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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他们讲那抗战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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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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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振华 通讯员 田义伟

在抗日战争时期，宜阳县赵保乡有一支非常特别的宣传队——
老婆宣传队。顾名思义，这支宣传队是由当地中老年妇女组成的，
她们宣传抗日，传送情报，掩护革命同志转移，为抗日救国作出了不
小的贡献。宜阳县72岁的刘雷老先生对那段历史比较熟悉，因为这
支老婆宣传队就成立于他的老家，宣传队的部分队员还是刘雷的邻
居，刘雷的奶奶也是老婆宣传队的队员。3日，我们来到刘雷老先生
家中，听他讲老婆宣传队当年抗日的事迹。

□记者 王振华 通讯员 张珂/文
通讯员 田义伟/图

9月 2 日，天刚擦黑，宜阳县
赵保乡西赵村的文化大院里挤
满了人。不一会儿，音乐响起，
100多个村民随着节奏跳起了广
场舞，一时间，大院里充满了欢
歌笑语。晚饭后村民有了这么
个好去处，大家都说，这真得好
好谢谢老吴！

自掏腰包，组织群众
搞文艺活动

大家要感谢的“老吴”是村里的
吴殿卿，他今年57岁，是这个群众
文艺活动的组织者。

说起组织群众文艺活动的原
因，老吴有点儿不好意思。他说，
以前自己喜欢打牌，一闲就手痒，
不过这不是啥好习惯，隔三差五
输钱不说，家里人也经常为这事
跟他生气。

今年 4 月，在参加一次宴会
时，老吴跟同村的人商量，赵保乡
是“曲剧之乡”，村里戏曲人才众
多，为什么不组织一个文艺晚会，让
庄稼人也像城里人那样有精彩的夜
生活呢？

这一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
说干就干，几天后，吴殿卿就自掏
腰包买了一套音响设备，并联合村
里的热心人和戏曲爱好者，成立

“农村鼓乐队”。
5月 21 日晚，他们在村文化

大院来了一场“首秀”，当时就吸
引了很多人前来观看。接连几场
演下来，村里人热情高涨，男女老
少纷纷参与：喜欢热闹的打起鼓
敲起锣，喜欢跳舞的跟着音乐跳
广场舞，喜欢唱戏的登台一展好
嗓子……

欲组建百人舞蹈队，
让更多庄稼人尝到“彩色
夜生活”

吴殿卿说：“这个活动是开放
的，大家随时都能加入。农忙时，该
锄地的锄地，该薅（hāo）草的薅
草，闲了来广场上跳跳舞、唱唱戏，
比打牌可强多了。”

吴殿卿说，刚开始，来跳舞的并
没有多少人，一是不少农村妇女比较
害羞，二是村里很难找到教舞蹈的老
师。为了能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教
大家学到更多的舞蹈动作，老吴专门
找到村里的小学老师，让这个“文化
人”先跟着电脑里的舞蹈视频学，等
学会了再来广场上一点点教大家。
就这样，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现
在，来这里跳广场舞的有100多人，
占了村里人的一小半。

何珍是村里一名年轻的留守妇
女，她说：“我现在看晚会上了瘾，一
天不来就发慌，我的好姐妹张秋香
天天跳舞健身，竟然把颈椎病都给
跳好了；李孝平打了两个月鼓，减肥
10多斤，高血脂症状也消失了。”

文化大院也成了村里留守妇女
和留守儿童的乐园，大家农闲时，白
天来农家书屋看书学习，晚上来跳舞
健身。大家都说，吴殿卿把咱庄稼人
从以前以喝酒、打牌、看电视为主的

“黑色夜生活”带到了以唱戏、跳舞、
锻炼身体为主的“彩色夜生活”。

近期，吴殿卿还准备购置一批
花棍，让大家伙儿学学艺术健身
操。他还准备组建一支百人舞蹈
队，不仅在村里演出，更要走出去，
把欢乐带到别的乡村，让庄稼人都
尝到“彩色夜生活”的好滋味。

吴殿卿说：“有了这个活动，邻
里关系更亲近了，看到大家快快乐
乐的，自己心里也得劲。”

抗日战争时期，宜阳县赵保乡有一群中老年妇女宣传抗日、传递
情报，样样不含糊

保家卫国，有支“老婆宣传队”

1944年冬到1945年秋，
中共河南省委以东赵村为中心
建立了伊洛区抗日根据地。在
此期间，老婆宣传队成员带头
为抗日部队洗衣做饭，缝补衣
服等。这期间，她们光是做的
千层底军鞋就不下2000双。
队员们平时省吃俭用，用省下
来的钱买棉布，看见哪个战士
的鞋子、衣服破了，她们就抢着

去缝补。
老婆宣传队的队员们还

用烧香敬神为幌子，向当地
商户募捐，并用募捐来的钱
买成馍，躲过敌人耳目，偷偷
送到驻扎的部队，慰问我们
的战士。

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之后，
有30多位老婆宣传队队员送
自己的孩子参加八路军，她

们还动员亲戚、邻居中的青
年农民参军。其中，有几人
的儿子在抗日杀敌的战场上
光荣牺牲。

刘雷老先生回忆说：“我
小的时候，见过不少老婆宣
传队的成员，她们都是普普
通通的农村妇女，能为抗日
作出这么大的贡献，实在让
人敬佩。”

1940年3月，因屏阳中学
的教导主任赵炳文积极培养革
命青年，国民党反动派欲将其逮
捕。老婆宣传队得知后，赶到北
寨门前，挡住敌人的去路，大喊：

“赵先生是好人，你们不能把他
带走！”街上也挤满了群众，一致
要求释放赵先生。敌人无奈，只
好放了赵炳文，我地下党组织连
夜派人将赵炳文及另两名同志
护送转移。

在抗战时期，队员张广玉
家是一个秘密联络点，很多会
议都在她家召开。每次开会或

联系工作时，张广玉总是在大
门口站岗放哨，凡是来她家的
同志，她都管吃住，有时还送路
费。由于她的细心警惕，在她
家秘密联系的人员没有出过任
何意外。

1945年3月初，日伪军围
攻东赵村，战斗持续了7天，情
况非常危急。当时，伪军的一
个团从南面担任主攻，该团的
团长杨福禄住在大王沟一农家
院子里。该农家是老婆宣传队
队员王贞的娘家，当时，王贞正
好也在那里。得知东赵村被

围，王贞决定去东赵村送信。
于是，她每天故意跟杨福禄碰
面，成了“熟人”后，便借口儿子
不见了，要出去找儿子，顺利通
过了道道岗哨，回到东赵村，把
大王沟的情况向我独立团作了
汇报。

两天后，王贞又听说敌人
要在二月初二攻打东赵村，于
是，她以“孩子生病了，要到村
外买药”为由，又一次将情报送
出。八路军掌握了敌情，绕到
后方包围了杨福禄的团部，并
将其一举打垮。

为了宣传抗日，队员们自
己编排节目，四处演唱抗日歌
曲《锄奸歌》、《团结打日本》
等，在赵保乡及其周边地区进
行宣传。

副大队长范天治为人豪
爽热情，又认识字，宣传队
每到一处，她总是带头高声
演讲。

1942年，应国民党第一战
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邀请，她

带领老婆宣传队到洛阳演出。
演出前，她在万人大会上高声
演讲，宣传抗日主张，博得了观
众持久的掌声。

大队长张花在老婆宣传队
初建时已年近古稀，但她老当
益壮，经常拄着手杖参加宣传
活动。有一次，她们到十字岭
搞宣传，那里的人不认识她们，
一见她们就躲了起来。这可怎
么办？

当时是五月，正是花开时
节,张花急中生智，让队员们采
来红花插在头上，扭着腰唱起
歌来。村里的人听到歌声，纷
纷出来观看。队员们一边唱
歌，一边宣传抗日，收到了良好
的效果。

老婆宣传队除了宣传抗日
外，有时还在夜里到日寇据点
附近张贴标语，闹得敌人惶惶
不安。

老婆宣传队的前身是赵保
乡东赵村一个名为“安阳宫”的
迷信组织，参加这个组织的人
多是中老年妇女。平日里，她
们烧香拜佛，敬神行善。抗战
爆发后，赵保乡地下党组织派
人给她们讲抗日道理，并让她
们组织起来，成立一支宣传队，

专门宣传抗日。
此后，范天治、张花等人

通过串门子、走亲戚等方式
宣传抗日,慢慢地，参加的人
由少到多，不久就发展到 30
多人。

1938年7月，赵保乡老婆
宣传队正式成立，年龄最小的

队员 40 多岁，最大的有 70
岁。当时，已经67岁高龄的张
花任大队长，范天治任副大队
长。队员多是贫苦出身，抗日
积极性非常高。后来，宣传队
又壮大到80余人，大队下设4
个小分队，抗日宣传也越来越
有组织性。

拥军支前，她们带好头

保家卫国，她们组成宣传队

宣传抗日，她们办法多

传递情报，她们不含糊

让咱庄稼人的夜生活
丰富多了

文化大院的群众活动现场挤满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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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吴殿卿自掏腰包购买音响锣鼓，成立
“农村鼓乐队”，组织村民参加文化活动，村
民都非常感谢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