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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景，原名杜尚毅，1914 年 2 月出生于商
县（今商州区）腰市镇杜村一户农家。他有一
个哥哥、两个弟弟、一位小妹，父亲勤劳且有
经商头脑，因此家境殷实。

杜景是商洛山区革命斗争的亲历者、参与
者和见证者。1937年 6月，他在西安上中学时
就参加了革命，曾在内蒙古和陕北从事革命工
作，1946年奉命回商洛艰苦战斗。

1949年 7月 12日，商县解放后，杜景担任
商县人民政府第一任公安局局长。1952 年
后，杜景曾任丹凤县县长、县委书记，商洛地
委常委、候补书记兼组织部部长等职。

1964年，杜景调往西安，任中国对外贸易
运输公司陕西公司党委书记、经理，1983年离
休。离休时，陕西省委组织部专为杜景下文

（陕组干任字〔560〕号），享受正厅级待遇、红
军待遇。

一

杜景的儿童时代，是在本村简陋的私塾
里开智启蒙的。1932 年，他考入腰市双戏
楼商县北区区立第一高级小学校，1934 年 9
月 至 1937 年 5 月 ，在 西 安 民 立 中 学 读 书 。
读书期间，杜景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外围
组织“民先队”。

西安民立中学是易俗社社长孙仁玉于
1922 年创办的私立学校，孙仁玉先生任董事
兼 教 员 ，当 时 是 西 北 颇 有 名 气 的“ 红 色 学
校”。学校教员中有中共地下党员，经常在课
堂上宣传民主自由思想、教唱抗日救亡歌曲，
图书馆里也有不少宣传共产党革命主张的刊
物、书籍，如《向导》《中国青年》等。

杜景就是在这个开明、进步、生机勃勃的
校园里开阔了视野，懂得了民主革命的道理，
树立了为穷苦人谋幸福的革命理想，他也常

常给家乡的同学、朋友邮寄进
步书刊。

那 时 候 ，腰 市 川 家 境 较
好、思想开明的庄户人家，大
都 把 孩 子 送 到 西 安 上 中 学 。
据江平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当
时在西安上学的 20 多位知识
青年，两三年间都先后奔赴陕
甘宁边区。

黄川村的王嘉谟，就是从西安中山中学
考 上 北 京 的 大 学 的 。 1937 年 卢 沟 桥 事 变
后，他和几个同学改扮成商人，从北京流亡
到山东参加抗日活动，历尽艰险。1938 年
春节期间，王嘉谟辗转回家，因父病重未能
和杜景一起奔赴延安。

1938 年农历正月十八，杜景带着王嘉谟
的族弟王嘉诰、学友王金城和腰市川的另外
三四个青年学生，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报名
办手续。他们被分别派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和泾阳县安吴青训班，杜景当时被分配到安
吴青训班学习。

二

1938 年 7 月，杜景从安吴青训班结业后，
接受组织安排回商洛。在西安八路军办事
处，他碰到从延安抗大毕业返回的中共地下
党员周宝航。

他俩一起步行，从西安出发翻越秦岭，口
袋里装着粉笔，走一路，写一路，用粉笔标语
宣传抗日救亡。农家院子的土墙上、牛圈的
破木门上、村口的大石头上，留下了他们工整
秀气的粉笔字“勿忘国耻，还我河山”“同仇敌
忾，共赴国难”。

回到商洛后，他俩先到商南县城、试马寨
等地，准备开辟新的据点扩大影响，但因条件
不成熟，返回到武关开展工作（时属商县）。

1938 年 9 月，杜景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
党员。他和周宝航通过周宝航的妻兄、时任
武关民团团长田兆丰在武关站住了脚，在此
地活动 4 个月，不仅向社会各界大张旗鼓地
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还培养、发展
了一部分积极分子，吸收了田爵录、田锡珍
等 3 名共产党员，建立了武关党小组，周宝航
任党小组长。

他们在武关结识了从国民党一所军官
学校毕业的中尉连长田锡侯。田锡侯返乡
后任武寺乡训练国民兵教练，他思想进步，
结识共产党员周宝航、杜景、王士哲后，就聘
此 3 人亦为该乡国民兵教练，受训者达 500
多人，大多初步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为商
洛的革命事业埋下了火种。

1939 年 2 月，杜景被组织选派到延安中
央组织部干训班学习，结业后被组织派到内
蒙古伊克昭盟乌审工委的骑兵部队任组织干
事。杜景经历了复杂险恶的敌我环境，多次
死里逃生，随后，又相继在宁夏的盐池和陕西
的延安、定边、靖边等地任特委干事。

三

1946 年 7 月，李先念率部入陕，计划建立
豫鄂陕边根据地。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调
令，调集陕南籍干部到商洛参加建立根据地
的工作，杜景乃其中之一。

1946 年 8 月上旬，豫鄂陕边区第二地委
在商县北宽坪唐渠成立中共商洛县委、商洛
县 民 主 政 府 。 会 议 决 定 ，刘 丹 东 任 县 委 书
记，刘英才任县委副书记、县长。杜景任县
委统战部部长兼板桥区委书记、区长。

短短两三个月时间，杜景便利用乡党关
系，从北宽坪屈培谋的地方武装拉出了 50 多
人 40 多条长短枪的游击队伍，编成一个独立
大队，屈培谋任大队长，下设三个中队，为当
时的商洛县委扩充了武装力量。

1947 年春天，豫鄂陕军区主力部队根据
中央指示撤离商洛，北渡黄河移师山西晋城
休整。大部队前脚刚走，胡宗南的 10 个正规
团就闯入根据地，与豫鄂陕边的 17 个正规团
及地方保安武装纠集一起，围剿、合击地下
党、游击队，强迫群众移民并村，空室清野，杀
害乡村干部、军属和自卫队员。白天，他们像
过筛子一样，搜索每座山、每道沟；夜晚，在大
小路口、河岔设关卡持枪盘查。

敌军所到之处，建据点、修碉堡、抢财物、
烧民宅，从北宽坪到留仙坪五六十里的山川，
随处可见被焚烧的房屋。山坡上，大路边，一
堆堆新垒的坟茔十分扎眼……

中共商洛县委、县政府驻地在敌人的疯
狂清剿中遭到破坏，地下党员和游击队都分
散隐蔽。

屈培谋是腰市西坡村人，与杜景家仅隔
一道小山梁，在板桥的麻湾惨遭敌人杀害，
反动派把他的头颅挂在腰市街的过街楼上
示众 3 天。屈培谋牺牲时，他的女儿屈琴娃
只有 3 岁。

这时候，陕南游击指挥部司令员巩德芳
由于长期游击作战积劳成疾，身染沉疴，先在
条子沟豹子洞住了 7天 7夜，因无粮无药病情
加重，后又隐藏在棣花许家塬中医士绅许佐
善家的红薯窖里治病；副司令员薛兴军率领
第 9支队，掩护大部队分两批向山西转移。

为了牵制敌人，刘丹东和杜景带领一部
分游击队员，与气势汹汹的国民党部队日夜
周旋于深山老林。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一
直缺吃少穿，忍饥挨冻，有时一天就得换好几
个地方。

四

1947 年 3 月 12 日，薛兴军带队护送第
二批主力部队北渡黄河返回丹凤后，在今
丹凤县龙驹寨白家庄磨子沟与刘丹东和杜
景率领的游击队会合，大家正在为完成任
务而高兴的时候，突然发现已被几倍于己
的敌军四面包围。

薛兴军、刘丹东、杜景立即组织突围。
他 们 冲 在 队 伍 的 最 前 面 ，猛 打 猛 冲 ，终 于
撕开一道口子，向敌人防范最弱也是最陡
的山梁奔去，子弹从他们的头顶、左右“嗖
嗖”飞过。

爬到半山腰时，突然刘丹东头部中弹，
滚下山坡。此时，杜景就在离他一米多远的
地方，本能地扑向刘丹东想一把拉住他，刚
一抬右脚，一颗子弹从脚后跟穿透脚板，鲜
血直流，鞋被子弹划成了两半。杜景赶紧
喊：“大家不要管我，这伤要不了命，快跑！”
他从衣襟上撕下一条布，把受伤的脚紧紧裹
住，望望刘丹东滚下去的地方，含泪咬牙继
续向山顶爬去。

队伍被打散了，杜景忍着伤痛，拼尽力
气爬到山顶，因速度快、呼吸急促缺氧，刚刚
靠在一棵树上，就晕过去了……不知过了多
长时间，当他被山下的枪声再次惊醒的时候，
发现自己与薛兴军他们也失散了。

刘 丹 东 牺 牲 后
人 们 发 现 ，他 腹 部
患脓疮，身无分文，
仅 从 口 袋 里 掏 出 了
一 把 野 麻 籽 ，这 就
是 他 和 杜 景 及 游 击
队 员 们 充 饥 的 食
粮 。 刘 丹 东 牺 牲
时，年仅 28 岁。

杜 景 和 队 伍 失
散后，孤身一人，还
跛 着 一 只 伤 脚 。 敌
人封锁了公路，在山
里 的 小 路 上 也 设 卡
盘 查 ，他 白 天 不 敢
走，只能昼伏夜行，
从 磨 子 沟 后 面 的 山
梁一路向西，借着朦
胧的月光爬坡翻岭，
朝 着 家 乡 腰 市 的 方
向艰难地前行。

杜 景 的 儿 子 杜
建平说：“白天因敌人搜山清剿，父亲只能在
山洞躲藏，凄冷的夜晚，才提着刘庚政委送给
他的左轮手枪出来寻觅食物，常常与山里的
野兽不期而遇，却不能开枪。”

一天黄昏，躲在半崖上的杜景眼看着搜
山的敌人三三两两都撤走了，才慢慢下山，
摸 到 一 栋 被 烧 毁 的 房 子 里 搜 寻 能 吃 的 东
西。幸运的是，瓦瓮底还有几把苞谷面，水
缸 里 还 有 一 些 水 ，可 惜 铁 锅 被 反 动 派 砸 烂
了，他捡起较大的一块铁片，用两个石头支
起来，点着柴火，把苞谷面捂在手里拌上水
压成团，再拍扁，放在铁片上刚刚翻了两下，
心里正美滋滋地想：今晚终于吃上熟食了。
突然，附近枪声响起，杜景抓起饼子边跑边
吃，奔向山谷深处……那一夜，因为有这块苞
谷饼，他连翻了三道山梁。

此后两天，因为找不到一点五谷，他捋
了一些不知名的树叶嫩芽来充饥。第三天
天色微明的时候，他走到一个靠近村子的地
方，放眼一望坡上地多树少，咋办？猛然发
现地里一个空墓，赶紧钻了进去，躺在地上
就睡着了。

太阳照满山坡的时候，他醒来了，饿得前
胸贴后背，用手下意识地一摸，发现旁边竟然
有个封着口的瓷罐子，撕开麻纸一看，里面全
是土蜂蜜，他端起罐子吃了个饱。可刚过一
会儿，胃里就难受得没完没了。杜景安慰自
己：再难受都比饿死强。

杜景参加革命工作后，十来年都没回过
家，家里有 70 多岁的老父亲和 11 岁的儿子，
妻子是个朴实厚道的农村妇女，一家老小天
天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又不敢向亲戚朋友
吐露半个字。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杜景叩响了家门。
个头高挑、英武俊朗的他，此时衣衫褴褛、面
黄肌瘦，一只脚上有鞋，一只脚用破布包缠
着，一瘸一拐地走进家里……为了不走漏消
息，父亲反复叮咛，任何人都不准出去乱说。

其实，杜景回家之前，已经在村子对面的
山沟里藏了两天，因为他不清楚自己是否已
被叛徒出卖，家门口会不会埋伏着国民党的
爪牙？当侦察确认安全后，他才在夜深人静
之时走进村里。

杜景当时还不知道，就在他躲躲藏藏奔
波在回家途中的时候，游击队的中队长梁升
元已带领 30 多人叛变投敌，并参加了反共宣
传和大屠杀活动。巩德芳得到消息后病情恶
化，不幸离世，终年 38岁。

三个月后，杜景养好了伤，恢复了体力，
通过家族里的人打听到地下党的消息，又迫
不及待地去寻找组织了。

五

腰市镇的杜村是个大村子。杜景在家疗
伤三个月离开之后，风声还是慢慢地传出来
了。刮到北区土匪武装头目周寿娃耳朵里的
话是：“杜景去延安啦。”

1947 年秋，周寿娃派其手下匪徒 20 多
人，到杜景家抢劫杀人。一队匪兵包围了杜
村，堵住了村子的各个出口，在杜景家的大门
口放了两个岗哨后，一群土匪入室抢劫。他
们翻箱倒柜抢了财物后仍不满足，向杜景的
父亲杜辉升逼索大烟土。

土匪把老人家捆绑起来，吊在屋梁上，点
燃泼了油的竹扫帚，烧得年过七旬的老人撕
心裂肺地惨叫……直到把老人烧得浑身起
泡，奄奄一息，临走时土匪又向他的头顶捶了

一镢背，致使老人当场气绝身亡。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噩耗传来，杜景却

无法回家。他含悲忍痛继续战斗，与游击队
员一起转战于丹江南北的山川河道。

1949 年 4 月下旬，从商南到商县，随着
西进战役的节节胜利，大片区域临近解放，
到处都缺干部人才。商洛地委、专署在赵川
创办地方干部训练班，学员 70 多名，分两个
班，既有部队干部，也有地方干部和知识青
年；实施军事化管理，每人都有枪，随时准备
参加战斗。杜景兼任队长和班主任。随后
几个月，这些学员成为商洛各县接管旧政府
的骨干力量。

5 月下旬，中共商洛地委在赵川召开紧急
会议决定：由郭茂生、亢思逊、杜景三位同志
组成中共商县县委会。

1949 年 7 月 12 日，商县解放。郭茂生
任中共商县县委书记，亢思逊任商县人民政
府副县长主持工作（县长空缺），杜景任公安
局局长。

六

商洛山大沟深，历来匪患不断。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民党残匪与地方土匪
及恶霸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组织叛乱，杀害
区乡基层干部，企图颠覆刚刚建立的人民民
主政权。

北 宽 坪 、黑 龙 口 、牧 护 关 和 大 荆 等 地
都 有 土 匪 流 窜 活 动 ，到 处 抢 劫 行 凶 ，惨 案
接 二 连 三 。 作 为 商 县 人 民 政 府 的 首 任 公
安 局 局 长 ，杜 景 带 领 剿 匪 工 作 队 风 里 雨
里、泥里水里，不分昼夜地明察暗访，宣传
教育，搜索线索，精准打击。

他亲自从民警和公安队（注：公安队是
当时公安系统的作战队伍，相当于今武警部
队，公安局局长兼任公安队领导）里挑选精
明干练人员，化装成收鸡蛋的小贩，深入土
匪出没的石剑川地区摸清匪情后，配合公安
队远距离奔袭、搜山、合击，捕获祸害几个区
县的匪首王申德、王分山等匪徒。1949 年后
半年，经过 3 个多月艰苦细致的工作，剿灭大
小土匪 17 股。

1950 年初，杜景亲自带队驻扎大荆、腰
市，深挖线索，顺藤摸瓜，掌握了匪首周寿娃
的逃跑路线，从商州北乡追踪到渭南、华县，
于 1950 年 6 月底，在郑州将逃匿一年的周寿
娃逮捕归案。在商县全境，杜景率领公安队
伍通过集中进剿、重点清剿、联合清剿，用了
一年多的时间，终于结束了商县匪患久远、为
害甚烈的历史。

1952 年 9 月，杜景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
一 届 人 民 代 表 选 举 产 生 的 中 共 丹 凤 县 县
长。1955 年初，他调商洛地委任常委、组织
部部长。之后，任商洛地委候补书记兼组织
部部长。

1964年，杜景调到西安工作后，一直生活
在这座文化古城，“文革”中曾遭遇冲击。

2000 年 6 月 5 日，杜景在西安不幸病逝，
享年 87岁。

据杜建平回忆，直到杜景去世的前几年，
他每天晚上给父亲洗脚时，父亲那只受过伤
的脚底还是一道深槽。有一次，他开玩笑说：

“爸，这是你的光荣印记，几十年踩在脚底下
都磨不平，可你从来都不对人说。”杜景颇有
感慨地说：“唉，比起刘丹东和那些牺牲的游
击队员，我受的这点伤根本不值一提，这也是
我多年来不愿在公开场合谈及此事的原因。”

一 身 肝 胆 写 春 秋
郭明霞

杜景杜景

本报讯 （通讯员 陈 波）近日，丹凤县召开 2023 年

招商小分队外出动员会，对 4支招商小分队授旗并下达出征

令，本着“起步即冲刺、开局即决战”的姿态奔赴全国各地，全

面踏上“项目建设提升年”新征程。

县上规定，4 支招商小分队全年在外招商引资不少于

100 天，招引链主企业 1 家、高品质酒店 1 个、总部经济企业

两户以上，引进亿元以上项目不少于 15 个。县上预算每支

招商小分队每年工作经费 10 万元，用于工作开展期间办

公、会议、差旅、交通等日常费用保障。同时，建立招商小

分队实绩档案，将招商小分队工作实绩纳入全县招商引资

工作考评范畴，按照《丹凤县招商引资考核奖惩办法》进行

考核奖惩、优胜劣汰，对工作表现好、超额完成任务的招商

小分队予以表彰奖励，对敷衍了事、工作无进展无特色的

干部及时召回更换。

丹凤 4支招商小分队授旗“出征”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地委书记王杰（右一）与组织部部长
杜景（中）一起下乡查看农业生产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