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沮刚：九死一生为人民
温习9是在宇晋这片沃土上出生并成长起来的坚定妻勺中共党员和革命手部，在抗日战争时期与

致伪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尤其是被捕入狱后带领狱友继续进行斗争，直至最后出狱。他坚定

的革命信念和对党的绝对忠诚成为激励难友彦勺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种力璺成为 笔财富，伴随着

他克服所有的艰难困苦，一生光明磊落，为人民服务。

囝日日臼口国图

温刚(原名郭岚峰)，1920年出生于宁晋

县唐邱乡南马庄村。郭家祖辈较穷，但是几辈

人都是诗书传家，智高德厚，温刚的父亲是村

里的会长，管理几十亩“公产”(村里办公事、

过庙会的资金)地。父亲病逝后，村人见温刚

读书识理，正气凛然，胆略过人，经常得邻人

夸奖，于是大家推举14岁的温刚任会长，虽然

年龄尚小，但已堪当重任了。

1938年7月，宁晋县举办第一期抗日协助

员训练班，专门培训抗日教员，这一带只有温

刚参加了这个培训班。回来后他当上了抗日教

员，给孩子们讲抗日救亡故事，教唱抗日歌曲，

孩子们都无比兴奋。

1 938年10月，宁晋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

组建了县基干游击大队。期间，县农会的工作

人员来到南马庄村，召开村农会成立大会，温

刚被选为村农会主任。

1938年冬季，日军在宁晋进行了大规模的

“扫荡”，游击大队被摧垮，政府、团体的干部

绝大多数回家隐蔽，1 939年2月，温刚调到

宁晋县五区工作，靠说服教育发动群众开展抗

日工作。五区的抗日工作迅速发展起来，区干

部从温刚等两人发展到6人，有基础的村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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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到1 3个，常驻的村由2个发展到6个。

战争年代随时都有危险，1 939年秋末的一

天，温刚住在南马庄，正吃早饭时，突然听见

街上响起了枪声，他赶快往外跑，心想只要跑

到高梁地就安全了。谁知刚跑出胡同口，就看

见东边20多米处站着三个伪军，“站住!”“站

住!”“啪、啪!”就是两枪，他转身向西跑，

西边也有伪军，同时向他开枪，他想着只要打

不死就得跑，说来也巧，跑出不过几十步，就

是一片高梁地，他就一头钻进了高梁地。敌人

的子弹从头顶上“嗖嗖”掠过，他一边拨拉高

梁秆，一边躬身往前跑，伪军们不敢进高梁地，

枪声也停止了。出了高梁地，他装作给棉花整

枝的农民才化险为夷。

1 939年冬，老区长高山调县政府民政科，

温刚任五区区长。敌人频繁残酷的“扫荡”，抗

战环境异常恶劣。为保存力量，大多数干部都

回家隐蔽，温刚这个区长成了“光杆司令”，但

他胆大心细，只身跑到敌占区的边缘村裴家庄

做工作，结果被伪军堵在了教室里，在大家帮

助下，他装作听课的学生，才脱离险境。

1 940年，斗争环境更加残酷，部分干部牺

牲、被捕，还有个别投敌，造成了县区干部极

度缺乏，县委政府机关能公开活动的村庄，只

有司马、浩固、王家庄几个村，县委决定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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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短期训练班，吸收年轻村干部和

青年学生参加，谷庸和温刚(时任民

政科长)为训练班指导员。各区学员

共40多人。

开学后不到十天，一天早晨得

到情报“宁晋、赵县、束鹿、晋县、

冀县等地的鬼子要多路合围这一地

带”。于是他们分组分散隐蔽学员，

温刚带领五、六区学员从王家庄出

发，向西南急行军，向五区转移，走

出不过六七里，就看到从疙瘩头方

向来的日本兵。温刚下令向西转移，

确定两三个人一组，分散走，他们

在鬼子的围追堵截下从西跑到北边

晋县鲁家庄，又往东南方向走，天

黑以后又躲藏在树林深处。第二天

鬼子放火烧房撤退了，他们才回到

机关驻地。

1 940年10月，温刚任县政府秘

书，他严格执行县委、政府的各项决

策，带领干部群众对敌人新建的四芝

兰到冀县罗口的公路进行破路斗争，

突击审讯犯人，参加多次战斗，带领

队员成功突围，得到县长白云甫的肯

定。

1 941年2月，腿部受伤的温刚

被叛徒出卖，在岳家庄被鬼子抓获，

投入宁晋看守所。

圜口田日日目[

温刚入狱时因关节骨被打碎，伤

势十分严重，一直不能走动。看守们

把他拾进木笼，明知动弹不得，还

给戴上铁脖项、铁锁链。看守所长

既狠毒又狡猾，起初对他百般奉承，

天天找医生给治伤换药：但是劝降

遭到拒绝后就一反常态，以至温刚

伤口得不到继续治疗而生蛆，落得

终生残废。

1942年春，由于敌人反复“扫

荡”，冯彦彬、张胜德、高通海等同

志相继被捕入狱。温刚同他们几个

经过密商，确定宣传党的政策，坚持

狱中斗争，驳斥对共产党八路军的

诬蔑，揭露敌人的罪行，以便启发狱

中难友的觉悟，把他们团结起来。

入狱后温刚一直寻找党组织，早

在1 941年夏就托狱友带给县委一封

信，但是没有联系上。1942年秋，

温刚的母亲给温刚送饭时欣喜地告

诉他，见到了党的人，有事可以写

信，温刚欣喜异常，马上写了一封信

并把信缝在了鞋底里，让母亲带出

去，不到半月就收到了县委书记李

康的回信，信中指示了以后的狱中

斗争路线，真诚地鼓励了温刚。失掉

联系一年9个月，温刚终于又找到

了组织。

李康指示：“要利用合法形式，进

行斗争，积蓄力量，长期隐蔽；伪报

有毒不要再看，以免受骗，报纸将由

组织上提供。”从此冀中六地委办的

《团结报》陆续秘密送到狱中，有时还

夹带政治攻势宣传品。这些精神食粮

给了狱中难友巨大的鼓舞和力量。狱

中建立了党支部，温刚任支书。

由于得到县委指示，狱中工作开

展J ul页；f0，抗日气氛日益增强。在温

刚的领导下，《国际歌》、《在太行山

上》、《青年颂》等歌曲被广泛传唱，

先是晚上“收风”后全笼一齐唱，后

来白天也小声唱，看守们在他们斗争

下，也无可奈何。

1943年春，狱中生存状况变得

◆1 947年9月温刚在宁晋县城

异常艰苦，克扣囚粮更加严重，不到

一个月就有1 1人病饿而死。难友们

义愤填膺。温刚等几个骨干反复商

议，最后决定全体进行绝食斗争。

绝食斗争从早晨持续到过午，伪

所长慢条斯理地说：“你们为什么不

吃饭呀?囚粮是财政科发的，发多少

给你们多少，有什么事给财政科的先

生说说?”温刚说：“不到一个月就

饿死了1 1人，还有1 0多个就要饿

死，我们吃也是死，不吃也是死，不

如干脆饿死!”并问大家怕不怕死，

全体一声怒吼：“不怕死!”温刚接着

问难友：“不叫吃饱行不行?”又是

齐声怒吼：“不行l”狱方害怕事情

闹大不好收场，只得妥协，放宽了囚

粮发放。

温刚在狱中与党的一切联系都

是通过他的母亲温小兰，她每逢探视

总是先到裴家庄县委交通站看有没

有温刚的信件、报纸和文件，再巧妙

地传递到温刚手里。有一次送来二三

升小米，“链头”高通海是自己人，温

小兰将米给了高通海，看守要检查，

高不同意，趟着镣急忙往里走，惊慌

地递给温刚并拍拍米说：“快!”温刚

顺手从米袋摸出一大本文件(整风文

件)掖在屁股底下，看守随之赶来，

把米袋检查一番，并没有发现什么，

才搭讪着说：“小米真好吃，中午咱

们熬粥喝!”如果文件被查出后果将

不堪设想，温刚着实捏了一把汗。

1 944年4月温刚出狱后，先找

到组织，缴纳了党费，之后在宁晋县

政府担任秘书。在后来的工作中，他

将狱中斗争看做自己精神上的财富，

时刻不忘记斗争的残酷，不忘记死难

的同志、战友，温刚将自己的身心全

部交给了党和人民。

1 947年1 1月，温刚调离宁晋，

曾先后在栾城、辛集、藁城担任领导

工作，后任石家庄人委秘书长，“文

革”期间被打倒。1 979年平反后任石

家庄农业局局长、农委副主任。1 981

年4月任石家庄行署秘书长、副专员

兼秘书长、党委书记。1983年离休，

2004年1 2月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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