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革命烈士手抄报(汇总8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
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革命烈士手抄报篇一

当我们来到雨花台，站在屹立在天地之间的烈士碑前，我们
心潮澎湃，革命烈士们为了保卫家国牺牲了自己，他们那种
精神永垂不朽。烈士鲜血撒满天地，使我们永远忘不了日本
侵略者对我们中国人的屠杀和耻辱。

革命烈士不计其数，让我们想到了一个人。在中国共产党早
期的杰出英才中，有一位北京大学毕业的现代工人运动开创
者，那就是后来牺牲在我们南京雨花台的邓中夏烈士。

那是1933年夏天，邓中夏不幸被捕后被押到南京。国民党想
挑拨他对共产党的不满，“你是共产党的老前辈，现在却受
到莫斯科回来的小辈欺压，连我们都为你感到不公平!"邓中
夏轻蔑地回答：“这是我党内的事，你有什么权利过问?”狱
中秘密党支部派人在放风时间问他：“大家想知到你的政治
态度怎么样?”邓中夏说：“问得好，请告诉同志们，我邓中
夏就是烧成灰，也是共产党的。”

他凭着这股正气，于1933年9月21日夜，唱着《国际歌》走向
了雨花台，成为在那里牺牲的十万烈士中著名的一人!如果没
有这些宁死不屈的烈士，那有我们现在的好生活。



革命烈士手抄报篇二

1895年10月18日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一个贫苦农民家
庭。受父亲影响，吉鸿昌幼年即具有爱国思想。19秋天，不
满18岁的吉鸿昌弃学从戎，投入冯玉祥部当兵。他因吃苦耐
劳、智勇正直被冯赏识，提升为手枪连连长，不久又提升为
营长。当外国人都在歧视中国人的时候，吉鸿昌在自己胸前
挂上“我是中国人”的牌子，真可谓是爱国名将。

19，吉鸿昌回乡探亲时，拿出全部积蓄，利用一所破庙作校
舍，创办了“吕北初级小学”。吉鸿昌立下规定：凡是贫家
子弟，一律免费上学。学校规模一度壮大，曾被誉为“豫东
第一”。

1925年10月，吉鸿昌升任绥远省督统署直辖骑兵团团长兼警
务处处长。不久又被任命为第36旅旅长。十几年里，吉鸿昌
虽不断升官，但却丝毫没有改变“当兵救国，为民造福”的
初衷，时刻铭记着父亲“作官即不许发财”的教诲，平时省
吃俭用，兴办公益事业。他严于律己，也约束部队不许扰民。
吉鸿昌结识共产党员宣侠父等人，开始接触革命思想。1926
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吉鸿昌率部参加了西
安之战。1927年4月，吉鸿昌所部扩编为第19师，升任师长，
归属冯部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所辖。国民革命军沿陇海路东
征，吉鸿昌率部攻克洛阳、巩县，又强渡黄河，占领豫北重
镇新乡，奉军被打得抱头鼠窜。吉鸿昌所部被誉为“铁军”。

1928年任第30师师长，调防甘肃天水。1929年7月，吉鸿昌进
兵宁夏，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兼第10军军长。他整饬了军队和
吏治，致力于汉回团结，提出了“开发大西北”的口号，决
心为民兴利除弊。

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吉鸿昌奉命率部从宁
夏出潼关，参加讨蒋大战。9月，冯玉祥的西北军战败。吉鸿
昌为了保存实力，接受蒋介石改编，就任第22路军总指挥兼



第30师师长，不久被蒋派往光山、商城一带进攻鄂豫皖苏区。

吉鸿昌对进攻苏区十分反感。他“托病”到上海与党组织取
得了联系，随后又化装到鄂豫皖苏区进行了考察，思想上受
到很大触动。随后曾在潢川组织所部起义参加工农红军未果。
蒋介石发现吉鸿昌有“谋反”之意，便解除了他的军职，逼
迫他出国“考察”。(第一次兵变)

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鸿昌将军被蒋介石逼迫下野，
到国外“考察实业”。船到美国，吉鸿昌就接二连三地遭到
意想不到的刺激，如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却对日
本人却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
职员竟说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中国了，吉鸿昌异常愤怒，刚要
发作，陪同的使馆参赞劝道：“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是日本人
呢?只要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
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吗，可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
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
块木牌，用英文仔细地在上面写上：“我是中国人!”

在国外，吉鸿昌通过利用记者的采访，以事实揭露了日本侵
略中国的种种罪行，并斥责英国纵容日本侵略中国和蒋介石
对日妥协的丑恶行径。在德国时，吉鸿昌曾多次要求到苏联
进行访问，遭到蒋介石反动政府使馆的百般刁难，不予签证。
悲愤之下，吉鸿昌挥笔疾书：“渴饮美龄血，饥餐介石头。
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吉鸿昌闻讯立即回国寓
居天津，秘密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联系。不久，他整理出
版了《环球视察记》，借以抒发他忧国报国的热情。同年4月，
吉鸿昌在北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爱国的旧军
人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从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他按照党的指示，到湖北黄陂、宋埠一带召集旧部策划起义。
(第二次兵变)起义失败后，他赴泰山动员冯玉祥出山组织武
装抗日。吉鸿昌毁家纾难，变卖家产6万元购买武器，积极联



络各地抗日零散武装，作起兵抗日准备。

1933年5月26日，吉鸿昌同冯玉祥、方振武等抗日将领依靠苏
联的武器支援和集合东北义勇军在张家口宣布成立“察哈尔
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兼第2军军长。败退
的热河军，蒙古族武装，察哈尔当地民团和一些当地的土匪
武装建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第2军军长，旋任北路
前敌总指挥,率部向察北伪军进击,在收复康保、宝昌、沽源
等城池后，吉鸿昌又指挥部队向多伦进攻。经过五昼夜血战，
7月12日终于收复多伦。察北四城的收复，极大地鼓舞了全国
人民的斗志。然而，蒋介石却反诬同盟军破坏“国策”，令
何应钦指挥16个师与日军夹击同盟军。

1933年8月26日，吉鸿昌率领3000多人试图去商都同抗日同盟
军高树勋会合，建立苏区。但遭到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苏
区因而无法建立。吉鸿昌无奈之下找到了方振武，准备一同
进攻由国民革命军驻守的北平城。9月21日，行进到日军和国
军交界的非武装区。日军飞机投放传单，要求吉鸿昌部队3日
内离开，不然派兵剿灭，吉鸿昌在3日内离开了。10月10日，
吉鸿昌部队在进攻到北平附近的昌平被中央军伙同晋军、西
北军包围，军队大部崩溃。

随后，日军主力在察边境集结，并驱使败退伪军准备重新进
攻。苏联在国民政府的压力之下也停止了对同盟军的支援。
国民政府中央也派出要员去说服同盟军领袖冯玉祥放弃独立
割据的念头，将部队交给中央指挥。而中共则在同盟军内部
开始宣传策反，准备将抗日同盟军发展成红军，在河北山西
建立苏区。内忧外患之时，同盟军内部的东北义勇军部首先
表示归附中央。冯玉祥也发表声明取消了同盟军司令的头衔。
8月15日，伪军重新进攻多伦。分崩离析的同盟军不敢正面对
抗。在15日夜连夜不战放弃多伦，全军转移。转移之后，剩
下的5万抗日同盟军彻底瓦解。

吉鸿昌战至10月，因弹尽粮绝而失败。为了保存抗日实力，



吉鸿昌与方振武到国民党第32军驻地同商震谈判。不料，蒋
介石却电令商震把吉鸿昌和方振武押送北平审问。途中，吉
鸿昌用计使方振武脱身。车行至北平城外，押送人员在吉鸿
昌感化下，冒着生命危险放走了吉鸿昌。(第三次兵变)

1934年5月，吉鸿昌回到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
斯大同盟”，他被推为主任委员，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
作。在他家三楼一角，设立了一个秘密印刷所，出版了机关
刊物《民族战旗》报。他的住宅也成了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
因而被党内同志称为“红楼”。

6月，吉鸿昌、南汉宸秘密与西安杨虎城将军取得联系，并得
到杨虎城的援助。吉鸿昌积极筹资购买武器，进行武装抗日
反蒋的准备工作。

吉鸿昌同志还亲自约集原西北军中具有反蒋思想的苏雨生、
刑肇棠、雷中田等人来天津，由天津地下党组织集中进行开
展秘密武装斗争的训练，然后派往西北、豫南、豫西、安徽
等地，组织人民抗日武装自卫军，作为红色火种。(第四次兵
变)

1934年11月9日晚，吉鸿昌在法租界秘密开会时遭军统特务暗
杀受伤，被法国工部局逮捕。蒋中正他老婆宋美龄和亲戚孔
祥熙拿公款向租界行贿，吉鸿昌被引渡到国民党“北平军分
会”。11月23日，北平军分会举行了一场所谓的“军法会
审”。吉鸿昌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地说：“我是中国共产党党
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而转到为工农
劳苦大众的阵营里来，为我们党的主义，为全人类解放事业
而奋斗，这正是我的光荣……”

11月24日，所谓的“军事法院”以“叛国罪”(多次煽动兵
变)和“叛党罪”(脱离国民党加入共产党)判处吉鸿昌枪决。

(1934年11月24日是吉鸿昌殉难的日子。面对“立时枪决”的



命令，吉鸿昌镇定安详地向敌人要来纸和笔，挥笔疾书，写
了自己坎坷曲折而终于走向革命道路的一生，历述蒋介石祸
国殃民的种种丑行。在给夫人胡红霞的遗嘱中写道：“夫今
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吉鸿昌披上斗篷，从容不迫地
走向刑场。他用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
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
此头!”

吉鸿昌声色俱厉地对特务喝道：“我为抗日而死，为革命而
死，不能跪下挨枪，死后也不能倒下，给我拿把椅子来!”吉
鸿昌又命令道：“到前面开枪!共产党员要死得光明正大，决
不能在背后挨枪，我要亲眼看着蒋介石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
的!”当特务在吉鸿昌面前颤抖着举起枪时，他振臂高
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革
命万岁!”在这震山撼岳的呼喊声中，英勇的共产党员、中华
民族的英雄吉鸿昌壮烈地牺牲了，年仅39岁。)

以上系后人杜撰，真实的历史比想象的要残酷的多，吉鸿昌
的绝命诗是有人偷偷从监狱中传出来的。牺牲的经过也并不
像影视作品中那样壮烈。

革命烈士手抄报篇三

革命烈士张尔芳是我国革命史上一位令人敬佩的伟人。他毅
然投身革命事业，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奋斗，
最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张尔芳的事迹感动了无数人，包括
我自己。在学习了他的生平和事迹之后，我深深被他的坚定
信念、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所震撼。通过学习他的心得体会，
我进一步领悟到了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和意义，也更加明确自
己肩负的使命和责任。以下是我对革命烈士张尔芳的心得体
会。

首先，张尔芳的信念和追求给了我极大的启示。他从小就对
社会不公和民族痛苦有着深刻的认识，心怀家国情怀，立志



投身革命事业。他清醒地意识到，只有通过革命斗争，人民
才能摆脱封建统治和外国侵略，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他坚信，只有以民族为依托，以人民为中心，才能实现社会
的真正公平正义。张尔芳为了这个理想毅然奋起，毫不犹豫
地投身革命，哪怕付出最高的代价。他的坚定信念和追求让
我深受感动，在面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时，我也会以张尔芳为
榜样，坚持自己的信仰并为之奋斗。

其次，张尔芳身上的高尚品质给予了我深刻的触动。在革命
斗争中，张尔芳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能力、坚强的毅力和顽
强的韧性。他不畏强暴，敢于正义，坚守信念，始终保持对
事业的忠诚和执著。尽管遭受了许多艰难困苦和磨难，但他
从未退缩过，始终坚持斗争到底。他总是将个人的命运与人
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毫不犹豫地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
自己的个人利益。张尔芳身上的这种高尚品质给了我极大的
启示——作为一个有志青年，应当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和世界观，追求高尚的品质并努力成为有用之人。

再次，张尔芳的崇高精神也给了我无尽的力量和勇气。面对
残酷的武装斗争，他始终保持坚定的信念和无限的勇气。他
以顽强的毅力和战斗精神，带领人民进行了一系列的战斗，
以捍卫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权益。他在历次战斗中始终展现
出高超的战术技巧和坚韧的意志，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
他的崇高精神让我明白，只有坚定的信念、无限的勇气和持
久的奋斗，才能战胜一切困难和挫折，取得最终的胜利。我
将始终铭记张尔芳的崇高精神，不畏艰难困苦，为我的理想
和事业而努力奋斗。

最后，张尔芳的精神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必将激励我做出积极
的行动。正如张尔芳一样，我也将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和人民
事业，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努力奋斗。我也将通过
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能力，努力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并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无论在哪个领域或岗位，我都将以
张尔芳为榜样，为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总之，学习革命烈士张尔芳的心得体会让我倍感宝贵。他的
信念、品质和精神无不让我深受启发和感动。通过学习他的
事迹，我坚信，只有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质和崇高的精神，
我们才能为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进步做出更多的贡献。我将
继续向革命烈士张尔芳学习，勇敢地走在实现自己的人生目
标和社会价值的道路上。

革命烈士手抄报篇四

张尔芳是一位伟大的革命烈士，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最终为我们赢得了
解放胜利。他的一生充满着艰辛和牺牲，他对于革命的心得
体会，不仅对革命者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于我们每一个
普通人而言也能够从中汲取力量和智慧。

第二段：勇往直前，坚定信仰

张尔芳在革命的道路上始终保持着一颗坚定的信仰，他坚信
革命事业的正确性和光明性，因此他不畏艰难困苦，毅然投
身到革命队伍之中。他深知革命的艰辛和危险，却从不退缩，
反而反复强调革命的艰难并表达对革命事业的无尽热爱。他
的勇往直前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敬佩和学习。

第三段：放弃个人利益，追求大公无私

张尔芳年轻时本可以享受幸福的家庭生活和个人利益，但他
却毅然放弃了这些，选择了投身到革命事业之中。他深知个
人的力量微薄，而且只有放弃个人的利益，才能为整个民族
和人民谋福祉。他完全把个人的幸福和境遇置之度外，在追
求大公无私的理想中毫不犹豫地奋斗。他的精神薪火，激励
着我们永远不忘初心，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

第四段：牺牲坚守，永垂不朽



张尔芳在为革命事业进行的斗争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付
出，最终以自己年轻的生命为代价，为我们赢得了解放。他
的牺牲并不是一种愚昧的牺牲，而是为了更加伟大的目标和
理念，他坚守了自己内心的信仰，虽然身体离开了我们，但
他的精神却永远留在了人们的心中。他的牺牲激励着我们，
要用不懈的努力去守护和承载这份信仰。

第五段：对当代人的启示和反思

回顾张尔芳的一生，我们应当深思和总结他的心得体会。他
是一个普通人，但他的信仰和坚守，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伟大
的榜样。现在的社会风风雨雨，个人利益至上，我们常常忘
记为人民谋幸福才是我们的初衷。我们需要从张尔芳的一生
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明确自己的信仰和目标，坚守信仰不
退缩，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

总结：

革命烈士张尔芳的心得体会充满着智慧和力量，他的勇往直
前、放弃个人利益追求大公无私的精神，以及为理想牺牲坚
守的精神，都是我们值得学习和守护的品质。我们应该从他
的一生中吸取深刻教训，为了共同的目标和信仰而努力奋斗。
以他为榜样，我们才能够更好地为民族和人民的幸福而奋斗，
让他的精神永垂不朽。

革命烈士手抄报篇五

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程中，涌现出了许多革命烈士，
他们用自己的热血和牺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
大贡献。其中，张尔芳同志就是一位光辉的革命烈士，他用
生命捍卫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为我们树立了崇高的革命榜样。
近日，我读了写在张尔芳同志的遗书中，震撼了我。下面我
将就这本书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得体会。



张尔芳同志生于1903年，父亲是一位农民，他从小就经历了
地主的压迫和剥削，并深刻体会到中国人民需要摆脱这种困
境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张尔芳同志继承了父辈的志向，他一
直有一个心愿，那就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奋斗到底。而他也
从小就表现出了过人的聪明才智和勇气，他在村中的地主子
弟学校里表现出的才华和勇敢，被老师和同学们所认可。这
种赞誉使得张尔芳同志的自信倍增，他决定要努力学习，成
为拯救中国人民的栋梁之才。

12岁那年，张尔芳同志考上了陕西省立中学，开始接受了正
规的教育。在校期间，他深入学习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了解
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殖民。他对此深感愤怒和痛心，
决定将来要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在学校里，
张尔芳同志不仅努力学习各科知识，而且积极参加学校的社
会实践活动。他组织了一个学生团体，在学校中宣传革命思
想，鼓励同学们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斗争。尽管学校领导对
他的活动心存疑虑，但张尔芳同志仍坚持下去，他认为为了
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任何困难和压力都不足言。

张尔芳同志大学毕业后，进入了国民党政府工作。一开始，
他对于国民党的前途抱有一些幻想，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
力改善中国的政治和民生。然而，很快他就认识到了国民党
的黑暗和腐败，以及他们对民众的憎恶和压迫。他在国民党
工作的五年里，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府对农民和工人阶级的
压迫，心如刀割。并在此期间，他与一些同志一起共同发起
了一系列的抗争和斗争，为中国人民的利益呐喊和连绵不断
的斗争。但国民党政府对此置之不理，甚至还将他们打入了
黑名单。可悲的是，他们的诉求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厌倦了国民党的叛卖和卑鄙行径，张尔芳同志最终决定投身
共产党的怀抱。他了解到共产党是中国最有希望和最具前途
的政党，而且共产党早已经展示了自己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
事业的奉献和牺牲。他坚信只有走共产主义的道路，才能够
真正实现中国人民的利益和解放。因此，他毅然辞去了在国



民党的工作，并加入了地下党进行革命活动。他秘密地对共
产党进行宣传，组织农民和工人阶级的秘密组织，鼓励他们
一起进行抗日斗争和农民运动。在他的努力下，这些组织得
到了蓬勃发展，并为日后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尔芳同志在中国革命事业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他
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他始终坚守着自
己的理想和信念，始终处于斗争的前线，为中国人民的解放
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生前曾说过：“我的一生将为了那
片土地奋斗，只为了她的无比贡献”。正是这种崇高的革命
精神和牺牲精神，使得张尔芳同志永远被中国人民铭记在心。

张尔芳同志的心得体会，教育着我们，告诉我们，在伟大的
革命事业中，理想和信念是至关重要的。在困难面前，我们
不能退缩和放弃，而是应该坚守自己的信仰，放开自己的羽
翼，不断努力追求自己理想的坚定信念。只有这样，我们才
能够成为真正有用的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自己的
贡献。张尔芳同志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革命的典范，更
是一个明星，一个我们值得向往和学习的楷模。让我们铭记
他的革命事迹和精神，不断发扬光大，奋发向前，为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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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你

与喧闹的公路相偎

伫立不显眼的山上

我的

浙东革命烈士纪念碑



岁月以特有的刚烈

引我

再次

与你默默对视

遍山的翠竹识我

识我于潺潺潭下

九天的瀑布

卷起激情的雷雨

思你

山与山的.起伏间

那年

送北撤的弟兄

在我家的屋旁

在小路上

脚步声匆匆

总是在既定的日子

响起

座右铭依你



合影

在那袭阳光下

我的

浙东革命烈士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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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骏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司令员，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之一。他参加了南昌起义、井冈山战役、长征等历史性事件，
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1935年，他在福建省石桥村被
敌人捕杀，成为了中国革命中的烈士。马骏不畏强暴，坚守
信仰，向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的奋斗精神和革命
精神将继续激励后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第二段：马骏的革命精神

马骏是一位有着坚定信仰的革命者。他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
响，对革命的正确道路有着清晰的认识。在面对艰难险阻和
敌人威胁时，他始终保持着革命的坚定信念，带领部队奋勇
杀敌，终于取得了井冈山胜利。他的坚定信仰和不屈不挠的
斗志，激励着无数革命后代，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奋斗。

第三段：马骏的革命精神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马骏的革命精神和奋斗精神，对于现代社会有着深刻的启示。
现在，我们生活在物质和精神都高度发达的时代，但是同样
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当社会、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
需要我们呼唤时，我们应该坚定信仰，像马骏那样不畏强暴，
追随正确的道路，为实现伟大复兴而艰苦奋斗。

第四段：如何继承和发扬马骏的精神



为了继承和发扬马骏的精神，我们应当在平时的学习和生活
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和修养，在实践中增强勇气和韧劲，
并努力把个人的追求融入国家的发展中。同时，我们应该始
终保持一颗忠诚的心、一份坚定的信仰，并积极参与到各种
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活动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奋斗。

第五段：总结

马骏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在中国革
命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革命精神与奋斗精神，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源泉，对我们从事任何行业、领
域工作的人都十分宝贵。因此，我们应该牢记马骏的业绩和
思想，将其精神投射到革命历程中去，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伟大征程中，弘扬这种可贵的革命精神，为中华民
族的崛起而努力拼搏。

革命烈士手抄报篇八

江竹筠在她8岁时，性格刚强的母亲与游手好闲的父亲不能相
处，便带着江竹筠姐弟到____投奔兄弟。江竹筠10岁到____
的织袜厂当了童工，因为人还没有机器高，老板就为她特制
了一个高脚凳。11岁时，她又进了____的一所教会办的孤儿
院，边做工边读书。在苦难的生活经历中，江竹筠对当时的
社会制度充满了憎恨，同时也养成了刻苦学习的精神。她在
上学时十分用功，记忆力超群。之后据同牢难友讲，在狱中，
她背诵和默写下_《新民主主义论》和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
修养》，供难友们学习。江竹筠于1939年考入____的中国公
学，秘密加入了共产党。1944年秋，江竹筠又考入四川大学
农学院植物病虫系，翌年转入农艺系。1946年，她毕业后回
到____，参加和领导学生运动。

1947年春，中共____市委创办《挺进报》，江竹筠具体负责
校对、整理、传送电讯稿和发行工作，只几个月的时间，报



纸就发行到1600多份，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1948年4月，
《挺进报》的发行机关被伪装提高的特务打入，以顺藤摸瓜
的方式破坏了____市委，6月间，江竹筠被逮捕。在押往____
的码头途中，她碰巧遇到了已经成了叛徒的原中共川东地委
书记涂孝文，立即机智地大声呵斥叛徒，使得叛徒无法再伪
装害人。江竹筠被送到____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的“渣滓洞”监狱后，惨遭手指钉竹签等毒刑的残酷折磨，
仍坚贞不屈，并领导狱中的难友同敌人展开坚决的斗
争。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被特务秘密枪杀，然后被用镪
水毁尸灭迹，时年2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