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红光，原名李弘海，朝鲜族，生于朝

鲜京畿道龙岩郡丹洞。中共党员，曾任东

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兼政委。

1925年，李红光随父亲迁居到吉林

省磐石县。1926年，定居伊通县溜沙嘴

子屯。1930年3月，在伊通县三道沟组

建劳农赤卫队，任队长。同年8月，李红光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

年春，被选为中共伊通特支组织委员。4月，他被选为中共磐石县

委委员。1932年初，李红光任磐石“赤色游击队”队长。同年6月，

任磐石工农义勇军参谋长。11月末，任改编后的中国工农红军第

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教导队政委。1933年7月，在桦甸县八道河

子召开的抗日军首领会议上，任新成立的抗日军联合参谋部参谋

长。9月18日，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参谋长。1934年

初，李红光协助杨靖宇筹建成立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任参

谋长。同年11月7日，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兼政

委。1935年5月11日，李红光率部向桓仁县老秃顶子进军途中，

在老爷庙岭与日伪军遭遇。激战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5岁。

李红光李红光
（（19119100——19351935..55））

曹国安，原名于德俊，出生于吉林省

永吉县。中共党员，曾任东北抗日联军

第一军第二师师长。

1925年，曹国安化名于学韬考入山

东军政大学。1928年，入北平毓文学院

学习。从北平毓文学院毕业后，曹国安

去绥远某部任参谋长。因谋划率队起义，受到反动当局特务监

视，被迫潜回北平。九一八事变后，曹国安积极参加抗日救国会

工作。10月，参加北平学生赴南京请愿代表团，同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1932年春，他回到东北做兵运工作。在永吉县先后打入伪

铁道警备第五旅第十四团迫击炮连，利用结拜兄弟等形式开展活

动。1933年5月29日，借过端午节的机会，与宋铁岩果断地杀死

伪连长，组织迫击炮连起义，组织哗变成功。起义队伍被编为中

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迫击炮大队，曹国安担任大队

长。1933年9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第三团政委。

1934年11月7日，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兼政委。

1936年12月21日，在临江七道沟的江边大道甩弯处，指挥部队伏

击伪靖安军“讨伐”队。在战斗中，曹国安不幸背部中弹。战斗结

束后，被转移到七道沟围子，因流血过多而壮烈牺牲。

曹国安曹国安
（（19001900..1100——19361936..1212））

韩仁和,朝鲜族，出生于吉林省永吉

县乌拉街（今吉林市龙潭区乌拉街满族

镇），中共党员，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

路军总司令部参谋兼警卫旅政委。

1926年，韩仁和投身东北军当兵。

1933年6月27日，其所在的伪军迫击炮

连起义，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迫击炮大

队。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

立师成立后，韩仁和被调到独立师师部任秘书。1934年11月，任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部秘书长。1936年7月，东北人民革命

军第一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任第一军秘书处长。1937

年7月，在兴京黄土岗子附近的大瓦子沟战斗中，韩仁和左手和左

眼负伤，导致左眼失明。1938年5月中旬至6月初，韩仁和参加抗

联第一路军总部和中共南满省委在辑安老岭召开的会议，被任命

为第一军第三师政委。后因西征计划取消，第一路军改编，韩仁

和任第一路军总司令部参谋兼警卫旅政委。1939年末，敌人调集

重兵包围杨靖宇、韩仁和所部的活动地区。为吸引敌人注意力，

1940年1月6日，韩仁和率领警卫旅60余人佯装主力北上桦甸。

杨靖宇殉国后，韩仁和率领警卫旅转战于五常、和龙、延吉等地。

1941年3月13日，他率领9名战士在宁安县上湾沟与日军发生激

战，韩仁和与9名战士全部壮烈牺牲。

韩仁和韩仁和
（（19131913——19411941..33））

王德泰，出生于辽宁省营口县博洛铺

镇詹家村。中共党员，曾任东北抗联第二

军军长、东北抗联一路军副总司令。

王德泰出生在一个佃农家庭，家境贫

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王德泰投入中

共东满特委领导的“秋收斗争”。不久加

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12月，任延吉县“反帝同盟”组织部长。

1932年春，到老头沟煤矿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反帝同盟”，任“反

帝同盟”书记。4月，组织派遣王德泰到老头沟游击队任班长。同

年夏秋之际，受中共延吉县委派遣，到三道湾开展争取山林队的工

作。年底，王德泰利用外出执行任务机会，拉出20余人的武装，到

延吉县王隅沟参加延吉抗日游击队，先后担任游击队小队长、中队

长、大队参谋长、政委等职。1933年9月，被选为中共东满特委委

员，任军事部长，负责领导延边各县游击队的抗日斗争。1934年3

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成立，王德泰任政委。1935年5

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成立，王德泰任军长。1936年3月，东

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改编为东北抗联第二军，王德泰任军长。同

年7月，东北抗联第一军、第二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

王德泰任副总司令兼二军军长。1936年11月7日，王德泰率部转

移时遭到敌人攻击，中弹牺牲，年仅29岁。

王德泰王德泰
（（19071907..55——19361936..1111））

王希天原名王熙敬，出生于吉林省

长春金钱堡屯。

1915年王希天赴日本留学。1917

年 9月正式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工

科。

1918年5月，王希天与周恩来等人倡导发起反帝爱国“拒约运

动”，并往返于京津沪等地“拒约请愿”，被称为五四运动先驱。作

为“拒约运动”代表，王希天在天津继续投入爱国学生运动。5月

21日，北大、高师、高工、法高等校2000多名学生，赴总统府请愿。

王希天、李达、许德珩等8名学生被推选为请愿代表，要求废除中

日军事协定。

1918年下半年，王希天返回日本，弃工学文。由于王希天积

极帮助华工争取权益，日本当局又将他升级为“排日巨魁”。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空前未有的大地震，日

本军国主义暴徒在日本当局的默许怂恿下，屠杀华工750多名，

史称“东瀛惨案”。9月9日，王希天只身骑自行车前往大岛町看

视华工并查访日方残害华工的暴行，日本宪兵趁机逮捕了他。

12日凌晨，日本军警残忍将其杀害，尸体被抛入河中。牺牲时，

王希天年仅27岁。

王希天王希天
（（18961896..99——19231923..99））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出生于河南省

确山县李湾村。中共党员，曾任东北抗日

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

1923年秋，考入开封省立第一工业

学校。1926年秋，加入共青团。同年，被

派回确山县领导农民运动。1927年4月，指挥农民武装解放确山

县城，建立河南省第一个代表农工利益的革命政权——确山县临

时治安委员会，成为该政权实际负责人。同年6月6日,加入中国

共产党。1928 年秋，到中共河南省委工作，后被派往中共中央在

上海举办的干部训练班学习。

1929年春以后，被派往东北，任中共抚顺特别支部书记。九

一八事变后，杨靖宇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兼满洲省委军委代理

书记。1932年11月，被派往南满领导抗日斗争。将磐石、海龙工

农义勇军分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第37军海

龙游击队。1933年初，任南满游击队政委，领导创建了以磐石红

石砬子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1933年9月18日，组建东北人民革

命军第一军独立师，任师长兼政委。1934年2月，召集南满17支

抗日武装，领导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任总指挥。1934年

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任军长兼政委。1936年7

月以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

军总司令兼政委。1937年12月13日，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准备委员会成立，当选为委员。1940年2月23日，在濛江县(今靖

宇县)保安村三道崴子，与日伪军的激战中壮烈殉国。

杨靖宇杨靖宇
（（19051905..22——19401940..22））

陈翰章，满族，出生于吉林省敦化

县城西半截河屯。中共党员，曾任东北

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

1927年5月，考入敦化县私立敖东

初级中学读书。1928年6月，参加反对

日本国修筑吉会铁路的爱国运动，期间

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春，被分配到文庙小学任教。

1932年9月，参加王德林领导的救国军，任救国军司令部秘书。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冬，任救国军总部秘书长。1934年，

加入宁安工农义务队，任政治指导员。1935年2月，任东北反日联

合军第五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不久，调任第五军第二师参谋

长，率部转战于绥宁广大地区。1936年初，调往东北抗日联军第

二军第二师任参谋长、代师长。同年9月，中共道南特委成立，当

选为特委委员。1937年5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五师师

长。1938年7月，东北抗联第二军第四师、第五师改编为第一路军

第三方面军，任指挥。1940年12月8日，在宁安县小湾湾沟遭到

敌人包围。在激战中，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8岁。

陈翰章陈翰章
（（19131913..66——19401940..1212））

魏拯民，出生于山西省屯留县王村，

中共党员，曾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中共

南满省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政

委、抗联第一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副总司

令等职。

魏拯民于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春，他受党组

织派遣，先后任中共哈尔滨市委组织部部长、道外区委书记和哈

尔滨市委书记。1934年冬，中共满洲省委派他到东满工作。1935

年2月到达东满特委，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5月，东北人民革命

军第二军正式成立，魏拯民兼任政委。1936年初，魏拯民从苏联

回国。同年3月，在安图迷魂阵密营主持召开东满党、军干部会

议，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魏拯

民兼任二军政委和军党委书记。同年7月，到金川县会家沟（今属

通化县）后方基地，同杨靖宇共同主持召开了一、二军和东、南满

党的主要领导干部会议，决定将抗联第二军合编为第一路军，东、

南满党组织合并为中共南满省委，魏拯民任南满省委书记兼第一

路军总政治部主任。1938年5月，魏拯民兼任第一路军副总司

令。1940年秋末，到桦甸县牡丹岭二道河子密营养病。1941年1

月逝世，时年32岁。

魏拯民魏拯民
（（19091909..22——194119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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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宣宣））

吉林省抗日战争时期英烈雕像吉林省抗日战争时期英烈雕像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烈士褒扬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

动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创新发展，省退

役军人事务厅开展“强国复兴有我·英烈

精神永传”系列宣传活动，将部分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及和平建设

时期英雄烈士的事迹进行集中展示，在

全社会营造崇尚英烈、缅怀英烈、学习英

烈、捍卫英烈的浓厚氛围，传递红色薪

火，赓续爱国主义精神，汇聚起推动吉林

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磅礴力量，以优

异成绩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写在前面

党史顾问：省委党史研究室 孙太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