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阳市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

序号 级别 名称 地址 简介

1 国保 红旗渠
林州市境内太

行山麓

红旗渠于1960年2月动工，至1969年工程全面完工。总干渠长70.6公里。红旗渠的建成彻底改善了林州人民靠天等雨的恶劣生
存条件，解决了人、畜吃水问题和耕地灌溉问题。在其修建过程中孕育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红旗渠
精神,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2 国保

马氏庄园
（刘邓大军
指挥部旧
址）

殷都区水冶镇
滨江社区西蒋

村

马氏庄园（刘邓大军指挥部旧址）是清末头品顶戴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广西、广东巡抚马丕瑶的故居。解放战争时
期为刘邓大军指挥部驻扎地，是刘邓大军南征年历记载的第一天，也是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出发地。

3 省保
内黄县农民
革命起义旧

址

内黄县六村乡
温邢固村

内黄县农民起义旧址是豫北地区农民革命运动的发祥地。1930年2月15日，中共濮阳县委、县农协在温邢堌温氏祠堂召开沙区
农民协会成立大会时，因叛徒告密，会场被反动民团包围，与会群众同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这次革命斗争为以后沙区革命
奠定了基础。

4 省保

“四•一二”
阵亡将士暨
殉难同胞公

墓碑

内黄县后河镇
杨固村

“四·一二”阵亡将士暨殉难同胞公墓碑是日军侵华的罪证。公墓碑是军政民各届联合为纪念抗日战争中死难同胞所立的公墓
碑。碑文记述了1941年4月，日寇向内黄沙区进行大扫荡，我主力部队在沙区游击队和民兵配合下，取得了反扫荡胜利的英勇
事迹。1941年4月12日，日军侵华司令军冈村宁次率2万余人对沙区实行“三光”政策，抗日据点杨固村七眼水井被日寇用活人
填满五眼，尸骨填平两条沟。群众把埋葬乡亲尸骨的地方称“万人坑”，把五眼井称“血泪井”。

5 省保 英烈楼旧址
殷都区安丰乡

英烈村

英烈村原名万感村。英烈楼，原名三节楼。1949年元月17日夜，磁县保安团等部1000余人突然包围了万感村，46名联防民兵集
中在三节楼上与敌人展开激战，敌人在疯狂向楼上发射炮弹的同时放火烧楼，最后除5人跳楼突围外，其余41名联防民兵壮烈
牺牲。这一事件曾得到中共中央华北局、中共太行区党委以及中共太行五地委的大力表彰。《新华日报》还以《安阳四十余民
兵抗击千余匪军，坚贞不屈壮烈牺牲》为题及时作了报道。为纪念死难烈士，1949年改万感村为英烈村，改三节楼为英烈楼，
1950年建烈士碑，1970年建烈士亭。

6 省保
安阳县抗日
民主政府旧

址

殷都区磊口乡
泉门村

安阳县抗日民主政府于1940年在泉门村成立，设有行政科、民教科、财政科、材料科等13个科室，另设有兵工厂等。抗日民主
政府成立后，先后组建了独立营、区干部、民兵武装、妇救会、儿童团等革命组织，同时组织群众斗地主、分田地、开展群众
生产自救，度过了当时的旱灾和虫灾。建立抗日小学，使群众子女得到文化教育之地。并在村西山后筹建兵工厂，造地雷、铁
雷，修理枪支，最后发展为能造炸药、步枪等武器，有力支援了前线对敌作战，弥补了部队武器短缺问题。

7 省保 跃进渠

林州市任村镇
古城村至安阳
县都里乡李珍

村

跃进渠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原安阳县委为改变西部山区贫困缺水面貌，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举全县之力，发扬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历经十年修筑成的引漳入安灌溉工程。主体工程包括总干渠、东干渠、南干渠三条
干渠，全长147公里。



8 省保
冀鲁豫军区
四分区烈士

陵园

河南省安阳市
滑县万古镇西

街村

1944年，为悼念胡乃超烈士和七年抗战中的殉国英烈，冀鲁豫军区领导决定在万古修建第四分区烈士陵园，历时六个月建成。
共建有烈士亭、烈士事迹陈室16间、会议室5间，大小凉亭3个，烈士墓数百座，后曾一度遭到破坏，解放后在四分区以及当地
政府和广大群众的全力保护下，陵园的大部分建筑得到保存，现有原建筑会议室、革命烈士事迹陈列室、烈士公墓碑、白文周
烈士碑各一块。

9 县保
前攸昙烈士

墓地
汤阴县伏道镇
前攸昙村南

前攸昙烈士墓地安葬着为第二次解放汤阴战役中牺牲的革命先烈。墓地原有烈士墓塚430座，除迁移原籍外，现有墓塚354座，
均土墓葬。1947年4月，人民解放军二野刘、邓大军，与伪匪孙殿英、刘月亭守城顽抗，经过几十次的交战，于5月1日晚10时
将汤阴城攻破，活捉伪匪司令孙殿英、刘月亭，汤阴宣告解放。全国解放后，该墓地成为革命纪念地。

10 县保
卫河支队纪

念碑
内黄县井店镇

南街
卫河支队纪念碑立于中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国华提“浩气长存”字样，阳面刻大字“烈士纪念公碑
”，碑东西两侧均有领导人题词，碑阴面记述卫河支队死难的烈士英雄壮举。

11 县保
抗日殉国诸
烈士纪念碑

内黄县中召乡
南王庄村

抗日殉国诸烈士纪念碑立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抗日战争时期，南王庄位于濮阳、内黄、滑县交界处，是沙区抗日革命
根据地的东南门户和交通咽喉，具有重要战略地位。1944年10月敌人夜袭南王庄，24位民兵壮烈殉国，为缅怀先烈，抗日政府
为烈士立碑以作纪念。

12 县保
内黄县烈士
陵园及碑群

内黄县城关镇
东关

内黄县烈士陵园始建于1963年春，1968年建成。园内埋葬着内黄县历次革命斗争中为国捐躯的近百名烈士。

13 县保
二七年内黄
县委会旧址

内黄县六村乡
千口村

1927年刘大凤、赵纪彬、李大山等同志在此建立了中共濮阳县委，开展党建活动，发展党员，成立支部，举办农民夜校，建立
农协会，为抗日救国奠定了基础。

14 县保
二八年农协

旧址
内黄县六村乡

后化村
1928年王从吾、刘大凤等在王氏祠堂成立农民夜校，组建农民运动会，建立党支部，组织农民暴动，组织群众抗捐、抗税，打
击反动势力，创建革命武装队伍，为巩固红色沙区政权，开展沙区革命斗争奠定了基础。

15 县保
林县首次党
代会旧址

林州市姚村镇
西丰村黑龙庙

戏楼

1939年7月，中国共产党林县首次党员代表会议在林县西北的黑龙庙召开。参加这次代表会议的有唐联印、范华、王云清、张
业夫、谢启富等20余人，会议讨论了当时的敌对斗争形势，通过了相关决议，决议指出：“国民党向我们搞摩擦，可能有些地
方要变为黑暗地区”，决定把干部隐蔽下来，实行“精干隐蔽”的政策来领导党的组织对敌斗争。

16 县保 孙占元旧居
林州市临淇镇

占元村

孙占元同志是临淇镇公社三弓水村（1953年改名为占元村）人，1946年参军，194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51年赴朝参战，在第
五次战役和防御战中，立三等功两次。1952年10月14日，在上甘岭战役中，光荣牺牲，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授予他“特等功
臣”、一级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孙占元旧居现为临淇镇中小学德育教育基地。

17 县保
冀南银行旧

址
林州市任村镇

任村
冀南银行旧址为研究冀南地区建国前后的金融业发展史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18 县保
八路军太行
五分区野战
医院旧址

林州市五龙镇
渔村

八路军太行五分区野战医院（战地医院）旧址在战争年代曾救助无数伤员，使他们重返战场。该处旧址为研究抗战历史提供了
重要历史资料。



19 县保
官四大娘烈

士陵园
滑县大寨乡卞

村
官四大娘烈士陵园于1970年为纪念革命烈士李二趁同志而建立，共有烈士墓13座、碑刻13通、纪念碑两通。

20 县保
双村营革命

战场
滑县城关双村

营村

1944年5月伪新五军孙殿英部第八师盘踞双村营抢劫，5月21日我冀鲁豫军区第四分区部队为保护群众利益，与孙部第八师大战
一夜。次日孙又派遣四个团共约3000兵力来援，与我军激战三小时后，敌军被我军击退。在这次战争中，四分区参谋长胡乃超
身负重伤，抢救无效光荣牺牲。该遗址为纪念这次战斗的胜利和胡乃超及广大牺牲的革命战士具有重要意义。

21 县保
“四八”惨
案烈士碑

滑县白道口镇
陈营村

“四八”惨案烈士纪念碑阳阴刻隶书“阶级苦民族恨永世不忘、举红旗怀朝阳彻底革命”。碑阴上部镌刻楷书“四八惨案永不
忘、民族大恨代代传”，下部碑文从上至下26行，满行31字，主要记载“四八”惨案事件经过及134名死难同胞的姓名。

22 县保
张建廷烈士

碑
滑县桑村乡贯

道村
张建廷烈士碑镌刻楷书“浩气长存”“革命烈士张公讳建廷字映暄”“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六月十三日良辰”等字样，为保护该
碑安全，群众自发用青砖建一碑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