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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市内有一条南北走向的街，名叫“云飞
街”；小凌河有座大桥，名叫“云飞桥”。这一路
一桥的名字都与马云飞有关。

史料记载，1910 年，马云飞出生在河北省
交河县西关村，原名叶宗汉，1932年7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讲道，1948年
10 月 14 日 11 时，东北野战军正式向锦州城发
起总攻，31 个小时后，锦州解放。马云飞是这
场战斗中牺牲的众多英雄中的一位。

站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全景画馆内，这31

个小时的炮火硝烟、解放军战士的英勇作战再
一次借助声光电的科技手段重现。战争的惨
烈、牺牲的壮烈、胜利的喜悦，让观众沉浸其中，
久久不愿离去。

马云飞就是在攻克锦州的过程中，带着我
军突击营发起冲击时牺牲的。

据史料记载，马云飞时任中共锦州地下党
支部书记。锦州攻坚战打响后，马云飞难以抑
制内心的喜悦与激动，对妻子说：“我要亲眼看
一看锦州的解放，亲耳听一听解放锦州的炮声，
我要痛痛快快地当一名公开的共产党员。”说

完，冒险出城，参加战斗。
考虑到攻城部队对锦州城区不熟悉，容易

造成伤亡，马云飞主动提出为东北野战军三纵
突击营带路，在这个过程中，他不幸壮烈牺牲，
倒在了锦州即将迎来解放的黎明时刻。

为了纪念这位英雄，辽沈战役结束后，当时
的中共辽西省委将辽沈战役烈士陵园前面的

“教仁路”命名为“云飞路”（今称云飞街），2012
年10月，锦州市政府将新建的小凌河桥命名为

“云飞桥”。马云飞烈士遗骨被安葬于解放锦州
烈士陵园。

马云飞牺牲在前线阵地上

在中共锦州市委党史办和锦州市民政局编
著的《锦州英烈传》中，这样写道：

“今年 70 多岁的叶灵序是马云飞的二儿
子，父亲牺牲时他刚刚2岁。因为2岁那年发高
烧且抢救不及时，导致叶灵序从小就成了聋哑
人。长大后，他详细地调查了父亲生前的革命
活动。他用手语介绍说，入党后的父亲工作更
加积极，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斗争中。后来他
参加了冀东抗日救国军，在此期间，马云飞领导
农民进行抗租抗暴斗争，发动组织群众支援抗
战，积极配合我军正面战场作战。每次马云飞
都身体力行，周密计划，机智沉稳，取得了一次
次斗争的胜利。

“1934年，由于所在县的党组织遭到破坏，
马云飞被迫辗转来到东北。他考入锦州铁路列
车区，被分配到叶百寿站工作。1936 年，调到
锦州列车段工作。他做过押运员、列车长、会计
员，后调到财务处，从此定居锦州，也就是这个
时期，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一直到 1945 年
初，他才与党组织接上头。这 11 年间，马云飞
一刻也没有忘记党，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
党员，没有忘记共产党员应当承担的职责与使
命，他隐姓埋名、不畏艰难，默默地为党工作。”

史料记载，1945年3月，马云飞把培养多年
的站台小卖店的两名店员发展入党，随后又陆
续发展了一批党员。由于组织扩大，马云飞提

议建立中共锦州地下党支部，马云飞任党支部
书记。9月4日，我党领导的冀热辽部队开进锦
州，马云飞见到了辽西地委书记，并汇报了工
作，党组织正式接纳了中共锦州地下党支部，不
久，马云飞的组织关系转到社会部，受李东冶同
志领导。从1946年上半年开始，中共锦州地下

党支部收集到许多重要情报，如国民党在锦州
设置反动党团、军警宪特机构、人员配备、敌军
的活动等，其中还将锦州国民党党部、军械设
置、铁北城防画成草图，先后 3 次送到热辽地
委。1947年秋至1948年秋，中共锦州地下党支
部在中共锦州市工委领导下，组织发动了两次
工人罢工斗争，都获得了胜利。

马云飞经常教育党员说，“做一名共产党
员，要像一根火柴那样，为劳苦大众在黑暗中照
亮一条光线，纵然燃烧掉自身，也在所不惜。”

1948年8月，东北处于战略决战前夕，蒋介
石把固守东北的希望寄托于锦州，在城内构筑
了大量明碉暗堡。马云飞按照上级指示，收集
敌军各种情报，为迎接我军攻城做好内应准
备。他带领党支部的同志深入到村镇各个角
落，夜晚则悄悄地潜伏到敌人的眼皮底下。他
们胆大心细，不放过任何一个地方，把沟沟坎
坎、桥梁河汊、建筑物、村庄道路等都仔细记在
心里，回到住处后，再将看到的地形、工事详细
绘制下来。不久，出自马云飞之手的“锦州国民
党守军城布防图”“后勤运输线”“三青团组织名
单”“国民党特别党部名单”“国民党守军头目更
换方案”“国民党第九十四师援锦方案”“白崇禧
在锦州的部署情况”等情报，源源不断地传递给
上级党组织。这些情报为我军及时掌握国民党
军队情况，进行攻城战斗部署提供了重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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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春菊和爷爷的雕像。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摄

记者在省档案馆看到几份档案，是解放战
争时期，锦州市政府发布的相关公告以及解放
军攻克锦州、党支部带领群众建设锦州的照片。

锦州市档案馆（中共锦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锦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说，在
国民党统治时期，锦州工委直接领导 4 个党支
部，即中共锦州地下党支部、中共锦州东关支
部、中共锦州北关支部、中共锦州纺织厂支部，
共有党员 53名，外围关系 300多人。党支部领
导群众在同敌人作斗争的同时，在宣传、情报、
工运、学运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48 年，按锦州工委部署，中共锦州纺织
厂支部在纺织厂成立，张志平任党支部书记。
锦州纺织厂党支部除发动、组织工人同统治者

斗争外，还根据市工委的布置，收集了国民党五
十四军的军事情报，同时组织工人做好护厂工
作，迎接锦州解放。

中共锦州东关支部也是当时锦州城的一支
地下力量。郑乃功是拉三轮车的工人，思想进
步，有革命的要求。1947 年 12 月，积极要求进
步的郑乃功与既是同行又是邻居的石秀峰二人
同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建立党组织，取名东
关党支部，郑乃功任党支部书记。他们经常深
入三轮车、手推车工人和木匠、泥瓦匠工人群众
之中，宣传党的政策，发展党员。党支部成立后
开展了许多革命活动，党员经常为锦州工委购
买药品、布匹。每次送药品、布匹回来都携带大
量宣传品到市内散发。由于宣传深入人心，瓦

解了国民党守军，不少士兵逃回解放区。
中共锦州北关支部于 1948年 2月成立，刘

国政担任党支部书记。根据锦州市工委部署，
北关党支部在锦州城内进行了多次宣传活动。
1948 年夏季，北关党支部根据工委领导部署，
利用给敌人修城防的机会，绘制城防图。同年
秋季，辽沈战役打响，在锦州市工委领导下，北
关党支部负责保护水源地。解放锦州战斗打响
后，尽管“配水池”一带战火猛烈，但是在北关全
体党员和群众的保护下，自来水水源地未遭破
坏，战斗结束后，锦州自来水供应正常，保证了
市民生活的安稳有序。

4 个党支部中，马云飞领导的中共锦州地
下党支部的斗争故事很精彩。

锦州工委领导4个党支部53名党员

在位于锦州市的辽沈战役纪念馆，有
一名叫叶春菊的工作人员，她还有另外一
个身份——在解放锦州战斗中牺牲的中共
锦州地下党支部书记马云飞的孙女。

“每次看到、听到以我爷爷马云飞的名
字命名的街路，我的心里就充满着自豪，同
时也觉得自己要以爷爷为榜样，时时刻刻
严格要求自己，不能给我爷爷丢脸。”面对
记者，叶春菊动情地说。

马云飞牺牲的时候，叶春菊的父亲才
2岁。作为孙女的叶春菊虽然没有见过爷

爷，但她从小就听家里长辈经常谈论起爷
爷，聊他的英勇，以及那些令人难忘的细
节。

上小学的时候，当同学知道叶春菊是
马云飞的后代时，大家都十分羡慕，这也在
叶春菊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了印记，那就是

“我是英雄的后代”“我不能给英雄丢脸”。
20年前，叶春菊正式调入辽沈战役纪

念馆工作。她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保护
纪念馆中“英烈馆”里文物的安全，爷爷的
雕像及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就摆放在那里。

“那时候，每天都能看到爷爷的雕像，觉得
十分亲切。”现在，叶春菊的办公室距离马
云飞的雕像近在咫尺，她每天上班后的第
一件事，就是到馆里认真巡查，而爷爷的雕
像，是她每天巡视的第一站。

有时候，站在爷爷雕像前，叶春菊会把
家里的情况向爷爷说一说，犹如爷爷活着
一样；每年的春节、清明节，她也会和家人
到爷爷的墓前凭吊。尤其是纪念锦州解放
的日子，也是爷爷牺牲的纪念日，她会特意
和父亲到爷爷的墓前祭扫，寄托哀思。

跟随着爷爷奋斗的足音，叶春菊也一
路积极向前，她不仅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还成为一名宣传革命英烈先进事迹的
义务宣讲员，她会将包括爷爷马云飞在内
的革命先烈事迹说给身边的人听，说给身
边的孩子们听。“我希望更多的人能记住，
无数英雄先烈为今天的美好日子付出的
牺牲，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珍视当下的美
好生活。”叶春菊说。

（除署名外，本版图片由辽宁省档案馆
提供）

叶春菊：我以爷爷为榜样
本报记者 朱忠鹤

锦州解放后，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接管锦州的布告草稿。

解放军进入锦州。

1948年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发起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