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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 以 后 ，

日军在平汉铁路两

侧和卫河沿岸增设

据点， 挖壕筑堡，对

抗日根据地实行层

层封锁， 纵横分割，

企图切断冀鲁豫同

太行革命根据地之

间的联系。

为打破敌人的

封锁，保证冀鲁豫根

据地和太行根据地

之间人员往来和物

资运送，我军在两根

据地之间建立了 3

条地下交通线，其中

北线经安阳，中线和

南线经我市。

红色地下交通线护刘少奇过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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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 6 月，八路军总部在林县任村镇成立了

豫北办事处（全称为“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豫北办

事处”）。 1942 年春，冀鲁豫军区在内黄县井店镇建

立了冀鲁豫军区第一办事处，因内黄县地处黄河故

道沙区，简称沙区办事处。 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协

同豫北办事处加强秘密交通。 经过地下交通员的努

力，我市境内建立了两条交通线，一条是中线，一条

是南线。

大批高级干部由中线到达延安

天色渐渐黑下来， 沿途村庄也越来越稀疏了。

马车经过一片空旷的洼地，在夜色中悄悄向卫河边

驶去。 钟斌全神贯注地凝视着夜幕深处。

倏地， 一点流萤似的绿光在路旁闪动了一下。

他急忙拍了拍申玉海的肩头，马车停住，接着便听

见一个人急促地从田野里跑上大路 :“是钟掌柜吗？”

…………

马车上运的，正是八路军总部拨给河东（河此

处指卫河）部队的三千发炮弹。 炮弹是从冀鲁豫平

原地区的沿山堡德兴煤矿附近运出的，上面用煤炭

伪装着。

负责运输炮弹的，是冀鲁豫平原地区的秘密交

通站的通讯员。 这个交通站是 1942 年中国抗日军

民为了打通太行山与冀鲁豫平原地区一百多里的

交通梗阻，而秘密在敌占区设置的。

这是王化棠的小说《卫河静悄悄》里一个生动

而真实的故事。

王化棠 1921 年生于我市上峪乡水泉村，1938

年加入八路军，1944 年任冀鲁豫平原地区秘密交通

站站长，1988 年出版小说《卫河静悄悄》，主要就是

讲地下交通线的事儿。

1942 年，冀鲁豫军区和中共地下党在浚县建立

了一条通往太行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地下交通线，东

起内黄井店，中经浚县的元过、聂村、小齐村、老观

嘴、裴庄、乔村、李黄庄等村庄，至汤阴县宜沟三里

屯越过平汉铁路， 再经鹤壁地域的岔河、 冷泉、柴

厂、朔泉 、西南山进入淇县的大柏峪 、全寨村终点

站，全长 70 多公里，进入鹤壁地域后，有时也经耿

寺、鹿楼、谭峪、大河涧、小河涧、盘石头到林县终点

站。

在 3 年多的时间里，豫北办事处利用这些交通

线，先后护送过往人员达 1 万多人次，被护送的人

员中有刘少奇、邓小平、陈毅、肖华、杨勇、吕正操等

高级干部，还有大批中下层干部和奔赴太行、延安

的青年学生。 特别是 1942 年延安整风期间，秘密交

通线空前繁忙，仅此 1 年，豫北办事处就护送 5000

余人。 较大批的如 1942 年 4 月，豫北办事处将 300

多名新四军伤病员和家属安全护送到太行根据地。

9 月， 在豫北办事处和冀鲁豫军区敌工部的周密安

排下，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中共冀中区委书记

黄敬率区党委和军区机关、部队 500 余人，顺利通

过日军封锁线， 由冀鲁豫边区抵达太行抗日根据

地。 此外，豫北办事处还多次护送过往的盟军官兵

和国际友人。

南线主要由“一窝鸿”支撑

南线地下交通线是太行军区七分区敌工科科

长王舒苗于 1941 年建立的。 东起内黄井店，西至汲

县狮豹头村， 全长 200 余里。 途经淇县小河口、臧

口、良相、西马庄、卧羊湾、油城（或北阳、玉女观、枣

生）等村，到达狮豹头村。 在这个交通线中，王舒苗

的老家良相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站点。

1941 年，王舒苗在淇县北阳镇良相村建立地下

交通站，并以此为据点，打通了南线地下交通线。 良

相村位于卫辉、辉县、淇县的边缘地带，又是王舒苗

的老家，在此处建立交通站有很大的优势。

王舒苗为了打通交通线，积极做群众工作和敌

伪工作，动员良相村的王礼玉、王鸿占、张国新等参

加地下交通工作。 1944 年 11 月，王礼玉被敌人杀害

后，王舒苗又派共产党员王鸿照回村接替王礼玉的

地下交通工作，同时，又动员李明训、王鸿猷、王鸿

业、王鸿泉参加了革命。

记者见到 91 岁的王鸿泉时， 老人正静静地坐

在轮椅上，看着来往的人群和天空中缓缓变幻的浮

云。 无情的岁月已夺走了他当年的健壮和灵敏，他

想讲述当年的神勇，使劲儿张了张嘴，脸上冒出了

青筋，却已讲不出话。

王鸿照、王鸿泉、王鸿猷、王鸿战、王鸿杏、王鸿

业、王鸿温、王鸿勇、王鸿渭等人都是王鸿裔（即王

舒苗）发展起来的地下交通战的交通员，他们是良

相村地下交通战的主力，被伪军和土匪称为“一窝

鸿”，南线主要就是由他们支撑。

护送过境革命干部 600 余人

据良相村现年 79 岁的孙堂庆老人介绍， 交通

站的工作当时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每一

条路线都建有若干站点， 站与站之间实行单线联

系。 交通站不仅负责传递情报、护送干部，还要组织

和安排粮食、军用物品支前运输以及伤病人员的转

移，各站之间采取接力运送的方式，还负责来往人

员的吃饭、住宿等。 这些由交通站串连起来的秘密

运输线，多选择比较偏僻的小路，尽量避开敌人的

岗楼、路卡。

孙堂庆说，当时王鸿战和王鸿杏等人经常打扮

成要饭的、 卖花生的， 秘密运送情报和来往人员，

他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天，王鸿照装扮成卖花生的，去护送我军的

一个通讯员。 走到敌人的关卡处时，那个通讯员看

到拿着枪的敌人突然害怕了， 抓起王鸿照的手想

跑，王鸿照怕敌人发现端倪，灵机一动，使劲儿把他

往回拉，还嚷嚷着：“你这人怎么回事，吃了我的花

生不想给钱呀！ ”就这样迷惑了敌人，两个人顺利地

通过了关卡。

1942 年 4 月，太行军区派 3 个交通员打扮成逃

荒者，赶着毛驴从小河口渡淇河，把装满钞票的两

个麦秸篓安全转送到内黄井店。 除了运送来往人

员，他们还打击敌人。

1944 年 1 月 27 日， 王舒苗派交通员张国新将

南阳村、潘庄村的伪军情报送到老一团，次日晚上，

老一团派了两个连，在交通员张国新、孟二孬的带

领下，拔掉了南阳村的日伪据点，全歼了潘庄日伪

军一个连。 不久，王舒苗又派交通员到汲县、淇县城

内散发传单。 一次，交通员郭海温混入淇县城，半夜

张贴传单，吓得日伪军倾巢出动，全城戒严，挨户搜

查八路军。

1941 年至 1945 年， 这条交通线在王舒苗的领

导下，不仅搞好了地下交通工作，同时还搜集情报，

歼灭顽敌。 沿交通线的土匪汉奸和把守封锁沟、平

汉铁路的伪军当时都不敢拦截八路军过境人员，有

的甚至把王舒苗当“朋友”看，只要听说是王舒苗派

人过境， 概不过问。 党中央从延安发出的文件、信

件、 情报等因而及时地送到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这条交通线从 1941 年到 1945 年，护送过境的革命

干部 600 余人，传递各种文件材料数十次。

现在，除了王鸿泉，当年的通讯员都已经不在

人世。 采访当天，村里人告诉记者，在郑州居住的王

鸿业还在世，但随后一联系，才知道王鸿业也于今

年 6 月份去世。

牺牲在敌人枪下的

王鸿照

据孙堂庆介绍， 现在坐在轮椅

上晒太阳的王鸿泉当年是个响当当

的人物。王鸿泉一米九零的个子，胆

子非常之大。 他常年跟随武工队队

长王鸿照四处征战，王鸿照读过书，

有主意，王鸿泉比较实干，王鸿照咋

说他就咋干，两人配合得十分默契。

随后，记者来到王鸿泉家里，他

的老伴向记者讲述了当年惊心动魄

的那段历史。据她介绍，王鸿泉和王

鸿照关系比较好， 王鸿照曾经在林

县小寨村办的训练队学习， 历任淇

县大队战士、班长、武工队长等职，

于 1948 年牺牲。 王鸿照牺牲的时

候，王鸿泉就跟他在一起。

王鸿泉的老伴介绍， 现在人来

人往的街心当年就是烽火战场，王

鸿照就牺牲在那条街上。

1948 年农历八月十二，常屯镇

镇长王克臣经过与匪首高永清、叛

徒李明训多次密谋策划后， 定于这

天晚上“请客”，声称是要感谢政府

宽大和村上的照顾， 背地里却在村

里埋伏，准备除掉王鸿照。

王克臣派人到史庄向王鸿照发

出了邀请，请他回村赴宴。王鸿照不

知是敌人设下的圈套， 便同王鸿泉

一同去参加，散席后准备回史庄时，

在村西头遭敌伏击。

当时， 他们两个正在村子西头

说话，听到敌人的枪声，王鸿泉朝村

子东边的苇坑跑去， 而王鸿照则往

西头跑。

敌人走了之后， 王鸿泉在村子

里四处寻找王鸿照， 发现他腿部中

枪，已经流了很多血。

王鸿泉上前抱住王鸿照大哭，

“大哥呀，你咋恁傻，咋不知道用衣

服包扎伤口止血呢。 ”王鸿泉一边心

疼地埋怨王鸿照， 一边背着他去看

医生。 当天夜里， 王鸿泉连夜写材

料， 把发生的事情紧急汇报给上级

党组织。

夜里，王鸿照还能说话，王鸿泉

喂他喝了些面汤， 本想着他会慢慢

好转。没想到，第二天早上王鸿照便

不行了。他牺牲之后，王鸿泉在街里

大哭，“哭得很可怜。 ”王鸿泉的老伴

说。

1951 年， 村民为了纪念王鸿

照，在村东河堤旁修建了纪念碑，并

建有烈士亭，后因村庄规划，纪念碑

多次搬迁，现迁至村委会东屋墙外，

仅剩石碑一座。

想起当年的场景，王

鸿泉老人很是激动。

王鸿照烈士的纪念碑几经迁

移，现在依然没有合适的地方安置。

核心提示

孙堂庆老人向记者讲

述王鸿泉的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