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及时解决问题，
保障考试顺利进行。

针对考场监考情况， 该纪检监
察组重点检查监考人员是否认真履

行职责，是否存在监考不力、纵容作
弊等行为。 公开监督举报电话和邮
箱， 鼓励广大考生和社会公众对考
试中的违规违纪行为进行监督举

报。对收到的举报线索，一旦查实存

在违规违纪行为， 将依法依规严肃
处理，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处理结果，
回应社会关切， 形成全社会共同参
与监督的良好氛围。 ②25（王洪勇）

“15分钟就业服务圈”托起民生幸福
������2025 年以来，川汇区人社局以
群众需求为导向，聚焦“家门口”就
业目标，全力推进零工驿站和就业
服务站建设，构建起覆盖广泛、服务
精准的就业服务网络。截至 6月底，
该区 6 个零工驿站、17 个就业服务
站全部建成投用，初步形成“区-街
道-社区（村）”三级就业服务体系，
构建“15 分钟就业服务圈”，将就业
机会主动精准送达群众身边，让就

业服务触手可及、温暖人心。
在华耀城街道零工驿站， 职业

指导区 、信息发布屏 、洽谈休息区
等功能分区清晰明了 ， 不少灵活
就业人员通过电子屏浏览岗位信

息。 与此同时，在七一路街道文明
社区居委会就业服务站 ， 工作人
员为居民王大姐推荐附近商超的

收银员岗位 。 零工驿站和就业服
务站就像超市般 “嵌入 ”基层 ，让

群众 “下楼就能问岗位 、出门就能
找工作 ”，真正实现了就业服务从
“窗口内”向“家门口”延伸。

按照 “街道有驿站 、社区有站
点 ”的布局思路 ，川汇区人社局在
辖区 6 个街道建成零工驿站，同步
在 17 个社区 （村） 落地就业服务
站。 通过三级贯通的服务体系，川
汇区人社局推动就业政策宣传、岗
位信息推送 、职业指导等服务 “打

包下沉”， 让基层站点既能 “接得
住 ”群众需求 ，又能 “联得上 ”区级
资源。

下一步，川汇区人社局将在巩
固现有站点运营成效的基础上，加
大 “周用工 ”微信小程序的宣传推
广力度 ， 推动服务网络向更多街
道 、社区 （村 ）延伸覆盖 ，持续优化
就业服务供给，让就业服务触手可
及、温暖人心。 ②25 （张锦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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