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崔秉焕心如刀绞，十分焦急。但他

并没有畏缩不前，更不想半途而废。他

找到侄女婿崔秉栋，把其准备买房子、

地和黄牛的180元钱借来，重新招募民

工，又开始了施工。

1932年7月的一天，乌云

密布，夜幕低垂，眼看一场大

雨就要倾盆而下。崔秉焕在

珲春街里买了民工用的粮食

和蔬菜，装在四轮马车上，返

回哈达门。马车上坐着3个

人，赶车老板坐在前面，崔秉

焕和尹德奎并排坐在后边粮

袋上。当马车正要驶过新安

坪（今新华村供销社附近）时，

突然“砰砰”两声枪响，崔秉焕

从马车上滚落下来，重重地

摔到地上。罪恶的子弹穿透

了他的胸膛，年仅50岁的崔

秉焕，在引水灌溉发展珲春

水田生产中，献出了宝贵的

生命。

壮志未酬身先死，崔秉

焕做梦都想看到珲春平原

上万亩稻谷翻金浪的景象，

但理想还没有变为现实，自

己的鲜血就洒在了这片沃

土上。这时，北部灌溉工程

正处于最后的紧要关头。

崔秉焕的大儿子崔雄吉，挥

泪把父亲埋葬在能远眺珲

春平原全境的哈达门东山

坡上，希望父亲在九泉之下

俯瞰生前未能看到的珲春平原上万

亩水田而感到欣慰。崔雄吉在他父

亲的墓前，流着热泪默默下定决心：

一定要继承父亲的未竟之业，搞好引

水工程，实现父亲的理想。

崔雄吉毅然挑起了掌管整个灌

溉工程的重担。那年，他年仅25岁，

虽然身材不高，但聪明伶俐，颇有胆

识。他掌管整个工程很在

行，处理诸事有条不紊、一

丝不苟。当年，总长 6 公里

的水渠，经过许多个永久性

的涵洞，一直延伸到新安

坪。在太平洞大石砬子下

面，还修好了钢筋水泥闸

门。崔秉焕和他的儿子崔

雄吉，历经三年的辛勤努

力，付出了生命和血汗的北

灌区引水工程终于宣告竣

工。于是，在历史上揭开了

珲春平原首次种植水稻的

新篇章。

1933 年春，珲春平原已

变成一畦一畦水田，只要打

开太平洞的闸门，这些水田

就能成为一块块明镜般映

照蓝天的秧田。这时，原来

和崔秉焕签合同开水渠那

几个富人，突然出现在崔雄

吉面前，挑起事端。在崔秉

焕被暗杀后，他们看到崔雄

吉把引灌工程搞成功，便觉

得有机可乘，背地里互相勾

结，密谋策划了一番。他们

根本没把年轻的崔雄吉放

在眼里，硬说引灌工程的收

益分配权属于他们 3 人，崔

雄吉可以得到工钱。这就是说，完全

违背崔秉焕生前与他们签订的契约，

剥夺了崔雄吉的合法权益。

（摘自《珲春朝鲜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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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记忆

珲 春 大 事 记

在那艰苦的抗日斗争时期，珲春县有

一位满族姑娘，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坚

贞不屈，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生命，她就

是安瑞芝烈士。

安瑞芝，姓阿尔奇氏，满洲正红旗人。

1915 年，安瑞芝出生在珲春市马川子乡的

一个农民家庭里。父亲安玉山是个老实厚

道的农民，一年四季披星戴月地干庄稼活

儿。老安家虽然生活不宽裕，但封建家规

很严。安瑞芝一出生，老人嫌弃是个丫头，

家人很不高兴。可孩子长得五官端正，很

漂亮，老人给她起了个乳名叫金凤。金凤

越长越好看，胖胖的圆脸上长着两只乌黑

的、水晶般的大眼睛，高高的鼻梁，小小的

樱桃嘴，邻居们都夸她又俊又聪明。安瑞

芝小时候性格比较开朗，愿意到外边玩，奶

奶总是限制女孩子到外边乱闹。安瑞芝要

上学，爷爷说：“丫头片子上什么学？”安瑞

芝跟母亲纠缠几次，母亲实在是没有办法，

只好让她上姥姥家念书。

1925 年春，年满十岁的安瑞芝高高兴

兴地上了珲春县纯义乡（现在的板石乡）图

鲁村小学念书。要读书的愿望实现了，她

是多么高兴啊！当时这所学校有100多名

学生，女学生很少，从上学的第一天起，她

就立志要好好学习，为女孩子们争口气。

无论是酷暑还是寒冬，每天晚上，姥姥都陪

伴她在昏暗的小油灯下专心学习。由于她

勤奋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学校的老师

都很喜欢她。

当时，日本侵略者在珲春设立了日本领

事分馆、警察分署等，疯狂地镇压反日人民。

安瑞芝人虽小，但她心中有许多疑惑不解的

问题：在我们的土地上为什么日本人可以横

行霸道？为什么中国人里有汉奸、走狗呢？

什么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她带着这些

问题去问老师，老师的耐心讲解打开了她的

心扉。她激动了，立志要做一个真正的中国

人，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安瑞芝在农

村小学念了四年后，到珲春镇读了两年高

小。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9 年初，安瑞芝考上了珲春镇女子

中学读高小。这所学校是个进步学校。校

长周晨光是位进步教师。1928 年，中国共

产党将北京香山慈幼院毕业生七人派往珲

春，其中黄婉茹、彭凤柱、曹志敏等三位女

同志被派到女子小学任教，并以教员身份

开展地下抗日活动。安瑞芝在那所学校

里，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逐步懂得了抗日

救国的道理。学校每次组织反日活动，她

都积极参加。1929年“三·八节”那天，这所

学校的进步师生公开举行庆祝活动。安瑞

芝和其他同学一起，在教师带领下，手拿小

彩旗，高呼着“要求男女平等”“妇女要解

放”等口号，参加了示威游行。游行结束

后，她又和同学们一道贴标语、撒传单。通

过斗争的锻炼，使安瑞芝更加坚定了抗日

到底的信念。

1931 年春，安瑞芝又考上了珲春女子

师范讲习班。到了师范讲习班，安瑞芝和

进步师生一道公开地开展抗日活动。学校

开设日语课，安瑞芝带头不学日语。学生

们编了口诀经常说：“日本话不用学，再呆

三年用不着。”这所学校引起了反动当局的

注意。从北京来的教师关家俊，因进行反

日宣传，被宪兵队抓进监狱。不久，日本

鬼子强行解散了这所学校。安瑞芝虽然

在这所学校只念了五个月便回到家里，但

通过锻炼使她变得更加成熟了。安瑞芝

回到家乡后，经常向乡亲们宣传抗日救国

的思想，讲穷人要起来革命的道理。她

说：“我们穷人成年累月的劳动为什么受

穷？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为什么没有自

由？这就是因为有地主的剥削，有日本鬼

子的侵略，我们要想不受穷，不被人蹂躏，

就必须起来抗日，起来同地主斗！”她越说

越激动，乡亲们听的非常入耳，革命的热

情高涨起来。恶霸地主韩希三对安瑞芝

恨之入骨，派自卫团的几个团丁到老安家

威胁说：“你家的丫头是个共党分子，我们

要抓活的。”但机灵的安瑞芝早已跑掉了，

敌人扑了个空。没过几天，那几个狗腿子

又气势汹汹闯进了老安家。可是乡亲们

早已给安瑞芝家报信，她已从后窗跑出去

躲在苞米地里了。当时安瑞芝的父母胆

小怕事，怕女儿有个好歹的。祖父祖母更

是封建意识浓厚，不理解孙女的行动，骂

她“跟野汉子鬼混”。这一切不但没有使

安瑞芝动摇，反而使她暗暗下了决心摆脱

这个封建的牢笼，走上抗日第一线。

（摘自《珲春满族》）

1919年3月20日，继龙井

“三一三”运动之后，珲春各地

掀起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

潮。著名反日爱国志士黄炳吉

是当时珲春“三月斗争”的组织

者和领导者。经“三月斗争”的

战斗洗礼后，为了进一步推动

珲春的反日斗争，他同爱国志

士李明顺等人一起，于1919年

3月31日，在珲春成立了“韩民

会 ”。 在 他 的 带 领

下，珲春人民高举反

日的旗帜，把斗争推

向了新的高潮。

在这次斗争中，

珲春县的朝鲜族妇

女 发 挥 了 积 极 作

用。她们响应“韩民

会”的号召，广泛发

动和组织妇女，以实

际行动反对日本帝

国 主 义 的 侵 略 行

径。在艰苦斗争中，

她们深刻认识到，要

取得民族和妇女的

彻底解放，就要组织

起来反对日本帝国

主义和封建势力。

“三月斗争”后，

金 淑 卿（黄 炳 吉 夫

人）、朱信德等妇女

骨干，倡议成立“韩

民爱国妇女会”，以

唤醒和组织广大朝

鲜族妇女，投入到反

帝 反 封 建 斗 争 中

去。随即她们着手

筹备，为了尽快成立

组织东奔西跑，踏遍全县各地，

废寝忘食地工作，于 1919 年 9

月29日，在珲春城东大门朴凤

植家院子里召开了第一次珲春

县妇女代表大会，参加这次大

会的有来自全县各地的200多

名朝鲜族妇女代表。在会上，

讨论通过了珲春“韩民爱国妇

女会”的行动纲领。其大体内

容有三项：第一，反对日本帝国

主义的侵略，支持朝鲜独立运

动；第二，实行男女平等，反对

封建势力，为妇女的彻底解放

而斗争；第三，在广大妇女群众

中广泛开展新文化启蒙运动。

这次会议气氛十分热烈，群情

高昂，时时爆发出“打倒日本帝

国主义!”“朝鲜独立万岁!”“男

女平等!”等口号声。最后，大

会一致推选金淑卿为珲春“韩

民 爱 国 妇 女 会 ”会

长，推选朱信德为副

会长，并布置各村建

立基层组织。会上

号 召 广 大 妇 女 ，在

“韩民爱国妇女会”

的统一领导下团结

起来，同日本帝国主

义和封建势力进行

不懈的斗争，直至取

得彻底胜利。

当时，延边各地

的反日组织，在斗争

实践中，尤其是从龙

井“三一三”斗争血

的教训中，进一步懂

得了武装斗争的重

要性，并纷纷组织了

革命武装。珲春的

“韩民爱国妇女会”

坚决支持这一斗争

原则，同时立即动员

全县妇女把丈夫、儿

子送到独立军，拿起

武器同日本侵略者

斗争。为了筹措经

费购买武器，他们动

员广大妇女积极募

捐。全县妇女积极响应这一

号召，把自己珍贵的银簪子、

戒指、婚礼服等物品拿出来捐

献，有的妇女没钱，竟把自己

心爱的发辫剪掉换钱。广大

妇女争先恐后地捐款捐物，筹

措经费 6000 卢布交给独立军

到苏联去购买武器来进行装

备。

（摘自《珲春朝鲜族》）

人参浸膏即人参精，就是

人参精华的意思，一百斤人参

只能够提取出几斤人参精，人

参浸膏是以长白山人参为原

料，科学精制，浓度高，纯度

好，服用方便，其功效是普通

人参的数倍。

人参具有大补元气，提高

免疫力，安神益智，抗心律失

常，强心及促进造血机能等作

用，是预防高血压，高血脂，冠

心病，脑血栓等心脑血管的优

选佳品。

人参浸膏以长白山优质

人参经过提取、浓缩、过滤、包

装而成，将人参中的有效成分

汇聚于方寸之间，为人参的食

用提供了新的选择。人参浸

膏可直接食用，亦可冲调或辅

餐，方便快捷、产品稳定性好，

是快节奏生活中滋养身体的

新选择。

朝鲜族秋夕节，也就是中国的中秋节。秋夕

原指秋天的晚上，如唐代诗人杜牧名诗《秋夕》里

所著。经过时代变迁，朝鲜族人民称之为“秋

夕”，是一个丰收和感恩的节日。

在朝鲜族中，有着“五月的农夫八月的神仙”

的说法。意思是每年五月份，农人们耕种劳作，极

其辛苦，到了八月，庄稼丰收，人们生活富足，像神

仙般幸福快乐。所以，到了秋夕节，家家户户都会

用当年早熟的新粮食做新米饭、松糕、打糕和蒸

糕，口感濡糯香甜回味绵软，配上新稻米酿的美酒

和芋头汤一起享用，全家和睦温馨、其乐融融。秋

夕节这天早上要按照惯例举行茶礼祭祀先人。天

亮后，家族中所有的人聚集到宗家，在过世的祖父

母和父母的神位上分别张贴纸榜和遗像，由家族

中的代表（一般为长子）向神位敬酒磕头，之后全

家人进早餐到了晚上，月亮升起的时候，人们换上

盛装，成双结伴在自家院子或村里比较宽广的场

院赏月，祈盼土地丰收、衣食无忧，并在月光普照

的乡间空地上玩游戏、跳传统民族舞蹈。传统的

游戏有黄牛游戏和火烧月亮房游戏。玩黄牛游戏

时，由两个人扮成黄牛，人们牵着“老黄牛”沿街行

走，到本村当年收成最好的一户人家门口停住，主

人开门喜迎“老黄牛”和乡亲们的到来，拿出美酒

和米糕等美味佳肴热情接待客人。“老黄牛”和乡

亲们为主人跳农乐舞，祝福他家和整个村子来年

风调雨顺，再获丰收。

2019年11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辽宁省铁岭市朝鲜

族文化艺术馆获得“中秋节（朝鲜族秋夕节）”项

目保护单位资格。

开辟游击根据地的基础是群众

1932 年秋，东满特委根据抗日游击斗

争的新形势，号召各地建立巩固的抗日游

击根据地。徐光和其他县委成员一起，经

过一番艰苦的工作，创建了大荒沟、烟筒砬

子抗日游击根据地。这两个区是革命工作

开展较早的地区，群众基础好，山高林密，

峰峦迭起，沟谷纵横，十分有利于打游击

战。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以后，根据地军

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了抗日游击斗

争，不断击溃敌人的讨伐，并积极进行外线

作战，有效的打击敌人有生力量，巩固和扩

大了抗日游击根据地。同年冬，徐光领导

革命群众，在根据地内建立了苏维埃政

府。从此，人民当家做主，支援游击队，给

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但是，敌人“三光”政策下的“大讨伐”，

所到之处村落被烧毁，无辜群众惨遭杀

害。粮食、食盐、衣服等生活物品无法送到

根据地，物资的缺乏，使根据地的生活异常

艰苦。有的群众只能用草根、树皮来代替

粮食充饥。面对这一情况，徐光立即召开

县委成员会议，认真研究解决方案。他在

会议上说：“群众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

怎样对待群众的实际困难，这就是关系到

我们在群众中能不能站稳脚跟的大问题。

困难再大，也一定要想办法解决。”经过讨

论，县委决定袭击板石张六沟日本人的畜

牧会社牧场。

徐光和岭南游击队政委林青商量后，

派六名游击队员去执行任务。他们先对张

六沟的情况进行侦察，得知驻守在那里的

武装自卫团人员都进了县城，只留下放牧

员一个人。游击队员把握有利战机，迅速

行动起来，几个人趁着夜色摸进牧场，把

160头牛连夜赶到了烟筒砬子根据地，解决

了根据地群众的生存难题。

联合抗日为国捐躯

日本侵略者的大讨伐，制造了大片的无

人区，更加激起了群众的反抗意识。在“九一

八”事变一周年之际，珲春县委在马滴达小学

的操场上举行了2000多人参加的“军民联合

大会”。烟筒砬子、马滴达、三道沟、四道沟等

地的群众纷纷涌入会场，春化的救国军也派

出100多人的队伍参加了这次大会。开场，

徐光就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讲，号召军民团

结一致，共同抗日，为驱逐日本侵略者并肩战

斗。在他的主持下，会议开得十分热烈。各

界代表义愤填膺，纷纷上台声讨日本帝国主

义侵略东北的滔天罪行。会场的氛围感染

着每一个人，抗日口号响彻全场。当妇女会

把绣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各族人民团结

起来共同对敌”字样的手绢赠送给救国军士

兵时，士兵们热泪盈眶，无不为之感动。敬一

个标准的军礼和“决不辜负人民期望，不把日

寇赶出中国誓不罢休！”的决心是士兵们的回

报。

1933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二六》指示信。徐光和

县委成员一起认真贯彻执行这一精神。当

时，珲春有救国军、山林队等好几支抗日队

伍。徐光很重视对他们的争取工作，派优秀

的党员干部到救国军中去做统战工作，经常

组织群众到山林队慰问联欢。6月间，为了

保存和发展革命势力，联合更多的抗日部队

打击敌人，将大荒沟和烟筒砬子根据地连接

贯通，并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徐光带领根

据地的群众到驻扎在马营屯的山林队，组织

慰问联欢活动。活动结束时，已是深夜，慰

问的队伍就到离马营屯一里地的游击队驻

地安顿下来。正当他们熟睡之时，马滴达的

鬼子兵乘夜偷袭，当游击队哨兵发现敌人

时，立即鸣枪报信。枪声惊醒了游击队员。

徐光一边指挥游击队员带群众突围，一边自

己带着一组队员，掩护同志们转移。

经过一场惨烈的战斗，大部分同志突

围成功。县委书记徐光和他的队员们却献

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用生命换取了同志

们的安全转移。当同志们看到徐光随身带

着的小刀时，不仅想起这位县委书记对革

命的信心与乐观精神。他常常拿着小刀告

诉同志们：“这把小刀是历史的见证，等到

革命胜利后，我要把它送到博物馆，让子孙

后代知道革命胜利来之不易！”

徐光和同志们永别了，但他的英名将

永载史册。

（摘自《红色记忆——珲春革命老区故
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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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族秋夕节

1912年（民国元年）
六月 由民间商人集股的

珲春厅务本垦牧实业公司和
东宁厅富农屯垦公司创立。

十一月十六日 根据教育
部公布的学校管理规程，东南
路分巡兵备道将延吉、珲春、
和龙、汪清四县带有官立字样
的学堂改称为县第一、第二学
堂，各依次编列。

十二月 经都督批准，先
后设立和龙县、珲春县等公债
分经理处。

是年 珲春国民捐分会成
立，珲春厅知事彭树堂兼任会
长。

是年 因延吉—珲春一带
人口增加，粮食销量猛增，当

地产的大米供不应求，所以从
朝鲜会宁进口大米1147担。

1913年（民国二年）
一月八日 珲春驻军到局

子街（今延吉市）镇压变乱，哗
变平息。

一月二十九日 吉林省4个
分巡兵备道，改称西南路（长
春）、东南路（珲春）、西北路（滨
江）、东北路（依兰）兵备道。

三 月 二 日 吉 林 省 发 布
《通令》，吉林府、长春府、延吉
府、新城府、五常府、宾州府、
双城府、安宁府、依兰府、临江
府、密山府、榆树直隶厅、伊通
直隶厅、珲春厅、濛江厅、滨江
厅、东宁厅、虎林厅、绥远州等
均改为县。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