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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时解放战争斗争形势的需要，渤海
区党委决定于1946年12月20日成立了一个新
县，这个县管辖的范围是济阳县的白桥区，仁
风区，后又设临河区；商河县的潘桥区、郑路
区、常王区，惠民县的有圣庙区、王判区，共八
个区，528个自然村、163145人，面积3780平方
华里，东西长65里、南北长52里。县城设在仁
风镇。这个新县的名称是为了永远纪念和缅
怀杨忠烈士，用他的名字起名叫杨忠县。

杨忠，原名欧阳吉善，江西省安福县金田
乡南江村人，一九0九年农历八月，出生在一个
贫苦农民的家庭里。他的父亲叫欧阳方秀，是
个勤劳朴实的农民，早年病逝。母亲把杨忠和
他的姐姐年英、妹妹友英抚养成人，姐姐和妹
妹出嫁后，杨忠和他的母亲、妻子刘快英一起
过日子。

杨忠的家乡虽然是一个山明水秀、美丽富
饶的地方，但由于国民党的统治压迫、地主的
剥削和奴役，人民仍饱受苦难。杨忠少年有
志，聪明颖悟，旧社会的黑暗在他幼小的心灵
上投下了阴影。安福县紧靠革命根据地井冈
山、左边是“红都”瑞金，我党革命的影响很快
就传到安福县，少年时代的杨忠就受到革命的
影响，有了较为强烈地反对地主剥削压迫的阶
级意识。少年时期的杨忠就担任了金田乡少
儿部的儿童团支部书记，以后，又被人民推选
为大桥乡苏维埃主席。少年时期的杨忠就刚
毅决勇，他带领贫苦农民搞土改，坚决打击地
主豪强，为了坚决支持人民的土改斗争，他亲
手处决了三个恶霸地主。阶级敌人被杨忠的
行动吓破了胆，一旦听到被杨忠亲自传讯的信
息后，都吓得全身发抖。但是，他在群众的心
目中却赢得了尊敬和信赖。

一九三0年，杨忠带领大桥乡的二十名青
年农民到永新县参加了红军，同年五月，他光
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就到了瑞
金，在红军队伍里搞宣传工作。因文化低，连
标语都写不好，他就发奋苦学，很快就提高文
化水平，能够熟练地阅读文件，并写得一手好
字。后来和他相处的同志说：“我们还以为杨
忠同志是个知识分子呢！”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红军被迫开始了
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长征。1934年10
月，杨忠随红三军团参加了伟大的两万五千里
长征，历尽千辛万苦到达陕西延安，杨忠经过
这次艰苦卓绝的斗争，使他更加坚定了革命意
志。

杨忠在长征途中担任一个工兵连的指导
员，到达延安后，他被分配到“红大”学习，学习
结束后被分配到某部担任民主科长。平型关
战役大捷后，八路军一一五师撤到晋察冀边区
修整，师指挥部成立了一个“民运工作团”，杨
忠被任命为工作团团长。他带领工作团在附
近几个县里开展群众工作，其主要任务是搞扩
军。这一段群众工作的收效很大。不仅扩大
了我党我军的影响，而且直接动员了五千余名
新兵入伍。当时我军战斗减员较大，这批新兵
入伍，对我军是一个很大的补充。入伍后，这
批新兵编为二个团，一个团补充了一二0师、一
个团配属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杨忠就是在这
个新兵团任团政委。

一九三八年五月底，党中央决定以三四三
旅之一部，组成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肖华任纵
队司令员政委，挺进冀鲁边后，这支部队开始
组编，原拟杨忠任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后来
上级改派符竹建担任此职（符竹建曾任红军师
政委，资历，职务都比杨忠高）。杨忠毫无怨
言，随部队到达鲁北后，杨忠的工作职务还未
确定。

一九三八年九月，肖华率领挺进纵队进驻
乐陵后，即邀请当地各路杂牌军司令到乐陵共
同商讨抗日大计。

当时，占据德平的国民党军队主事曹振东
的杂牌军，曹部不是地方民团，抗战爆发后拉
成大部队，计有2000余人，在当地是一股不小
的势力。曹振东是一个旧知识分子，当时受到
抗战救国思想的影响，虽有抗战之心，但如何
抗击日寇，却束手无策。另一方面，他对于盘
踞在东面的刘景良心存戒惧，怕被刘景良吃掉
他的部队，因而他对八路军的到来深表欢迎。
当我军到达时，曹部夹道欢迎，并给我军准备
了粮草，以表示合作的诚意，并提出要求我军
收编他的军队。挺进纵队领导经过慎重考虑，
决定将曹部改编成为济阳支队（亦称七支队），
并委派杨忠担任济阳支队政委。

一九三八年十月，杨忠带领我党委派的政

治部主任王品山，特派员刘甲英，还有李青山
等12名政工人员到达曹振东的部队。在此以
前，我地下党组织——德平县工委也在曹部展
开了工作，工委书记阎仪生，组织委员段新源、
宣传委员丁学凤都住在曹振东的部队里，段新
源并担任了曹部的政治部主任。杨忠的到来，
大大振奋了曹部的抗战士气，我地方党的组织
也在县委的领导下，更加深入地开展工作。

杨忠清醒知道，改编这样一支复杂的国民
党军队是颇费力气的，但他勇于进取。对曹部
有斗争，有团结，晓以民族大义，并在曹部积极
发展我党组织，整顿曹部，仿照我军组织形式，
在曹部各团设政治部主任，各营设教导员，各
连设指导员，并派李青山担任曹部一团团长，
为曹振东建立一个抗日模范团。

正当杨忠在曹部积极开展工作之际，国民
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插手德平，他以威胁利诱
的手段拉拢曹振东，并委任曹振东为山东保安
第五旅旅长的职衔，曹振东经不起沈鸿烈的诱
惑。在接受了沈的委任之后，曹振东拿着我军
给他的委任令去找肖华司令员，为了不致激化
双方的关系，肖华司令员答应曹振东来去听取
自便。曹振东在退掉我军委任令之后，杨忠在
我军派去的政工人员必须从曹部撤出。曹振
东虽然接受了沈鸿烈的委任令，但还仍愿与我
军友好相处，曹振东并坚决挽留杨忠帮助工
作，被曹部上下称为“杨代表”。（即挺进纵队驻
曹五旅的八路军代表）。

虽然形势逆转，但杨忠仍满怀信心，百折
不挠的对曹部进行教育，争取，团结，改造的工
作。并同在曹五旅的国民党特务分子陶景惠
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经过我党的教育和争
取，曹五旅保持与我军友好往来，不仅我军的
被服厂、医务所等后勤机关住在德平一带不受
其骚扰，而且曹部还抽调一些干部，分批到我
乐陵军政干校接受训练，曹五旅与八路军协同
作战，也取得了一些胜利。提高了曹部在当地
的声望，曹振东的部队也很快发展到五千人。

曹振东本人对杨忠十分尊敬，赠送杨忠骏
马一匹，号称“小白龙”，据说可以追火车，为全
军所瞩目，以后，杨忠奉命离开曹部，但曹振东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与我军保持友好往来。

一九四0年上半年，由于盘踞的顽军张国
基坚持与我军为敌，其他一些伪杂牌也蠢蠢欲
动。为了打击顽固势力，稳定冀鲁边区形势，
鲁北的杨忠与津南的周贯五进行了紧急蹉商，
决定南北会兵打掉张国基，以震慑敌人。给我
军周密布置，南北夹击、激战十三个小时，全歼
张国基部三千余人。战后，杨忠立即带骑兵二
十余名驰奔德平城西北的马家庙去会见曹振
东。曹闻极大吃一惊，问带来多少人？情报员
说：“和往常一样，骑兵二十余人”。曹振东听
后，就亲自出门迎接，刚出大门，就看到杨忠和
带班卫队长谈笑风生，曹紧走几步，拉着杨忠
的手说：“杨兄，迎接来迟，请谅！请谅！”杨忠
回头举手向曹振东的卫队长打过了招呼即与
曹振东互致问侯后，携手走进了曹振东的司令
部，杨忠向曹振东及其部属讲请我军一举打掉
了张国基是为国除奸，为民除害，张国基投靠
日寇，残害人民，必须坚决消灭。进一步对曹
部以民族大义，表示愿与曹部一如既往，以国
家民族利益为重，以诚相见了，合作抗战，不听
奸人的挑拨，对杨忠的热诚忠告，曹振东点头
称是。杨忠这次的曹部之行，给予国民党特务
分子陶景德等人的阴谋活动是一个有力的回
击。

杨忠在曹王旅没有任何名义和头衔，凭着
我党的英明决策，凭着他的果干坚强，周旋于
敌人军旅之中，化干戈为玉帛，使之合作抗战，
可称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我党我军忠于民
族统战政策的一个很好的范例。杨忠在曹五
旅搞统战工作为时一年半，取得了极为丰硕的
成果：一是促进了曹部接受我军的改编，壮大
了抗战力量；二是我党对曹部派驻政统干部，
对其军队进行了有力的改造；三是我党的思想
教育在曹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延缓了曹军的
不为化，曹部降日后（1942年），我党建立了鲁
北办事处，仍不同程度的与曹部某些人保持一
定的关系，并把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介绍到我军
中来；四是曹部曾派不少人到我乐陵军政干校
学习，增强了曹振东部的抗战素质；五是经过
我党的教育影响，直到杨忠撤出，曹部仍有些
进步分子坚持与顽固势力斗争，以致促成一九
四五年该部一部分人抛弃了伪顽势力，投降我
军；六是对该部的争取团结十分有利于当时稳
定我鲁北抗战局势，使我军少了一个敌人，多

了一个朋友，便于更有力地集中力量打击日寇
和顽固势力。总之，杨忠这段统战工作是深入
虎穴，赤胆忠心，独立作战。对于改造顽军，更
好地开展鲁北地区的抗战做出了极为重要的
贡献。

因为斗争形势的需要，一九三九年春，孙
继先支队率部转战鲁南，紧拉着周贯五又亲自
送走六支队的七团，五支队的六团和泰山支队
去鲁西南，十二月，肖华带五支队五团转战西
南，参加反顽斗争；一九四0年二月，推进纵队
参谋长邓克明带领司令部警卫营和鲁北支队
一个营也去鲁西南。不久，挺进纵队政治部主
任符竹庭也带领政治部机关，警卫部队、陕北
营，延安支队和八团、九团转战鲁西南。在一
年左右的时间里，在冀鲁边区的八路军，先后
有五批约计二万人离开了边区。不仅主力部
队调走了，连一些在地方上成长起来的干部和
武装力量也带走了，这就造成了我冀鲁边区领
导力量和武装力量极为薄弱的困难局面。但
是，我党开辟的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必须坚
持。这一艰巨任务，就落在了津南地区的周贯
五和鲁北地区的杨忠两个人的肩上。

一九四0年春天，鲁北支队副司令员龙书
金带领部队支撑困局，在一次作战中负伤。在
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杨忠离开曹五旅回到我
军，担任鲁北支队司令员兼政委。面临严重局

势，杨忠不畏难，不退缩，决心重新调整部署，
扭转困难局势。他与副司令员龙书金计议：必
须首先整编军队，组成铁的拳头，加强思想教
育，迎接更残酷的斗争，打开鲁北的新局面。

一九四0年五月一日，在杨忠的带领下，在
德平县边境的莲花池，赵家进行整军。即从乐
陵、商河、德平边境发展起来的津浦支队调三
个连，从陵县十八团调三个边，从乐陵县大队
调一个连，鲁北支队发展起来的一、二、三大队
全部，加上符竹庭主任离去时从延安支队留给
的一个连和鲁北支队特务连，总共十二个连
队，组成新的鲁北支队。这支部队在杨忠带领
下，进一步开展鲁北的抗日斗争。

整军开始以后的第五天，即一九四0年五
月五日，杨忠负责召开了鲁北支队第一次党
代表大会，大会选出了杨忠、龙书金、张庆余、
赖金池、梁国栋、张宝珊、赵淳、李明生、陈文
会、杨秀章、高子贵，刘英棠等十三位同志为
中共鲁北支队委员会委员，杨忠任书记。杨
忠在代表大会上作了《肩负起党和历史赋予
的开展鲁北抗日战争，创建鲁北抗日根据地
的艰苦而光荣的任务》的报告。他情绪激昂、
慷慨陈词，他向部队号召：共产党员和八路军
战士要为鲁北抗战血洒疆场，肝脑涂地！要
把我党的红旗插上黄河岸！插上鹊山之巅！
杨忠的报告十分鼓舞人心，赢得阵阵热烈的
掌声。

杨忠十分注意开展群众工作，并且雷厉风
行，鲁北支队党代表大会期间，天公作美，微风
细雨下了三天三夜，久旱不雨的鲁北大地普降
甘霖，喜坏了边区军民。会后，杨忠立即率领
鲁北支队，助民春耕种三日，然后命令二营沿
伪武定道和东林道的结合部南下向齐河、济
阳、临邑结合部的徒骇河前进。支队部带一
营、三营从临邑东部、商河西部向南发展，从东
西两面开展齐河、济阳、临邑、商河边境的工
作，待青纱帐起，再采取波浪式向东发展，力争
尽快地越过徒骇河，把红旗插上黄河岸！

杨忠是一个有魄力、有胆略、工作泼辣、忠

心耿耿，文武双全，军政兼优、能够开创事业，
打开工作局面的好党员、好干部。尤其是他的
作战勇敢、沉着刚毅，每战都亲临战场，身先士
卒的英勇气概，对部队有强烈的感染力。一
次，我军集结在马腰务过春节，日寇大举向我
军奔袭，并出动飞机轰炸，炸弹投在了我司令
部驻地，炸塌了房顶。杨忠仍然沉着地拂去桌
子上的尘土，亲笔起草了给部队的命令。干部
战士们看到首长们这种勇敢无畏的精神，崇敬
之心油然而生。杨忠以身示范，给鲁北支队带
出了很好的战斗作风。干部战士和他在一起
工作就信心充足，遇到强大的敌人也不恐慌。
他对部队管理严格，十分注意克服和纠正一些
队伍中的游击习气，使之成为有严格纪律的人
民军队。尽管他个人生活艰苦朴素，对干部和
战士们却很关心。

一九四一年二月，冀鲁边区划归山东分
局领导。津南支队与鲁北支队合并为一一五
师教导六旅兼冀鲁边军区，旅长兼司令邢仁
甫（后叛变），政委周贯五，杨忠任政治部主
任。

在我党的领导下，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建立
了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在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
建立了清浦抗日根据地。这两片根据地虽然
相距不远，但中间既有黄河隔断，又有日寇、顽
军盘踞在惠民的梗阻，不能汇合在一起。中共

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指挥部决定，以军事行动
打通两个根据地的联系。遵照这一指示，冀鲁
边军区一共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南下进军。
首次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我十八团
团长陈德率部执行“打通”任务，进军到德平县
的孔家镇、徐家一带，遭日伪兵骑兵三千余人，
汽车五十辆，坦克三辆的重兵截击，我军苦战
十小时，黄昏后才突围出击，第一次打通失
利。三月初，政委周贯五亲率十六团执行第二
次“打通”任务，在商河城东南、徒骇河的北岸
贾桥、武集、三复社、兴隆镇一带，遭遇日伪万
余人的大军堵截，我军被迫应战，激战竟日，炮
声远及数十里，我军消耗甚大，第二次“打通”
仍未成功。

杨忠率政治部机关，宣传大队十七团的
一营、三营执行第三次“打通”任务。虽然已
有前二次南进失利的挫折；但杨忠无惧无畏，
于七月二十日果断的率部出发，沿途大造抗
日声势，宣传和发动群众、帮助群众生产，严
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消灭了一些
零星的敌人，我军深得群众的拥护。宣传科
长辛国治，率领宣传队，深入群众宣传、发动
群众抗战；敌工科长杜杰带着反战同盟的小
岛、桐山、山口等几个日本友人和一个叫徐文
进的朝鲜友人，穿着日军军装，巧妙地接近日
伪据点，宣传日本国内的人民反战，厌战情
绪，瓦解敌军。十七团则组成若干工作小队，
分散到附近村子里，帮助老乡挑水，看庄稼，
一方面发动群众，使沿途广大人民亲眼看到，
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才是真正抗战的
人民军队。

一五四一年九月三日一五四一年九月三日，，我军深入敌人腹我军深入敌人腹
地地，，进驻到惠民县境内徒骇河畔的夹河一带进驻到惠民县境内徒骇河畔的夹河一带，，
杨忠杨忠、、龙书金与政治部机关和一营驻在夹河龙书金与政治部机关和一营驻在夹河
村村；；团政委曾旭清带三营驻在陈家团政委曾旭清带三营驻在陈家、、牛家等村牛家等村
庄庄。。沿途的进军情况沿途的进军情况，，杨忠通过电台不断向周杨忠通过电台不断向周
贯五政委贯五政委，，黄骅副旅长报告黄骅副旅长报告，，周周、、黄随即带领部黄随即带领部
队到达时队到达时，，我军已挺进到惠民县腹地我军已挺进到惠民县腹地，，再前进再前进
一步一步，，就可以经过老君堂村过黄河与南岸的清就可以经过老君堂村过黄河与南岸的清

河军区接头了，胜利打通即可实现。日军对我
军的大胆突破十分惊恐。倘我两块根据地得
以汇合，这里的日本侵略势力就会受到很大威
胁。因而日军集结了中山、松井、山崎、石川、
相亭、西尾等六路“讨伐队”计二千余人、汽车
五十辆，迫击炮二十余门尾随我军，采取包围
形式逐步压缩包围圈，九月四日上午，突然向
我军发起猛烈袭击。

九月初的天气还是炎热的，早晨，杨忠邀
集龙书金团长和一些干部同他一边吃早饭，一
边谈论着胜利进军的情况。用不了多久，“打
通”的任务就可以实现了，杨忠十分高兴。饭
后，杨忠招呼一些干部和他到徒骇河里去洗
澡，他被这胜利的景象陶醉了。

突然，侦察员跑来报告：发现敌人！杨忠、
龙书金等立即返回驻地，当他们刚奔上徒骇河
堤岸时，东面围上的数百名敌人已经迫近，战
斗迅速打响了。敌人来势凶猛，我军向村北撤
退。在夹河村以北大路旁的一棵大树下，杨忠
向正在奔走的龙书金和其他几名干部招手，要
他们到身边做紧急磋商。龙书金等几名干部
立即向他身边跑去，还未来得及研究，一阵枪
弹袭来，龙团长双腿负伤，杨忠立即让通讯员
扶龙团长上马，护送他往西撤退，他自己也跨
上马往西奔去。要赶到陈牛庄去与三营的官
兵汇合。这时，陈牛庄这边战斗也同时打响
了，曾旭清政委派通讯员给杨忠送信，接着带
部队撤出了村子。不幸的是，送信的通讯员在
途中牺牲了，杨忠赶到陈牛庄时，部队已经撤
走了。

许多战士在豆子地里奔跑，这时，敌人的
机枪火力疯狂地封锁我军的退路，不少战士陆
续地倒下去，我机枪射手也牺牲了。在这紧要
关头，日本友人小岛突然接过机枪向敌人猛烈
开火（他原是日军的机枪射手）一阵猛扫后，把
敌人的火力暂时压了下去。在这一刹那间，许
多战士冲出去了，小岛也冲出去了，但那位朝
鲜友人徐文进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却壮
烈地牺牲了。

杨忠这时还不知我三营撤出了阵地，他奔
跑到村边时，看见村里已住满了鬼子兵。敌人
发现了我们，立即向我军疯狂猛扫，杨忠一声
高喊：“快走！”也一抖马疆，带着一些战士向西
南冲去。冲过周家村，当越过李家村南口时，
就被埋伏在那里的鬼子用机枪扫下马来，他负
了重伤，挣扎着向一片豆子地里爬去……。他
的战马失去了主人，在村头奔嘶，被敌人的机
枪打死了。下午，枪声停了，老百姓惦记着我
军的安全，李家村的农民李振荣、李九龙等四
个人在豆子地里发现了杨忠的遗体。从他身
上的遗物（一块怀表和一枚手章）辩认出殉难
者就是赫赫有名的杨司令。他们都十分崇敬
这位抗日英雄，便在路边挖了一个坑，埋葬了
烈士的遗骸，并筑起了一个坟头，每逢清明佳
节，都要在烈士的坟头上添几锨土。但可惜烈
士的坟墓在那个动乱的年代被平掉了。李振
荣等还收容了我军的三名伤员，交给我军运送
到商河县城休养。

经过三次“打通”的任务未能实现，但我党
对于打通两块根据地的决心坚定不移。在总
结了三次失利的教训后，我军改变了进军路
线，在夹河战斗后第十八天（九月二十二日），
我十六团的一营和三营改由敌人兵力薄弱的
无棣县境沿海边东南出发，辗转迂回，沿沾化
县以北向利津县境，行军八百六十三华里，经
大小战斗九次，终于在九月下旬，在利津县东
北部与清河部队会师，完成了二个根据地的连
接任务。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三日，八路军一一五师
政治部发出电报，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报告夹
河战斗情况。电文说：“二纵队到鲁北边区，他
（指杨忠）即任支队司令，辗转鲁北，坚持鲁北
反扫荡战争，他在战士和群众中具有高度的威
望，对鲁北根据地之创造，建树无数功勋。”“杨
忠的牺牲，不仅是我党我军的损失，也是国家
民族的损失……”为此，师政决定：师、旅、军区
分别立即筹备追悼，于十一月七日，“十月革
命”纪念节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为了永远纪念和缅怀先烈为了永远纪念和缅怀先烈，，一九四五年五一九四五年五
月月，，三边县政府在淄角村南建立了烈士陵园三边县政府在淄角村南建立了烈士陵园，，
为开辟三边县周围革命根据地而壮烈牺牲的为开辟三边县周围革命根据地而壮烈牺牲的
烈士们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烈士们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并为杨忠并为杨忠、、杜杜
杰等烈士立碑题词杰等烈士立碑题词。。在杨忠烈士的墓碑上镌在杨忠烈士的墓碑上镌
以以““精忠报国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四个大字。。

作者系区退休老干部作者系区退休老干部

老红军杨忠烈士
孙厚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