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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房产管理中心公告

（2012年第32号）

信阳市河区金牛山“飨堂花园”住宅小区，该项目因信阳师范学院、华锐学院、

宁西铁路以及
107

国道市区段改线征地而返迁安置建设。

该小区返迁安置户请本人携带身份证、结婚证、户口簿、夫妻双方一寸免冠照片、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证明、拆迁安置协议、被拆除房屋的有关证件等办理房屋初始登
记材料于公告之日起

30

日以内到我中心房屋产权产籍监理处申请房屋初始登记。

特此公告

宋明在李守华吴长明许甜王志安王文全朱翔张若愚胡汉杰
王斌秦东海张晓梅张学军赵海王波王宝锋宋小东侯岩岩
陈胜利卢大香张晓冬王传富陈竟王佳何亘黄明霞朱东升
李友强史朋辉李学德王兴海孙晓海程用金徐松涛朱卫平汪达伟
董敬华余道周李道辉王秀丽余涛韩小燕梁娟余永强刘正方
李森饶伟申明海张刚王锐罗国群李国芳省中岭孙丽
厉友志蒋洁郭俊豪陈冲汪业武柏根仁黄昌盛陈杰宋培新
田小玲周守涛汪胜张其彦甘玲徐坤灿赵建红陈光方元顺
程光顺张本立周健步新宇万中琴池勇樊人裕万良胡新海
熊京武庸战战夏凤田冯可群宋法宽熊玉贤张春萍邵宝珍王建友
余海燕马登兰陈维军熊帮华曹大堰万莲熊玉贤黄富昌何晓冬
李伟杨涛魏长根杨静王保龙袁晶晶高源刘伟张群林
陈炎生晏玉杰李文星窦建伟张刚梅浩东李玉强张旺成张莉
胡圣洋余腊红白保华罗号谢传太曹晓玲刘勇张思文张国达
周坤徐正伟杜守钦

信阳市房产管理中心
2012

年
5

月
30

日

飨堂花园住户名单

招 聘 教 师 公 告

羊山中学
2012

年教师招聘工作已经全面启动。今
年招聘的教师既有近

3

年毕业的研究生、本科生，又有
在职教师，共计

76

名。报名时间
2012

年
6

月
5

日至
7

日。

详情请查询信阳党建网和信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网站上发布的《信阳市

2012

年市直事业单位公开
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在职教师报考不需要提供单位
同意报考的书面证明。

信阳市羊山中学
2012

年
5

月
23

日

招 聘

中国名酒“全兴大曲”青花瓷系列酒现面向社会诚聘：

团购经理
10

名，要求：有一定的社会人脉关系和资源，兼职
销售白酒，不耽误正常工作。

联系人：李小姐
联系电话：

18037607333

声 明

兹有罗山县城关镇西城社区
居民委员会财务专用章（编号：

4115210000605

）

1

枚及个人印章
（喻金鑫、余文榜）

2

枚，因不慎丢
失，特声明作废。

声 明

兹有李庆勋所有的房屋坐落
于信阳市河区工区路市制药厂
南区家属院

402

号， 房屋所有权证
号为信房权证河区字第

003267

号，为混合结构
1

幢，建筑面积
70.5

平方米，其房屋所有权证因不慎丢
失，特声明作废。

声 明

兹有罗山县尤店乡李湾蔬菜

种植专业合作社行政公章
1

枚，因

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声 明

兹有高帆的小轿车， 发动
机号：

223182

， 车架号：

3038659

， 其车购税完税证明
正、副本（证号：

11411642092

），

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加快夏粮收割进度 确保颗粒归仓

（上接第一版） 巩固现有工作
成果，确保不出现反弹。 同时
要加快研究、推广秸秆综合利
用新技术、新途径，使其变废
为宝，从源头上控制秸秆焚烧
现象发生。

检查中，乔新江强调，“三
夏”生产，事关全年，要抢天夺
时，做好夏收夏播夏管各项工
作。 夏收要突出一个“抢”字。

目前，全市夏粮收割面积已超
过三分之一，决不能有丝毫麻
痹思想，必须认真总结前一段
的好经验、好做法，抢时间、争
速度，优服务、保供应，再接再
厉，一鼓作气，加快收割进度，

确保颗粒归仓。夏播要突出一

个“足”字。把秋粮种足是取得
秋粮丰收的前提和保障。要统
筹调度，挖掘潜力，解决插秧
用水问题，其他秋作物要趁墒
抢种、足墒下种。 要保证种子
的质量，全力推广良种，加大
新品种示范推广力度，确保秋
季有个好收成。夏管要突出一
个“好”字。 种子下地，“管”字
跟上。要把夏管的各个环节都
做好，从查苗补种到中耕灭茬，

从施肥浇水到除草防病治虫，

都要严格要求、 严格管理，一
环扣一环，管好管到底。 各级
各有关部门要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形成合力，为全年粮
食丰产丰收作出应有贡献。

全市科技工作会议召开

（上接第一版）

乔新江最后强调，创新是
信阳的活力所在、 魅力所在、

希望所在， 加快推进自主创
新，建设创新型信阳，任务艰
巨，责任重大，我们一定要坚
定信心，持续求进，务实发展，

积极作为， 在传承中创新，在
创新中发展， 在发展中跨越，

努力开创信阳特色自主创新
新局面，为加快推进信阳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科技支
撑。

曹新生对我市
2011

年科
技创新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

对今后一个时期的科技创新
工作作了动员部署。 曹新生
说，要真抓实干，开拓创新，推
动科技事业迈上新台阶。一年
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全市科技系统坚持以推

动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围绕
中原经济区建设大局和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

大力实施
创新驱动战略，扎实推进科技
进步与创新，不断加快自主创
新体系建设，科技事业取得了
明显成效。 要突出重点，持续
求进，促进科技工作实现新突
破。

2012

年是我市全面融入
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关键之年，

我们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
使命感，更加自觉、更加积极
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新的
起点上努力实现自主创新体
系建设的新突破。 要抓好落
实，积极作为，确保科技发展
取得新成效。各级各部门要提
高认识，理清思路，采取切实
有效的措施，确保科技创新各
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99发子弹射向敌人 最后一发留给自己

人物介绍：袁国平
(1906-1941)

：湖南省宝
庆县（今邵东县） 人。

1925

年入黄埔军校第四
期，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

年参加北伐战
争。

1927

年先后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广
州起义失败后，率部转移到海陆丰地区坚持斗
争，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党代表。后进入中央
苏区， 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政治部主任，

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第八军政治委员，红一
方面军政治部代主任， 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

1936

年起任西北红军大学政治委员，抗日红军
大学政治部主任兼第三科政治委员，抗日红军
大学第二校政治委员，抗日军政大学步兵学校
政治委员、校长兼政治委员，中共陇东特委书
记等职。

1938

年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

1941

年
在皖南事变突围中壮烈牺牲。

1955

年
6

月
19

日
安葬于南京雨花台的皖南事变三烈士墓。

袁国平
1906

年
5

月
26

日出生在湖南省邵东
县一个弹棉絮的工人家庭。 他从小求知欲很
强，凭着自己的聪慧和勤奋，依靠奖学金读完
小学，

1922

年
9

月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
一师范。在“一师”的革命氛围熏陶和毛泽东、

田汉等进步教师的影响下，他很快确立了正确
的人生观。

1925

年， 他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加入
中国共产党，从此全身心地投入到民族独立和
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中，用热血和生命诠释了
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而他在皖南新四军
的时日，是他一生中工作最具创造性、成果最
辉煌、生活最丰富多彩的一页。

肩负重任，奔赴抗日前线
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
产党为了团结抗战， 向国民党当局提出统一
整编南方

8

省
14

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开赴
华中敌后抗战的建议。同年

10

月
12

日，南方红
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
军。

新四军活动的华中地区，是敌伪统治的核
心地区，也是国民党极力争取的地区，斗争情
况错综复杂。 要在敌伪夹缝中奋斗和成长壮
大，坚持抗战到底，离不开强有力的政治工作，

因此， 政治部主任的人选就显得极为重要。这
时，毛泽东同志想到了袁国平。他长期担任军
队政治工作的重要职务，有着出色的表现和丰
富的经验。 他所展现出的政治工作方面的才
华，给毛泽东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赞誉他
为红军的宣传鼓动家，毛泽东同志在致项英电
中还特别指出：“袁政治开展，经验亦多。”

袁国平离开延安前，毛泽东同志专门约见
他，亲切交谈，同他长谈了数个小时。

1938

年
3

月
29

日，袁国平率领派往新四军的
50

名干部从
延安出发，途经西安到达武汉。在八路军驻武
汉办事处见到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嘱咐他说，

到新四军以后，要认真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方针，广泛联系一切赞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
人士，特别是要重视运用抗日胜利的捷报来宣
传发动群众，进行全民族的抗日动员。

1938

年
4

月
26

日上午， 袁国平一行风尘
仆仆抵达皖南岩寺新四军军部。这天，军部
正在召开挺进敌后抗战誓师动员大会。袁国
平径直来到会场，同广大干部见面，发表了
即席讲话。传达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新
四军的指示，对即将挺进敌后的部队提出了
殷切的期望。

袁国平英姿飒爽的儒将风度，给与会者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听过他演讲的红军老战士李
岩回忆说：“各种发言、报告，听了好多，但是从
来没有听到像袁主任这样的演说， 口才这么
好，声音这么洪亮，很有煽动性，听起来特别受

鼓舞。”

呕心沥血，发展壮大新四军
袁国平到皖南后，认真贯彻党中央、中央

军委赋予的使命和毛泽东同志的谆谆嘱咐，他
和新四军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在大江南北开
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同时，发展新四军，开辟和
建立根据地。

新四军部队编组仅
10

天， 就陆续向苏南、

苏皖边、皖中和皖东敌后挺进，完成了在大江
南北的战略展开。 在创建抗日根据地过程中，

部队也不断发展壮大。其中，由苏南派第四、第
六团及游击武装一部沿江占领苏北沿江地带，

改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为向苏北
发展打下了基础； 由皖南渡江到皖中的有

3

个
营（即军部特务营、第四团第

1

营、第五团第
3

营）， 成为江北游击纵队和挺进团的骨干和基
础，将第四支队扩编为第四、第五两个支队，后
又建立了第六支队；成立教导队、教导总队，袁
国平亲自兼任教导总队政委，传授红军的传统
和八路军的经验，培养干部

5000

名以上，为新
四军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1939

年
2

月， 周恩来来新四军视察， 与叶
挺、项英、陈毅和袁国平等新四军领导一起确
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

到
1940

年年底， 新四军由
1938

年
4

月编组时的
10329

人，到
1940

年底发展壮大为
88744

人。

新四军是由红军和游击队编组而成的，在
三年游击战争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红军游击队
通常分散成几十人甚至十几人的小分队各自
为战。 组建后仅整训数日就深入敌后抗战，部
队建设的各项工作，很难正常进行。为开拓新
四军政治工作新局面，袁国平领导了部队进军
敌后的动员，两次主持召开新四军全军政治工
作会议， 对新四军的政治工作提出新要求；参
与主持召开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 并作
《过去党的工作总结及今后党的建设的报告》，

对确保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作出部署；主持
制定《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使新四
军的政治工作更加系统化、 条例化和制度化；

参与新四军军分会和东南局的集体领导，为新
四军的发展壮
大、 地方党组
织的恢复发展
和对敌斗争，

作出了积极努
力。

军歌嘹亮，

主持创作新四
军军歌

袁国平还
受项英的委
托， 主持并参
与了新四军军
歌的创作。他
按照项英提出
的“新四军军
歌应是全军昭
示天下的宣言
书， 是全军的
行动纲领，军
歌要能使全军
都明确我们的
奋斗目标”的
要求， 在与叶
挺、 项英、陈
毅、周子昆、李
一氓、朱镜我、

黄诚、朱克靖、马宁等同志一起集体创作歌词
的同时， 还和作曲家何士德商量搞好曲谱。袁
国平向何士德着重说明了歌词产生的背景，

详细地讲述了皖南的战略环境、 新四军的作
战方针， 强调歌词要突出东进抗敌和向敌后
进军的思想，谱曲时要加强战斗气势。袁国平
在听完第一次谱曲后，又提醒曲作者，新四军
军歌的曲调应高昂雄伟， 要有一往直前进军
的气魄。第二稿谱好后，在

1939

年
7

月
1

日试唱
时，大家一致认为符合要求。当即定了下来。

曲作者何士德事后讲：“在军歌谱曲的过程
中，对我有启发的主要是袁国平主任。”

皖南事变前夕， 袁国平还亲自创作了
《别了，三年的皖南》歌词：“刺刀闪光，子弹
上膛，挺起胸膛开入敌后战场，别了，三年的
皖南……”并由任光谱曲。这首悲壮的战歌，见
证了江南新四军离开皖南、北渡长江、向东发
展、开辟苏北的战斗历程。

血流皖南，最后一发子弹留给自己
1941

年
1

月
14

日晚， 袁国平在皖南事变突
围中，身负重伤。当他被军部卫士连副连长李
甫及战士们发现时，浑身血肉模糊，不能行走。

他睁开眼睛，吃力地对李甫说：“战士们都是革
命的种子，要赶快突围，把他们带出去……”、

“你们走你们的，不要管我了！”战士们不肯把
首长丢下，就用树枝简单地做了个担架，抬着
他走。天亮前赶到青弋江南岸。渡河时，被堵截
的敌人发现，密集的子弹射来，抬他的战士一
个个倒下，袁国平也掉进水中。战士们前赴后
继地把他抬起，边抬边打边强渡，激战约

40

分
钟才到达对岸章家渡。此时，

100

多人的队伍就
只剩下三四十人了。袁国平由于在渡河时再度
受伤，身体极度虚弱。战士们喊了半天他才醒。

他挣扎着把笔记本和
7

块大洋交给李甫， 断断
续续地说：“你们赶快突围……不要管我了…

否则一个都出不去……替我向组织上汇报。”

并指着大洋说：“这是党费……”当战士们泣不
成声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袁国平已悄悄摸出
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扳机，践行了他
在皖南部队突围动员时所讲的“如果我们有

100

发子弹，要用
99

发射向敌人，最后
1

发留给
自己，决不当俘虏！”的誓言。

皖南事变后不久，袁国平的哥哥袁醉如找
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询问袁国平的下落。

办事处主任伍云甫向八路军总部请示后，受八
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委托，告诉袁醉如说：“袁国
平同志在皖南事变中英勇自尽，壮烈牺牲。”后
来，李甫发表了《回忆皖南事变中袁国平同志
牺牲的经过》的文章。

人民没有忘记
新中国成立不久， 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员

的陈毅指示领导机关，报经中央军委批准，派
人赴皖南寻找袁国平与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
项英、周子昆的遗骸，于

1955

年
6

月
19

日重新
安葬在南京雨花台旁的望江矶， 定名为皖南
事变三烈士墓。

1956

年
11

月
2

日邱一涵病逝
后， 南京军区暨江苏省委根据她的遗愿将她
与丈夫袁国平合葬。

2001

年，在袁国平牺牲
60

周年之际， 当年的战友们为他树立了铜像。

2006

年
5

月
26

日在袁国平
100

周年诞辰纪念
时，经中央领导批准，出版了《袁国平文集》，

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人物传记片《父亲·将军》，

纪念袁国平百年诞辰座谈会也分别在江苏南
京和袁国平家乡湖南邵东县举行。 原中央军
委副主席张震还在《解放军报》发表《追忆袁
国平同志》的文章，表达了对袁国平的深深怀
念；原军委副主席迟浩田在《解放军报》和《北
京日报》同时发表《应公正的评价袁国平同志
的革命业绩》。

2010

年
10

月
30

日中共中央又以
解放军总政部的名义同时在《人民日报》和
《解放军报》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
的高级指挥员、 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者》称
“袁国平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
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农红军
和新四军的高级指挥员、 卓越的政治工作领
导者。他在短暂而光辉的一生里，为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和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建
立了卓著功勋， 为我军政治工作建设作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

（摘自《现代快报》 白雁
/

文）

□传奇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