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阳市第二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

序号 级别 名称 地址 简介

1 县保
司文德烈士

墓
汤阴县韩庄乡

董庄村西

司文德为汤阴城关小杜庄人，1918年参加平汉铁路郑州工务段工作，1922年在中共的领导下组织铁路工人争人权，争自由，年
底被推选为工人总代表。1924年被捕，后释放。1925年8月30日再次被捕，同年9月9日被害于长春桥口。1952年4月5日，郑州
铁路局等单位为司文德烈士筑坟墓，立碑。

2 县保
李明德烈士

碑
滑县白道口镇

白道口村
李明德烈士碑中间镌刻行楷“李明德烈士纪念碑”。碑阴上部阴刻行楷“万古长青”及翠竹纹饰。下部碑文为阴刻小楷，从右
至左11行，满行46字，主要记载李明德烈士生平事迹及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

3 县保
八里营烈士

纪念碑
滑县八里营乡

北街村

八里营烈士纪念碑为纪念抗日战争光荣牺牲烈士，于1995年元月1日建立。碑体正面刻有“烈士纪念碑”五个大字，左面雕刻
碑文主要叙述“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三光”政策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以及日寇血洗八里营村的历史事实，石
面列举138名烈士名单。

4 县保
贾林秀烈士

陵园
滑县八里营乡

黄琉璃村
贾林秀烈士陵园原有贾林秀、苏德昌烈士墓，1991年贾林秀烈士墓迁至滑县烈士陵园。贾林秀1923年生，山西省赵成县明姜镇
师屯人，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8月18日被捕牺牲。

5
一般
文物
点

安阳县抗日
民主政府第
五区革命旧

址

殷都区伦掌镇
小五里涧村

1943年5月至1954年9月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民主政府安阳第五区在此设立，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1954年9月25日，成立
安阳县伦掌乡第三区人民政府，安阳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五区人民政府搬迁到伦掌乡，正式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6
一般
文物
点

北磊口烈士
纪念亭

殷都区磊口乡
北磊口村

1945年，太行军区集中五个军分区九个主力团的兵力和安阳县地方武装共15000余人，由一二九师参谋长兼太行军区司令员李
达和政委李雪峰亲自指挥。在7000民兵、25000民工的大力支援下，发动了安阳战役。从6月29日至7月7日经过激烈的战斗歼灭
了伪剿共第一路军的第二、第三旅大部，伪林县游击第三总队，独立第二团，伪暂编九师第二十六团及日军士官训练人等部。
生俘日伪军2500余人，毙伤日伪军800余人，攻克与摧毁安阳、汤阴、水冶、曲沟、鹤壁、鹿楼等重镇和据点三十多处，摧毁
了观台至水冶、鹤壁、鹿楼间的封锁沟，破毁了观丰铁路，解放了安阳、汤阴35万人口和1500平方公里土地。安阳战役时期，
磊口是后勤转运站，这次战役中英勇牺牲的137位无名太行子弟兵烈士的忠骨埋葬在北磊口东山马头脑峰山腰间的土地上。后
在此建亭立碑，缅怀烈士的不朽功勋，激励后人。

7
一般
文物
点

侯金镕故居
殷都区北蒙街
道办事处双塔

村

侯金镕于1939年1月25日、2月16日、2月27日三次参与炸毁日本军列车。1940年11月被日本宪兵队抓捕后，经受各种酷刑后，
宁死不吐露我党机密，并利用机会让隐藏在家的地下党负责人赵永珍迅速转移。1941年说服天地会头目杨思义抗日。1945年6
月劝降伪匪许全生带队反正，为安阳抗日胜利做出重大贡献。

8
一般
文物
点

开国少将张
步峰故居

殷都区北蒙街
道办事处东大

姓村

张步峰同志是河南省安阳县人，1931年入伍，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医生、师卫生队队长、团卫生队队长、旅卫生处处
长、鲁西军区卫生部部长、冀鲁豫军区卫生部部长、兵团后勤部第一副部长、云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
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第四军医大学校长等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红军长征。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9
一般
文物
点

东北务地下
交通站旧址

安阳县白璧镇
东北务村

“百团大战”后，日军在华北极力推行“囚笼政策”和“治安强化运动”，疯狂蚕食、分割根据地。在太行山与冀鲁豫、冀南
根据地之间，日军构筑了三道封锁线，太行根据地和其他根据地来往异常困难。为了保护延安党中央和太行八路军总部对晋鲁
豫、冀南、冀中、山东和华东等根据地的领导和指挥，八路军前方总部于1941年6月在林县建立豫北办事处，建立太行到冀鲁
豫、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地下交通线沟通了各根据地之间、各根据地和中共中央的联系，粉碎了日军企图割断各个根据地之间交
通联络的阴谋。东北务村郭庆安家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地下交通站。

10
一般
文物
点

雪花洞惨案
旧址

龙安区马家乡
岭头村东

抗日战争中期，盘踞在安阳西南山区的国民党安阳县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为了开辟五、七区工作，在我军攻下岭头以
后，安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派柳林、孙铁锋、郭桃康、苏戈等同志到五、七区工作。郭桃康同志在三仓村建立了七区政府后，就
着手组织民兵、自卫队，并放粮舍饭开荒种菜，帮助群众度荒，得到了人民的拥护。1943年农历7月间，投降日寇的国民党四
十军、新五军和地方团队乘日军扫荡根据地之机，疯狂向我五、七区反扑。在这种情况下，安阳县民主政府的武装力量配合太
行五分区主力部队打垮了国民党县政府，解放了安阳五、七区人民。此时汉奸武平章、武新年等人勾结日伪军，策动了七区部
分被我收编的原伪七区保安队人员叛变，打死我抗日民主政府区长郭桃康、李继敏等九位同志，制造了震惊太行的 “雪花洞
惨案” 。

11
一般
文物
点

千口村妇女
会旧址

内黄县六村乡
千口村东西大

街路南

千口村妇女会旧址现存房屋三间，占地150平方米。1934年陈少敏同志在此组织妇女救国会，领导沙区革命斗争，属革命战争
年代的重大事迹所在地，具有一定的历史教育意义。

12
一般
文物
点

刘邢固革命
烈士纪念碑

内黄县六村乡
刘邢固村东南

刘邢固革命烈士纪念碑面南而立，刻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1953年5月。碑首阳刻“永放光芒”四字，碑身中间刻“刘邢固大队
革命烈士纪念碑”，上款为“毛主席语录：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具有特定时期教育意义。

13
一般
文物
点

井店完小旧
址

内黄县井店镇
北街东段路南

小学院内

井店完小创建于民国1923年，七•七事变后，大部分师生纷纷投笔从戎加入抗日队伍，学校停办；1940年在高陵县领导的带领
下，在此兴办救亡小学；1943年增设高级班更名为抗日完全小学；1948年秋北、冯王尉两处小学的高级班合并本校；1949年高
陵县撤销改为内黄县井店完全小学。赵纪彬、王从吾、平杰三、刘汉生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此读过书。

14
一般
文物
点

尚德有烈士
纪念碑

内黄县高堤乡
尚小屯村东

尚德有烈士纪念碑立于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碑阴记述了尚德有、尚振秀在抗日战争时期英雄牺牲的历史事实，是日
本侵华的历史见证。

15
一般
文物
点

赵春玉烈士
墓

内黄县梁庄镇
西大城村南

赵春玉烈士墓现存墓冢及墓碑。墓冢保存完整。墓碑立于1953年。碑文记载赵春玉烈士参加过抗日战争，不屈服于汪精卫伪军
而英勇作战，诚怀救国之心，踊跃加入民共组织，决心拯救众生，于1946年中秋下旬在浚县黄新庄村英勇就义。

16
一般
文物
点

赵满长烈士
墓

内黄县梁庄镇
西大城村西南

赵满长烈士墓冢保存完整，碑刻立于中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碑文记载烈士赵满长乃高陵四区西大城村人，参加组织工
作后，昼夜奋勉，为受苦大众而奋斗，为建设新中国而效力，深受群众爱戴，敌伪侵犯四区时被捕捐躯，同村民众与妻刘氏子
女为纪念烈士伟绩立碑于此。

17
一般
文物
点

赵书纪烈士
墓

内黄县梁庄镇
西大城村南

赵书纪烈士墓冢保存完整，碑立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碑文内容记载战士赵书纪乃高陵县第四区西大城人，于民国
三十年三月二十七日与日伪军激战时光荣牺牲，军民为悼念赵书纪立碑于此。



18
一般
文物
点

八路军总部
豫北办事处

旧址

林州市任村镇
任村

任村地处晋冀豫三省交界处，早在1938年就成为了八路军开辟的抗日根据地，1940年秋，遵照中央指示，中共北方局决定，在
任村成立八路军总部豫北办事处，在办事处主任王百评（原名魏梦麟，八路总部高级参议）的带领下，完成了前总情报处的交
通联络等任务。

19
一般
文物
点

盘龙山红色
粮仓

林州市任村镇
盘龙山村

盘龙山位于河南林州任村镇西部深山区，抗日战争期间，由于盘龙山处高山之巅，易守难攻，八路军129师和林北县民主政府
将五六十万公斤粮食和物资秘密存放于该村，村民悉心保管，颗粒归公，盘龙山也由此被称为“红色粮仓”。

20
一般
文物
点

德兴贸易货
栈旧址

林州市任村镇
任村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对我根据地采用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为粉碎敌人的阴谋，中央首长决定，立足本地资源，开
办贷栈，利用任村独特的地理位置，在任村开办一处大规模商业货栈，为打破敌人经济封锁起到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