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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三，1922 年出

生，1945 年参军，参

军后作战英勇，曾多

次立功。1948 年在水

冶保卫战中，为掩护

战友撤退，他不幸被

俘。 敌人抓到李三

后，企图从他口中了

解我军兵力部署情

况， 对他软硬兼施，

用尽各种酷刑，威逼

他投降，李三义正词

严，宁死不屈。 面对

酷刑，李三高声骂敌

人：“我是共产党员，

你李老爷至死不会

投降！ 你们这伙强

盗，日子不会长了！ ”

敌人恼羞成怒，最后

将他活埋。 李三坚贞

不屈， 视死如归，临

行前他高呼：“打倒

国民党反动派！ 中国

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

万岁！ ”在场的群众

无不为他的英勇行

为所感动。 李三牺牲

时，年仅 26 岁。

6 月 4 日，记者

来到鹤山区姬家山

乡黄庙沟村英雄故

里采访，希望能够了

解更多关于李三的

生前身后之事。

英雄李三：宁死不屈骨气坚

□

晨报记者 张小娜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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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苦人家的孩子

6 月 4 日，黄庙沟村的村干部李云福以

及村里的几位年长者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坐在村子中央的石头上，说起李三，大家无

不为他的英雄事迹感叹。

李云福介绍，黄庙沟，又名黄龙庙沟，

位于安阳县、林州市（下称林县）、汤阴县三

地交界处。 这里是共产党活动比较早的地

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村里的民兵

非常多，参军的人也非常多，村里的革命烈

士有十几位。

李云福告诉记者， 李三家里现在已经

没有人了，李三的母亲在上世纪 70 年代就

过世了。 他的母亲在李三牺牲后曾收养过

一个林县的孩子。 李三的母亲去世后，那个

孩子把李三的母亲安葬后便离开了黄庙

沟，回了林县。

李德章老人今年 79 岁， 他也参过军，

且和李三同属一个团， 虽然他参军的时间

比李三晚很多年，但提起李三，他很感慨。

“李三出身贫寒，刚出生那会儿连个正

儿八经的名字都没有，因见他弱小可怜，家

里人就叫他刺猬。 ”李德章老人说，那时候

粮食少，而且经常发生旱灾或蝗灾，普通老

百姓的生活没有保障。 李三本来还有一个

弟弟，他父亲李成林给地主打长工。 有一次

他父亲从地里往家扛了一捆干柴， 半路体

力不支，摔断了右小腿。 因无钱医治，他父

亲的腿再也没能伸直。 后来他父亲当吹鼓

手，全家人的生活更加艰难，他母亲宋娥只

别无他路，就怀抱着一个，手拉着一个，沿

街乞讨。 李三十几岁就开始给本村地主李

玉家放牛放羊，继而扛长工。 农闲时，还跟

父亲当吹鼓手。

据李德章老人介绍，1943 年，河南发生

了百年不遇的旱灾、蝗灾，哀鸿遍野，十室

九空，死亡严重威胁着穷苦人民的生命。 李

三的母亲劝父亲一起到山西逃荒。 父亲因

腿瘸怕拖累妻儿，留在家中。 这样，李三和

母亲、弟弟逃荒去了山西，还没走到山西，

李三的弟弟李根就饿死在路上。 母亲哭得

死去活来。 后来李三和母亲再回到家乡时，

他不满 50 岁的父亲也已离开人世。

记者跟李云福等人来到李三的故居所

在地，在村里路北的绝壁之下，李云福指着

一座用石头盖的房子说：“李三的母亲去世

后，这块地就成了别人家的，房子也是人家

盖的， 李三家原来在这里住的是三间茅草

屋。 ”

义无反顾 参军报国

“那时候日子不好过， 参军是一条活

路，李三参军的热情非常高。 ”李云福说。同

时，他向记者讲述了李三参军的历史背景。

1945 年 6 月 30 日，为贯彻毛主席“扩大解

放区 ，缩小沦陷区 ”的指示 ，太行军区三、

四、五、七、八等 5 个军区和集总警卫团，共

计 9 个团及林县、 安阳、 汤阴地方武装

15000 余人，编为 3 个支队，由一二九参谋

长兼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和政委李雪峰统

一指挥，在 3 万民兵、自卫队的支援下，发

动了以肃清安阳以西外围日伪军为目标的

安阳战役。 7 月 5 日，张廷发、黄新友、高扬

率领第一支队， 一举歼灭鹤壁集守敌孙殿

英部暂编第九师二十六团， 鹤壁人民第一

次获得解放。

不久，党和政府动员青年参军参战，李

三响应号召第一个报名参军。 1945 年 7 月

20 日，李三胸带红花，在母亲和众乡亲欢送

下，与李只等青年农民一起，踏上了革命的

征途。

李三参军后， 开始在安汤县 （现汤阴

县）独立营当战士。 1946 年 8 月，安阳县独

立团整编为太行军区五分区五十二团，李

三在该团三营七连七班当战士。

李云福介绍， 李三第一次受到嘉奖是

水冶保卫战。 1946 年 10 月 29 日，为打退国

民党向解放区的进犯， 他积极参加了水冶

保卫战。 在上有飞机轰炸，下有重炮掩护的

数千名敌人猛烈攻击下， 李三和战友们顽

强抵抗， 以手榴弹和刺刀击退了众多敌人

的多次攻击。 太行军区司令员秦基伟赞扬

他们“打得好！ 打得好！ ”

1947 年 3 月 22 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

力部队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发动豫

北反击作战。 4 月 3 日，五十二团和四十九

团、五十团、五十三团参加了攻克淇县城的

战斗。 下午 4 时开始总攻，经过一个小时的

激战， 李三和他的战友由城西北城墙首先

突破。 登城后，他们立即扑向刚刚由汤阴来

增援淇县守敌的孙殿英部一个加强营集结

地，猛打猛冲，在兄弟部队的有力配合下，

迅速将敌人全部歼灭。 此次战斗，五十二团

缴获敌人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最多， 受到

军区首长表扬。

1947 年 10 月，为配合刘邓大军南下实

施战略转移，牵制豫北敌人南调，晋冀鲁豫

军区命令豫北指挥部， 由太行五分区司令

员陶国清任指挥部司令员， 冀鲁豫军区政

委甘谓汉任指挥部政委， 统一指挥太行军

区独立一旅及五分区五十二团和冀鲁豫军

区独立二旅及四分区三五六团、 三五七团

等部队 17000 余人。 豫北指挥部成立后，决

定首先拔掉敌人插在我腹心地区的“钉子”

———长垣县城。 战斗非常艰苦，李三冲锋在

前。 战斗结束后，指挥部授予五十二团“登

城第一”的锦旗，李三也被评为一等功臣。

李云福说， 听说当时李三的立功喜报还传

到了村里，村里的干部群众敲锣打鼓，鸣放

鞭炮，给他家挂上了“为民立功”的光荣匾。

1948 年 5 月，在辉县魁村营战役中。李

三和战友们站在水里英勇战斗。 他的左肩

膀负伤 ，鲜血直流 ，大家劝他下去，他说 ：

“没关系，打仗要紧，不要管我。 ”扯下一个

布条，简单包扎了一下，一直坚持到战斗结

束。 由于伤势过重，在首长和战友们的催促

下，他才住进了林县于村野战医院。

64 岁的李喜昌是个老民兵，曾经当过民

兵营长。他讲起了李三牺牲的那场战斗时，非

常难过。他介绍，李三牺牲在另一场水冶保卫

战中。1948 年 10 月 28 日，困守在安阳城内的

国民党四十军残部 4000 余人，在旅长韩凤义

的指挥下， 携带 8 门山野炮、 轻重机枪和 20

辆汽车及数十辆大马车，在夜幕掩护下，向我

解放区重镇水冶偷袭，企图大肆掠夺抢劫。 当

时，水冶物资丰富，棉花、布匹、粮食都大量集

中在这里，县直党政机关均设在此地。 五十二

团在此执行保卫任务，团部驻古庄村，营部在

南大街，晚 22 时左右，团参谋处接到前线哨

连的军情报告， 团长立即命令前哨进行火力

侦察，并命令三营准备迎击敌人。 次日凌晨 3

时多，敌人先头部队已和三营交上火。 随即敌

人主力部队陆续赶来，将三营包围。 为保存实

力，集中兵力更好地打击敌人，团长命令三营

撤到古庄村修筑工事， 用十几挺轻重机枪封

锁固县，阻击敌人。 此时，三营处境十分危急，

村口、路口、小桥均被敌人火力封锁，到处都

是敌人，相距只有十几米远，战斗异常残酷。

敌人的信号弹不时划破长空， 敌我双方的枪

口吐着火舌，面对敌人的强大攻势，如不赶快

想办法突围，就有被消灭的危险。

三营接到撤退命令后， 营长火速进行组

织，这时，七连被敌人堵在一个院落里。 在生

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连长紧急召开班排长会

议研究如何突围。 共产党员、七班长李三把生

的希望留给战友，置个人安危于不顾。 连长话

音一落，他站起来，主动请战：“连长，让我们

班打冲锋吧！ ”连长信任地点点头说：“好，你

们前面冲，我们后面紧跟着冲杀出去！ ”李三

接受任务后，招呼了战友，端起机枪，揣着手

榴弹，一马当先冲了出去。 他把手榴弹投向扑

来的敌军，紧接着机枪也吼叫起来，敌人立即

倒下一大片，其余纷纷撤退逃跑。 李三借机再

度向外猛冲，连长带领队伍紧跟前进，一阵勇

猛顽强的冲杀，杀出一条生路。 全连战士迅速

由此向南， 直冲到村外。 在河西部队的支援

下，他们打退敌人，立即过河向大部队靠拢。

李三冲出村后，为掩护连队安全撤退，仍然在

村口英勇阻击敌人。 这时，他腿部已经负伤，

鲜血浸透了裤子，但他不顾伤痛，又俘虏了一

名敌人。 当李三押着俘虏往回撤时，又遇上七

八个敌人，敌人见他只身一人，便嚎叫着蜂拥

而上。 李三意识到自己难以脱身， 就暗下决

心，要和敌人血战到底。 手榴弹甩完了，子弹

用尽了，他就用砖头、木棒和敌人展开肉搏。

最后李三因身负重伤，寡不敌众，不幸被俘，

最后英勇牺牲。

李三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到部队后， 战士

们个个悲愤交集，怒火满腔。 为纪念他，全团

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部队首长介绍了李

三的英雄事迹。 太行军区追认李三为特等功

臣，并授予七连为“李三连”的光荣称号。 李喜

昌介绍，上世纪 60 年代，“李三连”的官兵还

来到黄庙沟村参观， 并专程看望了李三的母

亲。 太行军区还编印了一套人民英雄李三事

迹连环画册，军区副司令员陶国清、政治委员

杨珏等同志为他题了词。 李喜昌说：“我见过

那本画册，画是蓝色的，纸是白色的。 ”后来还

编排了关于他的戏剧等文艺节目， 让部队官

兵和群众了解他的事迹。李喜昌告诉记者，因

李三的缘故，1965 年文革刚开始时， 黄庙沟

村曾经一度改名为英雄村。

1949 年 4 月 12 日，汤阴县政府在黄庙沟

村李三的家门口， 召开了有几千名群众参加

的悼念大会，缅怀他的英雄业绩，并在他的墓

前树立了英雄纪念碑，碑文称颂李三“生前英

勇，死后光荣，是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无产

阶级的革命战士。 生时忠诚为党英勇奋斗，死

时保党荣誉宁死不屈”。

6 月 4 日的采访中，记者随同李喜昌一起

来到位于狐尾沟村的李三烈士墓。“原来这片

地方是黄庙沟村的， 后来改革归狐尾沟村

了。”李喜昌说。在狐尾沟村的一片果林里，记

者见到了李三的墓，墓碑上的字迹依稀可辨。

“直到现在，附近村庄的学生每年清明节还会

来这里扫墓。 ”李喜昌说。

掩护战友撤退时被俘

心提示

核

李三烈士墓。

李三家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