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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沙务革命烈士纪念碑位于通州区西集
镇大沙务村东北方向的潮白河南岸。高坡之
上，六烈士纪念碑坐落在园区内中间靠北的位
置，正对坡前静静流淌的潮白河。

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此处位于三河、香
河、通县三边的区域就成为革命斗争前沿，是
抗日游击区。北京物资学院教授陈喜波介绍，
西集镇大沙务村是通州区远近闻名的“红色
村”，村里的“潮白河畔六烈士”纪念碑见证了
通州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派英
勇斗争、敢于牺牲的精神，一直是全区有名的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座碑是为了纪念在解
放战争中牺牲在潮白河畔的六位烈士而修建
的。1947 年，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破坏解放区
的土改，向贫雇农进行了残酷的反攻倒算，广
大的贫雇农和土改小组的战士们为了保卫胜
利的果实，同敌人展开了英勇无畏的斗争。老
前辈们不畏艰险，出生入死，浴血奋战，我们不
能忘记历史和过去。”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1969
年，大沙务村建水泥质纪念碑，1984年复建。

走进园区，迎面可见两层水泥台，上建圭
首水泥质纪念碑，碑上居中纵刻描红隶书“革
命烈士永垂不朽”。区委党史办工作人员史圣
洁介绍，近年纪念碑外围又增设围墙、修缮大

门，栽植松柏等。修葺一新的大沙务革命烈士
纪念碑园区更显肃穆整洁，方便社会各界前来
学习吊唁、缅怀先烈。大沙务村村民郭春燕也
告诉记者，三年前，民政部门特意在碑两侧分别
栽种了六棵松树，以此来纪念六位烈士的英雄
事迹。

从清明节开始，来大沙务革命烈士纪念碑
吊唁祭奠的各界群众不断。清明节时，一位耄
耋老人蹒跚而来，放上一束菊花，默默扫净碑前
空地，静静而立。他是西集镇大沙务村现年84
岁的孟广岭老人，这是他坚持为烈士扫墓的第74
个年头。提起这位老人，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
人员王兰军感叹不已：“老人默默守护着六烈士
纪念碑，这一守就是74年。每年他都坚持来纪
念碑前清除杂草，擦拭墓碑，扫除落叶。”

上周，记者在大沙务村见到了孟广岭。84
岁的孟老爷子拄着拐杖，行动缓慢。在他慢慢
而清晰的讲述中，当年的情景再次展现。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破坏解放区的
土改，开始进行残酷的反攻倒算。土改小组战
士白永泉、贾德正、王大宝、刘森、周孟术，还有
小杨同志为了保护村民，掩护工作队转移，以
一个碾棚为掩体，同国民党政府保安队 300余
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最后六位战士壮烈牺牲。

“那年我刚好 10岁，还是儿童团的团员，

亲眼目睹几位烈士被残忍杀害，吓得哇哇直
哭。”时至今日，孟广岭回忆起当年情景，仍然
眼眶泛红，“所以我一直告诉青年人一定要珍
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采访中，孟广岭非要和记者一起再到烈士
纪念碑前转转，虽然其家人心疼他年迈腿脚不
便，可他还是执意到纪念碑前讲述这里曾发生
过的故事。

大沙务村在大堤的东南方向，孟老在大堤
上驻足，他告诉记者，自己年轻时潮白河经常
发大水，村子由河滩迁到了现在的位置。“你看
现在条件多好啊，家家都有汽车，村里很多人
都在城区买了房子搬走了。可是我很喜欢这
片土地，哪好不如这里好啊，我这辈子得陪伴
着他们。”孟广岭喃喃说着，抬起胳膊缓缓地指
向六烈士纪念碑的方向。顺着他指的方向，记
者看到几百米的河滩旁，树木成行、郁郁葱葱，
国槐、油松、白皮松等一片绿意葱茏。放眼望
去，远处香河县高楼清晰可见，眼前的潮白河
就像一条蓝色丝带，镶嵌在这片土地上。夕阳
西下，站在大堤四望皆风景，当年硝烟战痕早
已消逝不见。但在树林中，仍隐约可见大沙务
纪念碑轮廓。

在纪念碑前，孟广岭整理衣衫，认认真真
地鞠了个躬：“我又来看望您们了。”

潮白河畔六烈士
本报记者 王军志

大运河，远者若近，古者若今。大凡历史
都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无论岁月怎样把
往昔大运河畔的那种粮船云集、舟船如织、
人声鼎沸、桨帆当歌等往昔的繁华和鼎盛，
一点一点消磨殆尽，抑或是诸如张家湾古
城、路县故城等早已战火洗礼只剩荒台废
基，可我们总能在这往事如烟中，寻觅到这
座千年古城留存下来的履痕和文化印记。
解读通州这座千年古城的风仪，并不只是对
诸如燃灯佛舍利塔、漕运码头等古老景物俯

仰浏览，实际是在对其文化的不断摄取。今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在千年通州
文化历史中，红色文化也是其中尤为关键的
一环。

今年 4月份，市文物局公布了《北京市第
一批革命文物名录》，包括2111件（套）可移动
革命文物和158处不可移动文物，通州区就有
4处不可移动的文物上榜，分别是通州兵营旧
址、平津战役指挥部宋庄旧址、二四九炮校旧
址和大沙务革命烈士纪念碑。

这 4处革命文物涵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
中共党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其中，大沙务革命烈士纪念碑历史意义
深远，它见证了革命烈士与国民党反动派的
英勇斗争，“潮白河畔六烈士”的故事传颂至
今。在大沙务村几代村民的爱护下，革命烈
士遗志得以不断传承和传递。近日，记者前
往大沙务村实地探访，感受那自烽火岁月传
承下来的革命精神。

初心 纪念碑守护者一守就是74年

在孟广岭的讲述和党史部门的记载中，
六烈士的英勇事迹让人唏嘘不已。

1947年，中国的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要
来临。华北战区冀东区党委，向所属各解放
区下达了土地改革复查的指示。通县县委针
对本县早期土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开展分
析研究并制定具体复查计划。针对当时潮白
河对岸香河境内的国民党军队经常过河骚扰
解放区的情况，县委选派了 18名精明强悍的
武装工作队员，在队长于学义的率领下，秘密
进驻大沙务村，把守解放区的这个东南门户，
监视河对岸国民党军队的一举一动，保障大
沙务一带十几个村庄复查工作顺利进行。

当年农历七月二十八日凌晨，香河县保
安第十九总队纠集一个营约300余人的兵力，
偷偷摸进大沙务村，一路沿潮白河西岸向武
工队驻地扑去，一路穿过村子中街向东北角
包抄。敌人根据告密情报，很快发现了武工
队队员居住的房子和院落，武工队驻地被迅
速包围。武工队在队长于学义的指挥下立即
组织火力突围。

于学义率领队员向西突围，队员白永泉、
贾德正、王大宝、刘森、周孟术，还有小杨同志
为了掩护其他同志转移，占据碾棚后，用步枪
和手榴弹组成猛烈火力阻击敌人。短暂时间

里，武工队其他同志安全转移了，而碾棚前却
依然在鏖战，很快白永泉、贾德正的子弹打光
了。只听身负重伤的小杨喊了声“快撤!”便率
先抱枪滚出碾棚，跌到土坡下。贾德正、白永
泉想等敌人进来引爆地雷同归于尽，但万没
料到，等敌兵冲进来，按动地雷机关时发现这
是颗哑雷。二人随即被捕。

跑到潮白河岸边的刘森、王大宝、周孟术
将文件挎包沉入河底，向河对岸泅去。但追
敌赶到，一片枪声后，鲜血染红了潮白河水，
三位战士壮烈牺牲。

敌人返回时，突然一颗子弹从一片草丛中
射出，随后敌人也向目标开枪。当枪声平息后，
才发现是一名身着灰色军装、浑身是血已经牺
牲的武工队战士。他就是年仅20多岁的小杨同
志，在最后时刻他把仅剩的子弹打向了自己。

敌人返回大沙务村的当天夜里，凶残地
将贾德正、白永泉杀害，两名武工队队员壮烈
牺牲。

“村民自发地在六位烈士牺牲的地方，立
了一块简易的纪念碑，纪念牺牲的六名武工队
员。刘森、王大宝、周孟术三名烈士牺牲后，村
民还在河里寻找他们的遗体，但那时候潮白河
比现在还宽，水势也很急，最后没有找到。”说
到这里时，村民郭永鹏语气里带着遗憾。

传承 青年“红色讲解员”追寻铭记革命精神

潮白河水静静流淌，革命精神不断传承。
年轻的郭永鹏在镇里上班，驻村后成为守护“潮白河畔六烈士”纪

念碑的一员，并当起了“红色讲解员”。“我生长在大沙务村，从小就听
老支书周宝奎和老村长孟广岭讲述大沙务六烈士的事迹。现在，接力
棒传到我们年轻一代，我们也要通过讲述，让前来缅怀烈士的人们记
住烈士的事迹，让更多的人铭记那段历史，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郭
永鹏说。除了他，村里组织起了一支青年讲解队，几位村里的年轻人
都成了“红色讲解人”。郭春燕就是其中一员：“革命先烈的故事讲不
厌，能够讲述六烈士的故事，是对我的信任，更是对我的激励。作为大
沙务村的村民，我有义务把发生在我们这里的革命故事讲好，做好红
色基因的传承、接力，为党员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几代大沙务人，在这片土地上守护着六烈士，守护那段红色历史，
更是守住一个国家和民族血液里那股荡气回肠的信念。孟广岭告诉
记者，现在他的子女们也自愿加入了讲解员的队伍，只要有社会各界
人士来这里祭扫，他们都可以来当义务讲解员。

年轻人对红色精神的积极追求，是对革命烈士精神的传承和延
续。如今，曾参与并见证过那段历史的当地村民越来越少，但“潮白河
畔六烈士”的故事却被传颂得越来越广。

在传承红色精神方面，陈喜波也建议，铭记传承六烈士的英勇事
迹和可贵精神，可以通过各种载体传播六烈士的英雄故事，把它当做
重要鲜活教材，深入挖掘红色文化内涵，梳理烈士纪念碑相关资料并
整理成文本资料，以专栏展板、专题讲座、现场体验、编印教材等形式
开展活动。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徐景发表示，目前正在探索英烈精神弘扬
新路径，按照区委组织部的要求，已与区委党史办等部门建立联动机
制，同步推进线上平台推广和线下宣教活动，大力发掘全区革命遗迹
和流传下来的英烈的故事。下一步，还要将烈士的事迹整理成音像资
料、编辑成书发给学校、驻通部队等人群，在全社会营造尊崇英烈、学
习英烈的浓厚氛围和良好风尚。

记者从通州区委组织部了解到，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区委组织部联合区委宣传部、区融媒体中心、区委党史办、区档案馆制
作推出了“重走红色记忆、追寻红色回忆、重温红色故事”系列宣传片，
每天推陈出新，通过APP客户端、微信公众号等载体，大力宣传通州区
红色遗迹和故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激活红色记忆，传承红色
精神，绽放时代光芒。

同时，记者还从区教委了解到，梨园学校、官园小学、临河里小学
等也根据通州区革命英烈的事迹，彩排了《大沙务六烈士》《平家疃游
击队》等红色儿童话剧，将在6月中下旬，为驻通部队官兵、城市副中心
工地建设者、养老院老人等人群公益演出。让孩子们讲好通州自己的
红色故事，诠释每名英雄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意义。

事迹 六战士英勇斗争壮烈牺牲

清明节前后，不少
群众来大沙务革命烈士
纪念碑吊唁祭奠。

大沙务革命烈士纪念碑园区肃穆整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