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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博：特别党员 抗日县长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他是国民党西华县县长， 又是中共特别
党员；

他与共产党全力合作，任西华人民抗日自
卫军司令；

他为新四军四师和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

创建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他惨死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屠刀之下；
他就是革命烈士楚博。
2009 年，楚博入选河南省“60 位为新中国

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名单。

省委机关秘密设在他家

1937 年 11月， 楚博出任国民党西华县县
长。 这一任命背后，隐藏着一段故事。

1908 年，楚博出生于河南荥阳一个殷实家
庭。 他青少年时期接受进步思想熏陶，在家乡
从事农民运动。 1930 年，他在开封结识了从事
秘密革命活动的著名共产党员南汉宸。通过培
养考察，这年秋天，经南汉宸介绍，楚博成为中
共特别党员。 后因南汉宸转赴他地，楚博与党
组织的单线联系中断。

这时，他考取国民党县长职位，先后在渑
池、封丘等地短暂任职。 怀有一腔救国热血的
楚博，目睹国民党官场腐败，既痛苦又困惑。就
在此时，他重逢了姐夫张漫萍。

张漫萍同为荥阳人， 是位坚定的革命者。
他因参加革命活动，曾被关押于北平国民党监
狱 5 年，在狱中与薄一波、杨献珍等共产党人
并肩战斗。 1936年，经党组织营救，薄一波、杨
献珍、王其梅、张漫萍等人出狱。 1937 年 9 月，
中共河南省委成立，张漫萍任省委秘书长。

在张漫萍的安排下，中共河南省委机关秘
密迁至开封如意斋胡同 14 号———楚博的家

中。 张漫萍让爱人带着女儿，以“走亲戚”名义
常住于此，掩护省委机关活动。从此，楚博的家
成为中共河南省委机关的秘密办公地，省委负
责同志经常在这里碰头开会，省委一些文件也
在此印制。

共产党“运作”他当县长

楚博对张漫萍的革命活动心领神会，并给
予大力支持。张漫萍向中共河南省委汇报了楚
博的情况， 并通过统战关系为他争取任职机
会。 不久，楚博被任命为国民党西华县县长。

令人意外的是， 楚博起初并不想当这个
县长。 他向张漫萍表示 ，自己不想再在国民
党政界任职 ，希望能直接加入革命队伍 。 张
漫萍耐心细致地对他进行说服教育 ，分析抗
战形势 ，阐述国共合作的重大意义 。 在张漫
萍的劝导下 ，加上阅读进步书籍 ，楚博的思
想认识得到提升 ，最终决定赴任西华 ，立志
干出一番事业。

与党组织秘密接上关系

这一时期，西华的抗日热情日益高涨。
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初，我党就十分关注西

华“三岗”一带的农民武装 ，积极在这里开展
革命宣传。 1935 年、1936 年，沈东平、王子英、
王其梅等一批中共党员陆续来到西华， 创办
了远近闻名的普理学校， 并逐步建立了以西
华 “三岗 ”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 1936 年 10
月，中共豫东特委在西华成立，由沈东平任书
记，标志着西华抗战即将迎来新局面。

1937 年 11 月， 楚博就任国民党西华县县
长。 甫一到任，他便马不停蹄地广泛接触各界
人士，为开创西华抗日救亡新局面而奔忙。

当时，中共豫东特委正在“三岗”普理学校
举办抗日干部训练班，共有 3 个大队 300 余人
参加。 楚博不顾县里一些反共顽固分子的阻
挠，坚持要到普理学校参观。 楚博此行的真实

目的有两个： 一是与沈东平和党组织建立联
系，为开展国共合作、团结抗战打好基础；二是
参观抗日干部训练班，亲身感受西华人民的抗
日士气。

来到“三岗”，与沈东平等中共豫东特委领
导人见面并深入交谈后，楚博感慨道：“我来西
华的路上，所见到的都是死气沉沉，没有一点抗
日的气象，真让人悲观。 到了西华，听到抗日的
歌声和呼声，才感到救国有望。又听说这里办抗
训班，更感到兴奋，并想来参观。 但县里一些党
政要人和士绅都劝阻我，好像这里有洪水猛兽，
能来不能回。 ”他风趣的话语引得众人大笑。

雪中演讲 激昂慷慨

天寒地冻的冬日， 普理学校上空浓云密
布， 纷纷扬扬的小雪花转眼间变成漫天大雪，
刺骨的寒风呼呼地吹着。 面对恶劣天气，楚博
正犹豫是否要取消与学员们的会面。 忽然，操
场上传来整齐、嘹亮、雄壮的歌声。

循声望去，只见 300 余名学员列队整齐地
挺立在风雪中，他们高昂的情绪如同燃烧的火
焰。 此情此景让楚博热血沸腾，他大步走向操
场，高声向大家问好，接着大声地说：“抗日救
国，人人有责！我来一是为看望你们，二是来学
习抗训班是怎样办的。 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
有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一个小小的日本来欺负
我们，实在是奇耻大辱。 凡是有血性的中华儿
女，能不奋起抗战吗？ 能甘当亡国奴吗？ ”

“打倒小日本！ 誓死不当亡国奴！ ”学员们
齐声高喊。这喊声冲破云霄，让楚博深受震撼。
他真切地感受到：这就是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
伟力，这就是抗战必胜的底气！

坚决铲除反共分子

楚博虽是国民党的一县之长，但他在团结
抗战工作中不可避免地遇到很大阻力。 1938
年 2 月初，国民党河南省当局“即令西华县长
缉拿胡晓初”。 西华农民地方武装领导人胡晓
初、屈申亭是中共豫东特委委员，由于受到国
民党河南省当局的通缉， 只能在乡村隐蔽活
动。 楚博遵照沈东平的指示，积极主张任用胡
晓初、屈申亭到县城参与抗日工作，却遭到县
里反共顽固派代表人物极力阻挠。国民党西华
县党部书记长说：“胡晓初是共产党。 上级有
令，西华是国民党的大后方，虽上边国共合作
了，但共产党不能任意活动，所以不能任用。 ”
县保安大队大队长直接威胁楚博：“你如任用
胡晓初、屈申亭，我得上告。 ”

为扫除抗日障碍， 楚博决心除掉这两个
“拦路虎”。他指示县保安大队组训干事常旭初
严密监视保安大队大队长行踪，最终派人将其
枪杀在赴周口的途中。党部书记长对楚博又恨
又怕，便组织反共力量与楚博作殊死斗争。 楚
博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以群众告发其贪污
公款且查证属实为由，将其驱逐出西华县城。

与此同时，楚博以县政府名义，给国民党
河南省政府发证明函：胡晓初只是西华县三区
农民抗日自卫武装的首领，“决无托匪活动嫌
疑”，为了抗日，将自己家产捐出一半，深受民
众拥护。中共河南省委还通过八路军驻汉办事
处，与国民党河南省当局协商解除胡晓初被通
缉一事。不久，国民党当局撤销了对胡、屈二人
的通缉令。 楚博随即让他俩放手发展抗日武
装，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一次与抗日干部训练班学员交流时，楚博
用洪亮坚定的声音说：“我为了抗日，什么都不
怕，现在有人向河南省政府告我的状，状纸有
这么厚（用手指比划有一寸厚），我也不怕。 我
相信，只要坚持国共合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就一定能够打败侵
略者！ ”

重新回到党组织

1938 年 2 月底，为加强党对西华抗日工作
的领导，中共河南省委派张漫萍、王学武来到

西华开展工作。 此时的张漫萍有多重身份：对
外，他是国民党西华县县长楚博的亲戚、国民
党西华县政府秘书；对内，他以中共河南省委
代表名义参与中共豫东特委工作，直接领导我
党在西华的工作。

张漫萍巧妙利用与楚博的特殊关系，迅速
将中共豫东特委书记沈东平、中共西华县委书
记王子英调入县城，分别安排他们担任楚博的
秘书和助手，同楚博住在一起。 这一安排使得
国民党西华县政府大院实际上成为中共豫东

特委和西华县委的秘密办公驻地。
楚博始终怀有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

烈愿望。 他曾私下向党内一位同志表露心迹：
“你看我的一切言论、行动怎么样？还有什么不
妥当的地方没有”“我读过毛主席的很多书”。

根据楚博的政治表现和迫切要求，中共豫
东特委决定恢复其党组织关系。 1938 年春，经
沈东平、张漫萍等同志证明，楚博重新进行了
党员登记 （另有回忆材料显示，1938 年 10 月，
彭雪枫发展楚博为中共特别党员）。
为培养抗日军政干部 ，1938 年 2 月至 8

月，楚博以县政府名义在县城文庙连续举办了
三期军政干部训练班。他亲自担任班主任，并让
国民党县党部派人参与， 而训练班的实际工作
则由沈东平、张漫萍主持。中共豫东特委派大批
干部负责教学、总务和政治思想工作。楚博对训
练班工作十分关心， 不仅以县政府名义通知全
县各地各部门派员参加训练， 而且经常到训练
班视察， 听取师生意见， 及时解决各种困难问
题。 每半月左右，他就去给学员讲一次话，勉励
他们好好训练学习， 掌握组织群众和抗日打游
击的本领。三期训练班共培养近千名抗日骨干，
其中二三百人被选送到延安等地学习深造，其
余学员被分配到西华武装部队和农村工作。 这
些学员大多成长为豫东抗日的中坚力量， 不少
人后来成为各级党政军机关的领导干部。

大换血 旧政权“白皮红心”

1938 年 5 月徐州沦陷后，豫东局势急剧恶
化。 西华县部分区长、保长等地方实权派开始
消极抗日，其中一些地方官吏甚至压制抗日运
动。在此背景下，中共豫东特委召开扩大会议，
特意邀请楚博参加。 经过大家充分讨论，会议
作出两个决定：坚决改造旧政权，组建西华人
民抗敌自卫团。

西华是国民党统治区，按照国共统一战线
协议，共产党不能在西华推翻国民党各级政权
建立红色政权。 为此，中共豫东特委和楚博决
定改造国民党旧政权 ， 提出 “白皮红心 ”策
略———在保留国民党政权外壳的前提下，对其
内部进行革命性改造。楚博以其合法县长身份
主导这一工作。

改造旧政权是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绝非
易事。 这场政权改造，楚博分两步进行：第一
步， 先后撤掉了全县四个不积极抗日的旧区
长，由共产党员胡晓初、屈申亭、侯香山、魏凤
楼接任；第二步，联合四个新任区长 ，更换全
县 58 个联保中破坏抗战、 一贯反共、 贪生怕
死、欺压百姓的联保主任和保长，改由共产党
员或进步人士担任。 同时，在各区建立我党基
层组织。

这场“大换血”之后，西华县政权改造工作
基本完成，各级政权机构虽然牌子是国民党的，
实质上已成为由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

组建自卫团 亲任司令

从 1938 年 5 月起， 根据中共豫东特委决
定， 时任国民党西华县县长的楚博发号施令，
要求群众组建武装，抗敌自卫。经过努力，西华
广大农村普遍建立了抗日自卫队。为推进民众
武装发展，楚博与中共豫东特委共同举行了检
阅大会。 此后，西华县被确立为我党在豫东地
区组建抗日武装的重点区域。在中共豫东特委
的指导帮助下， 楚博对全县四区及 58 个联保
的武装力量进行整编： 每区组建一个中队，全
县共整编出 1000 余人的武装部队。 部队中建

立了中共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配备了政工干
部。 中共河南省委在给长江局的报告中，对西
华这支抗日武装给予了高度评价。

为进一步扩大西华抗日武装，楚博亲自召
开四区区长和 58 个联保主任联席会议。会上，
他要求各区按照县政府下达的扩军任务，大力
宣传“爱国抗日，匹夫有责”，动员各界人士有
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枪出枪，支持抗战。 经过
深入细致的思想动员和一系列强制性的行政

措施， 西华人民抗日武装迅速发展到 3000 余
人枪。经过集中整编，部队定名为“西华人民抗
敌自卫团”，下辖四个区团。 楚博任司令，魏凤
楼、胡晓初、屈申亭、侯香山任副司令，沈东平
任参谋长，王其梅任政治部主任。 这支武装以
八路军为榜样，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和中共组
织，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这支部队
虽然打着国民党旗号，但实际上是由共产党领
导的人民抗日武装。

西华抗日运动闻名河南

抗战初期，西华的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运
动蓬勃发展，声势浩大，闻名全省，受到中共河
南省委赞扬。 彭雪枫在致电毛主席和前总时，
称赞“西华民众运动做得很好，男女老少均有
组织，一有呼唤，即可集合武装力量之脱离生
产者三千人”。 他还指出，西华民众“分别组织
少先队、儿童团、老人指导团、妇女姊妹团等。
坚壁清野很好，各种工作略同边区规模”“豫东
西华统战一般成功，并继续开展使其邻县群众
能迅速组织和武装起来”。

西华抗日形势的大好局面，首先得益于我
党的正确领导，同时也是楚博以其合法县长身
份，运用政权力量，和广大党员、干部及群众共
同努力的结果。

率部东征 痛悼沈东平

1938 年 7 月 9 日，中共河南省委指示“西
华迅速派一些武装支队，到敌人后方各地打游
击去”。 中共豫东特委将西华人民抗敌自卫团
更名为 “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 下设三个支
队，由楚博任司令。 全军共 2800 余人，分两批
渡过新黄河，东征敌后打游击。

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第一批 1500 余名官
兵渡河东进，顺利抵达睢杞太地区 ，与伪军 、
土匪作战， 取得胜利。 为打开游击战争新局
面，楚博、沈东平等率部队进入睢县。 7 月 28
日前两天，楚博突然接到通知要求其“速返西
华”。 原来，八路军总部参谋处长彭雪枫（实为
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军事部部长）等人前来西
华视察。 在西华，彭雪枫同楚博多次交谈，了
解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东征情况和全县抗日

工作，并作出重要指示。
8 月初的一天， 彭雪枫与楚博正在交谈，

突然接到东征前线传来的噩耗：中共豫东特委
书记沈东平在睢县马路口与日军战斗中壮烈

牺牲。闻此消息，楚博悲痛万分。几天前他们还
并肩作战，不料英雄壮志未酬身先死，楚博当
场就哭了起来。他以县政府名义为沈东平举行
了隆重的追悼会。 8 月中旬，楚博又派屈申亭、
王学武率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第二批官兵渡

河东征。

解衣推食 鼎助杜岗会师

1938 年 6 月，为阻止日寇西进，国民党军
队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滔滔黄河水夺贾鲁河
南下，一泻千里，致使西华县许多村庄沦为汪
洋，百姓生活陷入困境。 时任国民党西华县县
长的楚博立即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就在这
时，新四军部队相继来到西华。 楚博再次发挥
了关键作用。

7 月 2 日 ，肖望东率新四军先遣大队从
竹沟出发来到西华 。 楚博组织数千人热烈
欢迎 ，不仅设宴款待部队 ，还赠送 20 多支好
枪和每人一块银元 。 在肖望东部准备东渡
黄河时 ， 楚博将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一个加

强连划归其指挥 ， 使先遣大队由 70 余人扩
充至 250 多人。

同年 10 月，彭雪枫、吴芝圃、肖望东率领
的三支新四军部队在西华杜岗会师，整编为新
四军游击支队。面对千余名官兵半月之久的驻
扎需求，后勤保障成为严峻考验。

楚博和中共西华县委书记王其梅等通力

协作，率领西华军民圆满完成了保障任务。 在
新四军游击支队东征前夕，西华人民又慷慨支
援 3 万多斤粮食、7 日干粮、2 万块大洋， 并提
供渡河船只及一大批棉衣鞋袜等。
值得一提的是，杜岗会师期间出版的《拂晓

报》第八期刊载了《楚博县长访问记》。 这篇由
彭雪枫特意指示《拂晓报》记者采写的报道，详
细记述了楚博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政策，坚持国共合作，带领西华军民团结抗
战、创建根据地、支援新四军游击支队的光辉
事迹。这也是《拂晓报》创刊以来发表的第一篇
人物专访。

话别彭雪枫 誓做坚实后盾

新四军游击支队东征出发前夕，在西华县
召开誓师大会。彭雪枫在讲话中动情地说：“西
华人民解衣衣我，推食食我。 我们一定要用胜
利，来报答人民的厚爱。 ”

会后， 彭雪枫与楚博在县政府促膝长谈。
两人双手紧紧相握，久久不愿分开。彭雪枫说：
“游击支队渡河东征后， 你这个县长仍得留在
这里， 为巩固和发展西华抗日根据地继续工
作。 有你们作坚实后盾，我们东征部队就没有
后顾之忧了。 ”楚博无比激动地说：“游击支队
到前方杀敌报国，西华政府和民众在后方全力
支援，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决不辜负彭司令员
的殷切期望。 ”

至死坚持抗日无罪

豫东抗战形势的发展和西华人民抗日自

卫军影响力的扩大，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极大
不满，让他们心生忌恨。他们大肆散布“西华赤
化”的谣言，并采取一系列反动措施，妄图摧垮
中共组织、消灭西华人民抗日武装。 1938 年年
底，楚博被撤销县长兼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司
令职务，被迫携家属移居逍遥镇。

1939 年 1 月，国民党以“述职”为名，将楚
博诱骗至洛阳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 后转至
西安。 在西安，国民党宪兵突然将楚博逮捕，
关入西安监狱。身陷囹圄的楚博想方设法通过
书信向党组织和亲属传递被捕消息。家人接到
信后，开始了紧张艰苦的营救工作。 妻子携幼
子前往看守所探视时， 面对悲痛欲绝的家人，
楚博抱起孩子再三亲吻，与妻子相互安慰。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得知楚博被捕的

消息后，立即派人与国民党西安当局进行交
涉，积极展开营救 。 楚博家人买通三名看管
宪兵 ，策划让楚博趁机逃跑 ，但遭到楚博拒
绝。 他始终认为自己抗日爱国不仅无罪 ，而
且有功 。 自己干的是正义的事业 ，完全符合
中华民族的利益 ，况且又有党组织和亲属的
多方营救。 他说 ：“我坚持抗日是无罪的 ，我
肯定能被放出来。 ”

1939 年 12 月 15 日凌晨， 国民党反共当
局竟在未经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 将年仅
31 岁的楚博秘密杀害于西安某公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楚博被追认为
革命烈士。

在抗战胜利 80 周年之际，7 月 1 日，在郑
州一家高校工作的楚玉琳给从未见过面 、又
时时记在心中的伯父楚博写了一封信。信中，
她深情追忆了楚博早年投身抗日洪流的壮

举，诉说家人多年来对楚博的无限思念。她在
信的最后写道：“让楚博精神永远燃烧， 照亮
民族复兴前程。 ”

回望豫东抗战岁月，楚博虽壮志未酬、英
年早逝， 但其英名已永远镌刻在人民英雄纪
念碑上。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新四军游击支队在行军途中进行抗日宣传。 西华人民全力支持新四军游击支队渡河东征，为其提供了大量粮食、服装、船只等。

楚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