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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义凛然的共产党员杨建英

顾梦红

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胜利后 ,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反共

反人民的内战。国民党占领房、良县城后，坨里地区的国民党

驻军勾结地方反动势利开始进行疯狂的报复。以东庄子恶霸地

主殷耀东和坨里日伪时期大乡乡长郑石桥为首，纠集逃亡汉奸、

恶霸、地痞、流氓，在国民党军队的支持下，组织起反革命组

织“还乡团”。从 1946 年春至 1948 年冬，还乡团成为国民党

保安团马前卒，多次向解放区进攻，残忍杀害解放区共产党员、

村干部和无辜群众多人。

北车营村的杨洪志是坨里还乡团的十三大队的大队长。他

自幼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抗日战争时期曾经投靠日本人，担

任巡警。他自从加入还乡团后，依仗国民党的靠山，横行乡里、

欺压百姓。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丧尽天良的杨洪志对北

车营村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甚至无辜群众也不放过。1946

年夏天，他得知地下党员刘建英回到村里，立刻带领还乡团进

入北车营村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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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车营村很早就有共产党的组织，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

段，中国共产党领导房涞涿联合县政府发动广大群众投入抗日

战争。1942 年，北车营村的热血青年杨维秀加入中国共产党。

按照党组织的要求，他开始在家乡附近各村积极宣传抗日，联

系群众，发展党员。经过杨维秀的积极努力，北车营村刘建英、

刘元、梁素云（女）、刘荣、李万友等积极分子纷纷加入党组织，

并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救国的工作。坨里地区既是通往北部山

区的交通要道，也是敌我争夺之地。1943 年 8 月，杨维秀在村

里建立秘密党支部，这是坨里地区第一个党支部。杨维秀担任

党支部书记，宣传革命道理，领导穷苦百姓开展抗日活动。

刘建英原名刘长庆，家境贫寒，十几岁即外出谋生。经过

杨维秀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结识了许多革命志士，

他们一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革命大熔炉里淬火锻炼，

曾经进入延安党校学习。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刘建英曾经南下

长江流域开展抗日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家乡，与共产党

领导的游击队在河套沟一带与国民党进行斗争。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房山区的老领导张成基、顾宪图等人都曾经回忆过与

刘建英一起战斗的岁月。

1946 年夏天，刘建英从磁家务出发，准备到村里与几位

党员商议组织建立村政权事宜。没承想还乡团早就盯住了他的

行踪。他一身农民打扮，戴个大草帽，与侄子刘元（村游击队

队员）刚刚走进村子，就被事先埋伏的 10 多个还乡团围住，

把他们押至娘娘宫。当时刘元腰里虽然别着一把撸子（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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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少不更事，缺乏经验，危急时刻不知所措。无可奈何之际，

刘建英摘下头顶的草帽向侄子刘元示意，暗示他向敌人开枪，

趁机逃跑。刘元不解其意，不敢轻举妄动。当走到路边一个拐

角处时，刘元趁敌人不备，逃到附近一农家院里，还乡团立刻

紧跟追捕。刘元又逃到尹志家。当时尹志的媳妇正在坐月子，

他躲进产房中，暂时躲过了追捕，天黑后跑到村西山上，才算

大难不死。

杨洪志抓住刘建英后，严刑拷打，继而以名利利诱，妄图

从他口中得知我党的机密。杨建英浑身多处伤口，鲜血直流，

但是他坚强不屈，对杨洪志破口大骂：“你这个背弃祖宗、没

有人性、丧尽良心、吃里爬外的坏蛋，你为国民党反动派当走

狗，绝没有好下场。”杨洪志恼羞成怒，猖狂叫嚣要把刘家男

人全部杀光。他命令还乡团人又将杨建英的兄弟刘长荣、刘长

贵抓捕，连同村民大李静、冯振海等人一起押往东河滩十亩地。

面对敌人冰冷的枪口，刘建英毫不畏惧，大义凛然，临刑之际，

他高呼：“共产党员是杀不绝的，再过二十三年老子又是一条

好汉。”枪声响起，刘建英等五人横尸东河滩。刘建英的母亲

听说儿子被杀害，从村里赶赴东河滩，途中遇到杨洪志等还乡

团。老人家揪住杨洪志大声怒斥：“你这个丧尽天良的浑蛋，

干脆把我也杀了吧。”毫无人性的杨洪志竟然真的开枪杀害了

这个无辜的农村妇女。这一天，杨洪志带领还乡团共杀害了 6

名北车营村民。

1948 年春，杨洪志又制造了另一起“灭门惨案”。翟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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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堂叔翟大来子是共产党地下交通站的交通员，经常以赶马

车为掩护，从长辛店、丰台将布匹、食盐、药品等共产党武装

需要的物资经过坨里运往河套沟。杨洪志对他恨之入骨，千方

百计寻找机会抓捕。3 月初，春寒料峭，翟大来子跟随母亲从

北车营到沙窝村姑姑家走亲戚，他的两个未成年兄弟一同前往。

杨洪志得知这个消息，立刻带领还乡团赶到沙窝村抓捕。还乡

团将翟家兄弟三人和他们的母亲一起押往坨里西面的大石河河

滩上，挖坑活埋。据不完全统计，杨洪志带领十三大队还乡团

抓捕杀害坨里地区革命干部和无辜群众五六十人，仅北车营村

惨遭毒手的就有 19 人。

多行不义必自毙，血债要用血来还。1948 年，坨里地区

解放后，杨洪志自知罪孽深重，逃亡天津，隐姓埋名，潜伏在

一家工厂，妄图躲过人民的审判。1951 年，中央人民政府开始

进行镇压反革命运动。坨里地区尤其是北车营村的老百姓纷纷

要求抓捕杨洪志归案。1958 年，房山县公安局在村干部李德全

的帮助下，终于在天津将杨洪志抓获，押回房山，执行枪决。

（资料来源:根据北车营村翟、刘两家遇害人后代刘洪永口述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