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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庆地区广大军民倾其所有、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用鲜血和生命描绘了一幅可歌可泣、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留下了一处处昭日月、泽后世的革命遗址。这些革命遗址贯通着党的红色
谱系，承载着党的红色基因，见证着延庆的红色历史，是一批极其宝贵的红色文化资源。

在全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际，延庆区档案史志馆联合区融媒体中心、区文旅局在《延庆报》刊发介绍延庆30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旨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铭记奋斗历程、缅怀革命先烈、赓续红色血脉、牢记使命担当，为推动延庆高质量
绿色发展、建设最美冬奥城贡献力量。

追寻红色印迹 赓续红色血脉（一）

平北司令部遗址
平北司令部遗址位于张山营镇北

山南碾沟。平北地区指北平（今北
京）、张家口、承德之间的三角地带。
1939 年 10 月，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
在平西抽调 20多名党政干部组成中共
平北工作委员会（简称“平北工委”），
1940年 1月，平北工委开赴平北地区。
6 月，晋察冀军区单独成立平北军分
区，段苏权任政治部主任。7 月，平北
工委改为平北地委。1940 年秋，按照
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军政委员会部
署，段苏权和程世才率队转战至延庆
北山的五里坡、海沟一带，开辟北山根
据地，同时将平北党政机关及军分区
司令部驻扎在海沟附近的南碾沟村。
此后，平北党政军领导机关以大海陀

为依托，以延庆、赤城为中心，深入宣
传抗日，领导并发动平北地区人民群
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展抗日游击
战争，粉碎了日军的数次大扫荡和“蚕
食”阴谋，打击了日军气焰，扩大了抗
日武装，团结了各界人士。抗战胜利
后，数万干部和军队经平北进入东北，
建立了东北解放区。该遗址原为当地
老百姓简陋的居舍，有 50 多间房屋。
在方圆 5平方公里左右范围内，设有供
给处、修枪所、染布班、被服厂、小型兵
工厂等。1987年，中共延庆县委、延庆
县人民政府在当年平北军分区司令部
所在地——南碾沟村西平北军分区司
令部遗址的山坡上，建立平北军分区
司令部纪念碑亭。

岔道烈士陵园
岔道烈士陵园位于八达岭

镇岔道城西南 500米的高坡上。
1954年 8月，原延庆县政府为纪
念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牺牲
于延庆地区的 969 位烈士修建
的，其中包括昌延联合县第一任
县长胡瑛、抗日英雄徐亮等英雄
人物。2017 年，陵园内新建一
座烈士纪念墙，墙上镌刻了
2165名烈士英名。这些烈士中

有详细安葬地的仅有 272名，还
有 1893 名烈士安葬地不详，有
的长眠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有
的因战争没有留下安葬线索。
烈士墙上收录的既有 1618 名
《延庆区烈士英名录》在册烈士，
也包括 547 名不在册但在零散
烈士纪念设施上有记载的烈士，
实现了延庆籍和在延庆牺牲烈
士的全覆盖，让他们英魂永驻。

巾帼英雄纪念碑
巾帼英雄纪念碑位

于井庄镇柳沟村西南
1.2 公里。1990 年 4 月
延庆县妇联、中共井庄
乡党委、井庄乡政府为
纪念贾桂珍、韩桂芝二
位巾帼英雄而立。纪念
碑正面书“巾帼英烈，永
世铭记”，碑背面镌刻有
贾桂珍、韩桂芝二位烈
士英雄事迹。碑文如
下：贾桂珍、韩桂芝二烈
士，生前为原延庆县柳
沟村妇救会主任和委
员，于 1945年和 1946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

发动群众抗粮抗税，反
抗日伪统治，参加土改，
缝制军衣，救护伤员，支
援解放战争。 1947 年
被捕，在狱中二人受尽
酷刑，仍正气凛然，坚贞
不屈，1948年农历正月
初八，韩桂芝同志于延
庆城东惨死在敌人的铡
刀下，正月十六，贾桂珍
同志在石河营村南被敌
人用刺刀挑死，英勇就
义。二人牺牲时，年龄
均不足三十。为缅怀先
烈，教育当今，启迪后
生，立碑为记。

果树园烈士纪念碑
果树园烈士纪念碑位于井

庄镇果树园村南山脚下。1947
年 11月，冀热察军区独立二师
二十二团配合华北部队歼灭
平绥铁路沿线国民党匪军，在
延庆玉皇山峰老君堂东山下
歼敌 500余人，胜利完成任务。
部队转移时，将战斗中牺牲的
13 名烈士遗体托付果树园村
民兵掩埋于石边墙下，未能记
录下烈士姓名，亦称无名烈士
墓。为纪念革命烈士，继承遗

志，果树园村民于 1966 年 4 月
5 日清明节时将当年的无名烈
士迁到果树园西山坡上，重建
烈士墓，在墓地周围修有矮
墙，并立碑留念。碑为圆首，
碑正面刻有“革命烈士永垂不
朽”字样，碑首处刻有五角星
图案。2014 年，原县民政局将
烈士遗骨统一迁入延庆县革
命烈士墓中，但果树园烈士纪
念碑依然是群众祭奠革命烈
士的重要场所。

窑湾烈士纪念碑
窑湾烈士纪念碑位于井庄镇窑湾

村西山坡一座平台上。1940年 8月 27
日夜，时任昌延联合县县委书记徐智
甫、县长胡瑛在窑湾村黄土梁王金喜
家开会，研究根据地反“扫荡”工作，当
夜留宿王家。28 日凌晨，从永宁出发
参加“扫荡”的伪军闻讯赶来，包围了
徐智甫、胡瑛等人的住处。发现敌情
后，徐智甫、胡瑛和通讯员程永忠 3人

迅速分头向村外山上撤离，伪军架起
机枪疯狂扫射。虽经顽强抵抗，但因
寡不敌众，徐智甫等 3人壮烈牺牲。为
缅怀先烈、激励后人，原中共延庆县
委、县人民政府，于 1984年 4月在徐智
甫、胡瑛、程永忠当年英勇战斗、壮烈
牺牲的窑湾村西山坡上，修建纪念碑，
纪念碑正面白色大理石碑上镌刻着

“青史先烈写 红旗后人擎”碑文。

四海革命烈士碑
四海革命烈士碑位于四海镇成教中

心西侧。有碑两块，一块碑高1.25米，宽
0.76米，厚 0.2米，正面题字为“烈士英名
万古流芳”，背面为碑文，该碑是为纪念
1944年至1948年牺牲在四海一带的烈士

而立；另一块碑高1.1米，宽0.6米，厚0.15
米，是为纪念南湾战役牺牲的独立二师参
谋长吴迪、八区区委书记顾名，四海县大
队副连长王树才、区长刘永年等 19位烈
士而立，两碑均立于1949年。

南湾战役遗址
及纪念碑

南湾战役遗址及纪念碑位于四海
镇南湾村东南 450 米。1948 年 1 月 12
日，国民党军傅作义部暂编第 3军第 11
师同延庆 13个“大乡队”3000余人，从
延庆和永宁出发，向四海方向出击，欲
歼灭冀热察独立第 2师。独 2师得到情
报，立即进行歼敌部署：第 5团（团长李
洪元）占据南湾北山和大胜岭后山；第 6
团（团长梁岐）占领南湾村南的乔玉顶
等高地，布成 6里长的大口袋阵势。第
5团和第 6团刚进入阵地，便与敌接火，
激战至午夜，交战中师参谋长吴迪牺
牲。独 2师一部捣毁国民党军第 11师
指挥机关，后主动撤出战场。独 2师估
计国民党军在天亮时会向永宁溃逃，于
沿途设下埋伏，伏击溃逃的国民党军。
此次战斗，解放军共俘获 300余人，毙
伤 1500 余人，缴获山炮 1门、六零炮 5
门、重机枪 12挺、轻机枪 45挺、步枪 226
支以及大量其他军用物资。南湾战斗
的胜利，打垮了国民党 13个“大乡队”，
使延庆地区的形势开始好转。2008年，
四海镇政府委托李自辉把散落于各处
的无名烈士集中于南湾村南坡并立碑，
碑正面书“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平北抗日战争烈士纪念碑
平北抗日战争烈士纪念碑位于旧县镇古

城村西南 800 米处的平北抗日烈士纪念园
内，是为纪念 1940年创建的平北抗日根据地
的党、政、军、民为实现党中央的战略意图，
争取抗战的彻底胜利，进行艰苦卓绝斗争，
甚至牺牲生命的事迹。纪念碑于 1989 年 10

月落成，碑座下花岗石墁地的凭吊平台与八
级蹬道相接，寓意全民族 8年抗战艰苦卓绝。
刺刀造型的纪念碑正面镌刻着聂荣臻题写
的“平北抗日战争烈士纪念碑”碑名，背面为
彭真题写的“平北抗日烈士永垂不朽”鎏金
题词及碑文。

千家店革命烈士碑位于千家店镇河南村
西北 100米。碑下合葬 6位无名烈士。其中一
位是八路军战士，1938年经过大古坎南水河时
遭日寇空袭，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另 5位是中
国人民解放军战士，1948年 8月底在营盘一带
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牺牲。6位烈士早期葬于白

河南岸的小山丘下，为弘扬革命传统，继承先
烈革命精神，1967年千家店公社革命委员会在
原来埋葬烈士的地方修建了这座革命烈士碑，
以示纪念。2014年 9月，千家店镇多方筹措资
金，对革命烈士碑进行了修缮，并将此处设为
千家店镇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千家店革命烈士碑

▲平北抗日战争烈士纪念碑

▲千家店革命烈士碑

▲窑湾烈士纪念碑 ▲巾帼英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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