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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梅福林的印象中，哥哥梅福星是红心铺

街上英俊而聪明活泼的少年，经常带着弟弟、妹

妹到街头的小河里“捉小鱼、抓螃蟹”，有时候还

一起在后院里捉迷藏、唱歌。

1938年冬，父亲梅竹樵将年仅13岁的梅福

星送到新四军四支队八团，在教导队“小鬼班”

里学习。在庐江县东汤池学习毕业后，梅福星

被分配到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任青年干事。

梅福星年龄虽小，但“能说会写，能歌善舞，又善

于团结教育青年战士”，很快就成为一名出色的

政工干部。数月后，梅福星调往新四军江北指

挥部参谋部工作。

1940年9月，江北指挥部参谋长赖传珠前

往淮北视察部队，梅福星随同前往。视察后从

洪泽湖东南沿蒋坝经三河南下时，梅福星与战

士们所乘小船被日寇汽艇追上，且空中有飞机

轰炸扫射，梅福星不幸中弹牺牲，年仅15岁。

如今，梅子明祖孙三代烈士均安葬在凤阳

县烈士陵园，每年都有很多人前来祭扫。“爷爷、

父亲、哥哥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也永远提醒着我

们一家人保持革命传统和优良家风，鞭策着我

们一家人奋发向上，努力工作，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梅

福林说。

■ 据《安徽画报》

梅福星：
从军报国的政工干部

梅福林编写的《梅门三烈士》

梅门三英烈：热血铸就信仰丰碑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中，无数先烈

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宝贵生命，但一家有

三代烈士的，却不多见，滁州市凤阳县的梅家

就是这样的革命家庭，他们是梅子明、梅竹

樵、梅福星祖孙三代。爷爷梅子明曾是地方

帮会首领，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利用自己的

威望和身份，积极投身抗战，并引导儿子梅竹

樵和孙子梅福星等人走上轰轰烈烈的革命道

路。当年，新四军罗炳辉师长和谭震林政委

多次在大会上称赞说：“都能像梅竹樵一家，

革命就会早日成功。”

■ 记者 吴承江/文 张倩莹 冷子璇/图

从20世纪50年代起，梅竹樵的女儿梅福

林就和家人一起收集祖父、父亲和哥哥艰苦创

业和参加革命斗争的事实和资料，并写成了

《梅门三烈士》一书。

2022年清明节前夕，记者在梅福林合肥

的家中见到了她，“每当想起爷爷、爸爸和哥哥

的时候，他们的音容笑貌和为民族为人民解放

事业奋斗的业绩，一幕幕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今年已96岁的梅福林动情地说。

在梅福林的讲述中，梅家三代人的革命事

迹徐徐铺展开来。1884年，梅子明出生于泗

县与五河交界处的关老庙，后随父亲落脚到凤

阳红心铺徐桥小河湾。梅子明没读过书，但性

情豪爽、好打抱不平。清朝末年，他因打死仗

势欺人的凤阳县衙快班老总黄二虎，不得已躲

到滁县琅琊寺，跟住持达修当了四年和尚，还

学习了一些园艺知识和拳术。

参加革命后，为了便于做统战工作，梅子

明征得组织同意，仍以认亲戚、收徒弟为名，和

各阶层人士广泛联系，甚至打入敌人内部，积

极为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权送情报，做策反工

作。新四军主力东进后，梅子明积极宣传抗

战，他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动员凤阳、定远、

泗县、怀远一带大批青壮年参加了新四军。

1939年，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来

到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领导抗日斗争，多次

与梅子明见面，向他宣传抗战形势和共产党

的抗日主张及政策，并赞扬他的革命热忱和

行动。1941年，党组织批准了梅子明的入党

申请，并根据他的特长和有利条件，让他做统

战工作。梅子明常常以民主人士和“安清帮”

首领身份出现在群众动员工作中，成为一名

“特别党员”。梅子明还担任了津浦路西临时

参议会参议长。他很有口才，讲话富有感染

力，抗日道理经他的口中讲出来，三言两语就

能打动人心。刘少奇、陈毅、谭震林等领导同

志都尊称梅子明为“梅老”，经常带他到各部

队驻地作报告。

1946年梅子明北撤到苏北淮阴时，被任

命为苏皖边区参议会驻会常委。1947年华中

分局任命他为华中分局驻鲁办事处党委委

员。1950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

府委员会任命他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

会委员。合肥解放后，梅子明已66 岁，由于他

在园林方面有一技之长，被任命为合肥市逍遥

津园林管理主任。梅子明1950年8月25日病

故，1951年5月，皖北人民行政公署考虑其革

命功绩，批准他为革命烈士。

梅竹樵于1903年出生于凤阳县红心铺，受

父亲梅子明的影响，梅竹樵从小就有正义感，每

当看到富家少爷欺辱穷同学，他都非常气愤，总

是上前相助，打抱不平。

1929年冬，经已经入党的红心铺小学教师

申菊隐、锡匠谢方华介绍，梅竹樵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成为红心铺党支部宣传委员。1930年下

半年，中共红心区委成立，梅竹樵任区委宣传委

员。他经常张贴标语，散发革命传单，向亲邻好

友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和中国共产党主张。

1932年8月，中共凤阳县地下党组织领导

人之一刘小平叛变投敌，凤阳县党组织受到严

重破坏，红心铺党员张广林、张大桂、谢三和张

大友等被捕，惨遭杀害，梅竹樵在乡亲们的掩

护下幸免于难。后来敌人的追捕越来越紧，父

亲便把梅竹樵送到琅琊寺隐藏。1936年，梅

竹樵化名“常静”回到家乡经营食盐及粮食生

意，并不断打听红军和游击队的消息，盼望早

日与组织取得联系。

1938年2月，日军的铁蹄踏进了凤阳城，

到处杀害中国百姓。梅竹樵目睹惨状，心中

无比愤怒，很快组织起一支几十人的抗日游

击队，在红心、梅市、练铺一带活动，随着众多

青年的踊跃参加，到秋天已发展到 200 余

人，被称为“抗日游击大队”，打得敌人不得安

宁。敌人四处悬赏通缉，叫嚣“谁捉住梅竹

樵，赏大洋五百块”，并要抓其全家。新四军

军部和四支队闻讯后，立即派侦察班长张正

涛等到红心铺，把梅竹樵一家接到定远县藕

塘镇的新四军驻地。敌人到梅家扑空后，就

放火烧了梅家房屋和竹园，又烧了梅竹樵老

丈人家的房屋，还把其全家 13口人都抓去进

行严刑拷打，逼问梅家下落。梅竹樵的小舅

子周国初拒不开口，当场被杀，老丈人周如海

被活活折磨致死。

国仇家恨更加坚定了梅竹樵革命到底的决

心和斗志。1942年在定远县宋府集和日伪军

作战时，梅竹樵的帽子被日军子弹打飞，但他仍

勇往直前；1943年冬在凤阳黄泥铺遭遇战中，

日伪军兵力多，梅竹樵为了掩护战友撤退，身上

穿的军大衣被子弹打了几个洞，但他仍沉着指

挥，英勇作战，最终转败为胜……

1947年7月20日，梅竹樵率豫皖苏三分区

支队在亳县李基楼与国民党部队遭遇，因敌众

我寡，被重重包围。在突围时，马夫张传道腿上

负重伤，不能走动。危急时刻，梅竹樵把自己的

马让给张传道，自己在后面掩护部队，在弹尽负

伤、突围无望的情况下，梅竹樵为维护革命者的

气节，把最后一颗子弹射向自己，壮烈牺牲，年

仅44岁。

梅竹樵：
至死不渝的革命气节

梅子明：
鞠躬尽瘁的特别党员

凤阳县烈士陵园纪念馆内梅门三烈士塑像梅子明、张明华夫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