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深化移风易俗新风，充分挖掘“七夕节”的优
秀文化内涵， 营造温馨浪漫的七夕节日氛围，8 月
10 日， 汉阴县民政局在刚刚建成的婚姻登记户外
颁证基地为新人举行了集体颁证仪式，倡导大家追
求爱情美满、 家庭和睦的美好生活， 传承优秀家
风。 通讯员 熊乐 贺珍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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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三）

1936 年 5 月，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了解到陕南游击纵
队的困难处境，指派中共党员杨江、杜瑜华等人前往何
振亚部，领导陕南游击纵队开展武装斗争。 6 月初，杨江
等到达安康东镇，何振亚、徐海山等态度明朗，表示接受
党的领导。 随后，杨江赴西安向中共西北特支汇报工作。

8 月初，敌驻队副官向魏席儒密报，沈敏、杜瑜华在
部队中很活跃，魏席儒即连下三道手令，命令何振亚在
限定的时间内将部队开到安康城“整训”，欲借机缴械消
灭之；同时以四十四师一部向东镇推进，企图逼何部就
范。 何振亚、杜瑜华、沈敏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一面表示
“执行”命令，会按时将部队开到安康；一面决定在途中
打下安康重镇五里铺，造成声势，把部队再次拉出来。

8 月 9 日，部队对外声言赴安康整训，撤离东镇，夜
宿茨沟。 是日杨江带杜超（中共党员）赶回部队，传达了
中共西北特支的指示。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中共西北特支指示部队立即举行第
二次起义，并以“西北各界救国会联合会”的名义，组建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任命何振亚为军长，杨江为政
治委员，杜瑜华为参谋长，沈敏参与领导协助何振亚工
作，其他干部的任命由抗日第一军自行决定。 何振亚、徐
海山等完全赞同并接受西北特支的指示和任命，全体指
战员革命斗志空前高涨， 立即扯掉了特务大队的领章、
帽徽。

8 月 10 日，部队从茨沟出发，处决了魏席儒派来的
副官，收缴了茨沟保安队枪支，向五里铺疾进。 该镇联保
主任及保丁闻讯逃跑，部队于午夜顺利进街，收缴了财
主富商的银元、生丝等贵重财物，拂晓撤出五里铺。

8 月 13 日，部队在镇安县紫荆乡刘大乾家大院（今
汉滨区紫荆镇刘家大院）举行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正式
成立大会， 会上散发了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 《宣言》和
《告民众书》。 干部战士为部队的新生欢欣鼓舞，庆祝胜
利。

这支陕南地区土生土长的革命武装———陕南人民
抗日第一军，在经历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之后，终于在
党的领导下，正式诞生了。

中共西北特支在决定建立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同时， 给中共鄂
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写信建立联系， 说明陕南抗日第一军是党领导
的部队，请给予支持和帮助。 1936 年 9 月 17 日，抗日第一军与红七十
四师双方领导人在安康枧沟口召开联席会议，按照分工，抗日第一军主
要活动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西部地区， 红七十四师主要活动在东部
区域，从此，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的两支部队，结成了亲密的
盟友，共同担负起巩固和发展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抗日救国武
装力量的任务。

在此期间，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在党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政策， 部队得
到迅猛的发展， 部队由 500 多人扩
大到 1000 多人。

（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本报讯 （记者 杨迁伟 实习生 朱晨曦 通讯员 王铁
石）6 月 18 日晚， 镇坪县发生一起惊心动魄的抓捕行
动，紧急时刻，退伍军人黄锦挺身而出，协助警方快速
成功抓获了 5 名跨省盗窃团伙嫌疑人。 其英勇行为被
有关部门确认为见义勇为。

6 月 18 日 19 时，镇坪县公安局钟宝派出所接到湖
北省竹溪县丰溪派出所的紧急协查电话， 称他们正在
辖区追捕 5 名盗窃嫌疑人， 嫌疑人即将进入镇坪县钟
宝镇金岭村，请协助拦截。 接到指令后，钟宝派出所立
即行动，安排民警在瓦子坪设卡拦截。 然而，狡猾的嫌
疑人利用民警查验一民用车时，趁机冲过卡口，民警立
即驱车追捕。

由于钟宝镇国道、村道以及高速路交叉，嫌疑车辆
有多个逃窜方向。 民警立即联系家住距离钟宝高速路
口不远的治安信息员朱某通报情况， 同样住在高速路

口处的黄锦在得知拦截嫌疑车辆信息后， 没有丝毫犹
豫， 毅然决然地将自己的新车开到拦截点道路上设卡
拦截。

20 时 39 分，一辆可疑车辆向布控点驶来，并且丝
毫没有减速的意思， 黄锦敏锐地感觉这可能就是嫌疑
人的车辆， 便大声呵斥停车， 但嫌疑车辆非但没有减
速，反而加速企图强行闯过，并疯狂地撞击黄锦的车辆
被逼停。 嫌疑人欲四处逃窜，黄锦临危不乱，迅速控制
住一名逃跑的嫌疑人， 并让其父亲协助控制倒地嫌疑
人，同时又快速起身将车内另一名嫌疑人拉出控制住，
随即又追向其他逃跑嫌疑人。 由于反应迅速，民警在黄
锦的全力配合下成功将 5 名嫌疑人全部抓捕归案。 据
初步调查， 盗窃嫌疑人从河北到河南在到陕西共盗窃
车辆 5 辆，现金约 1 万元，给人民群众造成了直接经济
损失约 10 万元。

在拦截中，黄锦的车辆受损严重，但他并未因此感
到心疼。 钟宝派出所专程上门感谢黄锦见义勇为行为
让犯罪嫌疑人难逃法网。 据了解， 黄锦是一名退伍军
人，曾在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服役，2023 年 9 月退出现
役。

黄锦的英勇事迹迅速在当地传开， 他的行为不仅
彰显了一名退伍军人的家国情怀和担当精神， 更是激
励着更多的人勇于见义勇为、敢于见义勇为，积极参与
维护社会治安。

8 月 2 日，中共镇坪县委政法委员会确认黄锦为见
义勇为行为。 面对赞誉， 黄锦表示：“我是一名退伍军
人 ， 也是一名党
员，无论什么时候
我 都 将 冲 锋 在
前。 ”

在旬阳市双河镇卷棚村老火纸场，一个小地名叫做椅子
湾的对面黄土梁上，安葬着一位当地村民口口相传，传了一
辈又一辈， 每一辈人都只知道这座无名烈士墓的墓主人，外
号叫“詹麻子”，至于他是哪里人，生于何时，牺牲时多大，有
无兄弟姐妹与妻儿等，现如今仍无人知晓。

无名烈士为何一直安葬在这儿？ 我们找到当年参与安埋
詹麻子的战友姚宜元的侄子姚长生。 据现年七十多岁的姚长
生介绍，新中国成立前，大概是一九四几年，他的叔父姚宜元
当时十四五岁时，被国民党抓壮丁，强行抓走，在押往湖北郧
西上津途中，被鄂豫陕边区上官（关）县独立营解救（上关县：
1947 年 11 月 13 日，以郧西县上津镇，山阳县漫川关二地地
名命名，曾先后驻地漫川、上津镇和旬阳蜀河口，双河口等
地，1949 年 5 月 23 日在上津镇宣告撤销，历时一年半时间）。

姚宜元深知国民党队伍长年到处抓丁拉夫， 补充兵力，
这次是侥幸遇到了解放军，如果贸然返乡的话，要不了几天，
还会被国民党队伍捉去。 与其当国民党四处祸害老百姓的
兵，还不如就留在解放军人民的队伍里，去解救更多受苦受
难的百姓。

别看姚宜元当时年龄小，但头脑灵活，随机应变能力强，
非常适合做情报工作，就被安排在鄂豫陕边区上官县独立营
当通信员，与经验丰富的老通信员詹麻子组成搭档。 詹麻子
儿时患过麻疹，因治疗不及时，愈后留下了一脸的麻子，同志

们给他起绰号“詹麻子”，他也不介意，至于他大名叫什么，时
间长了，反而被大伙儿遗忘了。

1948 年，姚宜元与詹麻子被抽调到旬阳双河卷棚乡组织
成立农会（机构改革后，卷棚乡改卷棚村，归双河镇管辖），卷
棚乡也是姚宜元的老家，便于开展地方工作。

同年 4 月，国民党维新乡乡长张友新，纠集地方保甲队
400 余人，由吕河抵达构元阳（羊）山，盘踞在阳山的蛮王寨，
企图仰仗阳山的天然险要，修寨屯兵，然后再伺机进攻双河
解放区。 为了消灭盘踞在蛮王寨的国民党反动武装，双河区
卷棚乡民兵大队积极配合鄂豫陕边区上官县独立营，派通信
员姚宜元和詹麻子前往阳山侦察敌情。

那天，一大早，姚宜元和詹麻子乔装成当地村民的样子，
由姚宜元带路，从卷棚乡出发，走大路，经早阳村，行走十几
里山路，再到阳山脚下朱家沟，准备经朱家沟底直接上阳山
蛮王寨，打探寨上的反动武装人数、枪支弹药及武器装备等
情况。

哪知，蛮王寨上的国民党反动武装早有防备，在通往阳
山的半山腰上，借助山上树林的掩护，沿途不仅设有暗哨，为
以防万一，还在通往山寨的必经路段，铺有石板机关。 每块石
板，都标有特殊暗号，看似是不经意的铺设，哪块能踩，哪块
不能踩，他们自己清楚。 但姚宜元和詹麻子他俩哪里知道，等
他们经过时，不一会儿工夫，就踩了多处不该踩的石板，他俩

“探子”身份，一下全暴露给了卡哨的看守。
“探子”私闯山寨，这还得了，看守一边给山上老巢里的

国民党反动武装通风报信，一边仗着人多势众，蜂拥向这边
扑来。 身经百战的詹麻子，见大事不好，对姚宜元说：“你人小
跑得快，这里的地形你比我熟，你从小路脱身，我在大路拖住
他们。 ”

詹麻子见姚宜元还在犹豫，说：“还磨蹭什么，再不走，我
俩都完了。 分开走，兴许还有一线希望，回农会等我！ ”说完，
詹麻子就沿着大路向朱家沟口方向跑，边跑边向身后蜂拥而
来的国民党反动武装开枪，以此来吸引国民党反动武装的注
意。

姚宜元见身手敏捷的詹麻子渐跑渐远后，便一头钻进朱
家沟旁边的茂密山林里，顺着一条猎人常走的小道，一路小
跑，翻山越岭回到卷棚乡农会。 姚宜元在农会一直等到天黑，
还不见詹麻子的影子，姚宜元料想詹麻子估计是凶多吉少。

待夜深人静后，姚宜元带了农会里几个本地同志，借着
朦胧的月色，沿着去朱家沟的路，一路寻找詹麻子，终于在朱
家沟快出口的地方，发现了詹麻子惨死在路旁。

此时的詹麻子，身上除了几处不大致命的枪伤，还有多
处被殴打过的痕迹。 从现场看，詹麻子被国民党反动武装活
捉后，遭到了非人的折磨，先用锄头残忍地挖掉詹麻子脖子
上的瘿包（新中国成立前人们食用的不是碘盐，常生一种甲
状腺肿大的疾病），瘿包藕断丝连吊在胸前。 即使这样，国民
党反动派也没放过他，再挖断詹麻子的整个头颅，让他身首
异处，再抛尸到朱家沟口路旁，可以想象当时的国民党反动
武装有多么的凶残。

姚宜元他们怀着悲伤的心情，用树枝与藤条编制一个简
单的担架，把詹麻子的尸首连夜运回卷棚乡。 遗憾的是，姚宜
元与詹麻子生前，虽然在同一个部队里，甚至还是搭档，在同
一个战壕里，摸爬滚打过多时，但姚宜元根本不知道詹麻子
的本名叫啥，是哪里人，父母是否还健在，是否还有兄弟姐妹
妻儿等信息。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国民党常
用一些下三烂的手段打击报复解
放军战士。解放军同志多采用单线
联系，一是怕国民党反动武装知道
后， 对解放军战士家人的疯狂迫
害，二是怕土匪趁火打劫解放军战
士的家人，因此，在解放军队伍里，
就默契形成了彼此不打听对方家
人与家庭住址的不成文的规定。

为了让逝者入土为安，姚宜元
向卷棚乡农会申请，把烈士詹麻子
的遗体， 暂时安葬在自家的祖坟
旁， 等将来找到詹麻子的家人后，
再让烈士魂归故里。

安葬毕詹麻子，鄂豫陕边区上
官县独立营立即组织武装力量，于
1948 年 4 月 27 日拂晓 ， 兵分两
路，一路从构元阳山八里川发动进
攻， 另一路从卷棚红岩沟发动进
攻，同时攻打阳山蛮王寨，战斗持
续了 4 个多小时，蛮王寨上的国民
党反动武装伤亡惨重，逐渐失去了
战斗力，他们内部之间顷刻土崩瓦
解，纷纷丢盔弃甲，各自逃命去了。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姚宜

元被安排在安康军分区工作。 那时，从蜀河口到双河卷棚乡
不通公路，交通全靠步行。 每年清明节和年三十，姚宜元无论
工作多忙，都要从安康坐火车、乘渡船，先到蜀河口，然后顺
河道步行五十余华里，回到卷棚乡老家，为救命恩人詹麻子
上香烧纸。 有时，实在脱不开身，就托付给侄子姚长生，让他
在祭祖时，别忘了为烈士詹麻子上炷香。

姚宜元在解放后， 一直在托詹麻子原部队的老首长、老
战友、老战友的战友，四处打听、多方寻找詹麻子的父母、兄
弟姐妹等亲属，但是直到姚宜元从安康军分区转业到安康机
关工委，后来从机关工委退休，还是没有打听到烈士詹麻子
的任何亲属消息，更别说让詹麻子的尸骨魂归故土了。

2006 年清明节，退休多年的姚宜元眼看自己一年比一年
老，就写信给旬阳双河镇人民政府，说明此事。 经双河镇人民
政府多方走访打听，由旬阳民政部门调查，得以确认无名烈
士詹麻子的英勇事迹，为追念英烈，弘扬革命精神，在原地修
葺了无名英雄墓，为其立碑，以昭示后人，全碑文如下：

詹麻子同志之墓

詹麻子同志，出生不详，户籍无考，时为鄂豫陕边区上官
县双河区卷棚乡农会通信员，一九四八年六月被上级派往阳
山曹家城侦察敌情，不幸被捕，敌将其脖子挖断，瘿包（甲状
腺）吊在胸前惨不忍睹，事后，时该乡农户派通信员姚宜元等
人将其尸体从阳山抬至卷棚乡并安葬在椅子湾火纸厂对面
王家东侧黄土梁上。

二 OO 六年清明时节，安康市机关工委离休干部姚宜元
同志回乡找到其墓地， 双河镇人民政府经走访调查得到确
认，为追念英烈弘扬革命精神，镇人民政府于二 OO 八年七
月对墓地进行修葺并立此碑，昭示后人，以示纪念。

旬阳县双河镇人民政府
二 OO 八年七月

深 山 里 的 无 名 烈 士 墓
记者 孙妙鸿 通讯员 潘文进

协助警方抓嫌犯 退伍军人黄锦被确认为见义勇为

在原地修葺的无名英雄墓

当年的“鄂豫陕边区上官县卷棚乡农会”标语

为新人颁证 喜结连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