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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垂青简 气壮丹霄
——— 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八支队支队长曹志尚烈士

□ 本报记者 尹 彤
本报通讯员 薛海波

革命烈士曹志尚墓位于嘉祥县老僧堂镇大
曹村东约1公里处。一条幽静的小路径直通向墓
地，路两侧柏树林立含翠。墓地周围青松翠柏环
抱，环境清幽典雅。“这些树栽了有40年了，平时
我定期打理打理。”8月29日，曹志尚的侄子、今
年71岁的曹珍聚老人指着墓地周围的青松翠柏
告诉记者。

曹志尚在曹珍聚出生前就牺牲了，虽然与
大爷从未谋面，但从小听着大爷的英雄故事长
大，在曹珍聚的心里，曹志尚就是课本中那些革
命英雄人物。“他一直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不仅
有本事也有义气。”曹珍聚骄傲地介绍。

“曹志尚的二叔曹炳宸曾经担任过汶上县
师范讲习所所长和劝学所所长，在我们这一带
很有威望。”曾任过南旺县委办副主任、嘉祥
县农业局局长的89岁离休老干部曹景仁回忆起
曹志尚生前事迹。“曹志尚小时候跟随曹炳宸
上学读书。他个性很强，会武艺，好打抱不
平、主持正义，曾经独自一人制服两个调戏妇
女的兵痞。”曹珍聚也向我们佐证了曹志尚武
艺高强，“我大爷有一把二十响匣子枪，就是
他一个人潜入敌人碉堡后从敌人手中缴获
的。”

曹景仁老人曾在5、6岁时见过曹志尚，“当
时他正在老家躲避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通缉”。
1928年，曹志尚任汶上县农民协会干事兼县警

备大队副大队长。1930年，他因率县警备大队包
围县政府，反对向农民暴征苛捐杂税，被国民党
山东省政府以抗捐谋反的罪名撤职通缉。

曹景仁老人拿出了一本自元朝至顺元年
（1330年）开始编修的《曹氏家谱》，其中记载着
曹志尚烈士的丰功伟绩。

1936年11月，曹志尚考入济宁小学教师短训
班，结业后回家乡担任小学教师。任职期间，他
与刘启文、曹麟周等人在汶上县办的力生文具
合作社成为了主张抗日进步人士的秘密联络
点。

“七七”事变后，曹志尚、刘启文、陈伯
衡等人秘密组织起了抗日武装力量，并于1938
年2月5日在汶上县申垓村永安寺（现属梁山
县）举行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汶上县人民抗
日自卫队。自卫队先后经过几次整编后，被编
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一团，曹志尚任团
参谋长兼一营营长。1939年3月，曹志尚由团特
派员孟晓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接连打了几
场漂亮的战斗。

1939年5月11日，115师师部和部分部队被日
伪5000余人包围，曹志尚率六支队一团一营迂
回到敌军侧面进行袭击，为115师胜利突围创造
了有利条件，受到陈光代师长的表扬。

1939年8月2日，曹志尚率领一个加强连参加
了著名的梁山战斗，配合主力部队击毙日伪军
300余人，俘虏日军24人，受到第十八集团军总部
的表扬。

1939年9月，第十八集团军总部指示115师肖

华部进驻鲁西运东地区。为配合运东地区的抗
日活动，曹志尚和第六支队司令部一团政委刘
星率两个连进驻鲁西地区开创抗日根据地，并
接收了原国民党汶上县长白玉普和侯宪明的地
方武装，编成郓汶巨嘉抗日游击队。1939年11月，
部队被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八支队，侯宪
明任支队长，白玉普任副支队长，曹志尚任副支
队长兼参谋长。曹志尚率部队到达运西地区（大
运河以西，今嘉祥县梁宝寺镇、大张楼镇），先后
攻克驻南旺镇胡田局、郓城县黄堆集、济宁长沟
和汶上县马村（现属嘉祥县）等日伪据点，给日
军以沉重打击。但当年的12月，日军调集重兵大
举扫荡南旺湖区，八支队遭受重大损失，侯宪明
叛变，白玉普离开抗日队伍。曹志尚改任支队
长，和刘星率八支队在运西地区坚持战斗。

1940年春天，反动会道门头子、伪区长李建
德操纵红枪会暴乱。曹志尚率部队到达后，李建
德操纵红枪会将其包围。在突围中，曹志尚不忍
向群众开枪，命令战士用机枪向无人处开枪示
警无效，后被包围在响水口村西一大坑内，壮烈
牺牲。

1995年12月，嘉祥县政府为曹志尚烈士重修
坟墓，立花岗岩墓碑，碑体正面刻“革命烈士曹
志尚之墓”九个大字，背面镌刻着烈士的丰功伟
绩，事迹可歌可泣。“名垂青简黄河汶水留战绩，
气壮丹霄泰山微湖吊忠魂。”这是曹志尚墓两侧
的栏杆上的对联，“我大爷他是个硬汉，到最后
也一直坚守党员的使命，他值得我们所有人尊
敬！”曹珍聚感慨地说。

老槐树上的弹孔
见证胜利

首创鲁南地区抗战以来我军一个连队全歼日军一个小队的战例

□ 本报记者 赵德鑫 尹 彤
本报通讯员 包庆淼 付仰喜

“连长下命令啊，刺刀往上安；机关枪当当
响一阵，汉奸跑了去；鬼子到桥底下钻，四连的
威风一定不放宽。”86岁的村民孟凡山站在泗水
县城东南三十里西故安村故安桥前，又哼起了
当年故安桥战斗胜利后村民们编出的歌谣。

孟凡山告诉记者，提起故安桥战斗，在当时
的鲁南地区，那真是妇孺皆知，老幼传诵。1944
年7月5日，尼山独立营四连在连长杜嗣存指挥
下，将日军一个小队包围在西故安桥下，经过三
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日军一个小队共二十九
人，击溃了五百伪军的增援部队，缴获“九六”式
轻机枪一挺，“三八”式步枪二十八支，指挥刀一
把，驳壳枪一枝，机枪、步枪子弹若干，首创了鲁
南地区抗战以来我军一个连队全歼日军一个小
队的战例。

战斗最早开始于1944年7月4日，尼山独立
营第三、四连在滋临公路卞桥至苗馆段，伏击了
五辆日军东去的军车，击毙日伪军18人，缴获一
批军用物资。7月5日，鬼子、伪军分路出动报复，
伪军大队长孔运谦率伪军五百余人，偷袭黄家
岭，日寇小队长太乙郎率一个小队的日军清剿
西故安村。

孟凡山指向了桥下的北孔洞，“当时鬼子的
小队长太乙郎被打出村后就躲藏在桥下的北桥
洞中。”西故安桥南北走向，长约十米，宽五米，
桥洞共有四孔。南两孔在主河道上，河面较平
荡，不易隐蔽。北两孔是续建的附桥，桥面用厚
石板铺成，桥洞口有高出地面半米高的礁石，是
天然的障碍物，易于隐蔽，仿佛是个桥头地堡。
在逃出西故安村后，五个鬼子占领了大桥西南
侧的石灰窑，架起轻机枪；六七个鬼子占领了桥
北头，利用石碑楼、老槐树、土坌子作掩护；又有
四五个鬼子占领了桥东南的石坝堰；其余的鬼
子尾随太乙郎钻进了桥北头两个桥洞里。

抚摸着桥旁的老槐树，当年的弹孔随着大
树的生长成为了凸起的疙瘩，孟凡山一个一个
地数着树上的疙瘩，这是当年鬼子的机枪留下
的痕迹。敌人在石灰窑处的机枪哒哒地发射，光
在老槐树上就留下了十几个弹孔，给战士们带

来了极大的压力，四排副排长乔尚海看到这种
情况，从西边的高粱地里穿越溪沟，朝石灰窑猛
扑过去，刚插到沟底，就被桥下的鬼子兵一枪打
中胸部，他坚持匍匐前进，每前进一步就留下一
步的血迹，在爬至距敌人机枪20米处，乔尚海用
尽全身的力气，扔出了一颗手榴弹，终于将敌人
的机枪手炸昏，后边的战士立即夺下了这挺九
六式轻机枪。

太乙郎设置在大桥周围的三个火力点，桥
北头高地与石灰窑分别被战士们攻下，东南石
坝堰下的鬼子也处在三面受击的境地。这时，太
乙郎仍然抱着伪军前来增援的希望。但太乙郎
想不到的是，五百多名伪军早已被四连的三排
战士一阵冲杀，逃回到苗馆据点里。太乙郎待援
不到，处境越来越困难，只好命令两个鬼子在桥
头架起机枪，掩护他和其他鬼子突围。鬼子钻出
桥洞，正要向河岸上爬的时候，一阵急风暴雨般
的子弹迎面打来，爬上岸的几个鬼子应声倒下
了，太乙郎和其余鬼子又被打回了桥洞里。

孟凡山的二哥孟凡荣是当时四连的一名战
士，平时孟凡山与四连的战士们十分熟悉，战场
的形势大局已定，连长杜嗣存让孟凡山去邓家
村的指挥部送信，“小鬼子已经被围到了桥下，
解决他们没有问题。”

四连向围困的鬼子展开了政治攻势，指导
员刘涛亲自向鬼子喊话，却迎来了鬼子的冷枪。
杜连长见状首先跃上土埂，向桥头冲去，战士们
也一跃而起跟着冲了上去。杜连长冲到桥头，见
有两个鬼子探出半截身子，举枪要射，杜连长

“啪啪”两枪，了结了鬼子的性命。随即杜嗣存奔
上桥面，抽出一颗手榴弹拉开导火索，刚要往桥
洞里扔，不料敌人从桥缝里发现了他，顺着桥缝
往上开了枪。杜连长中枪倒下，手榴弹在桥洞口
爆炸，弹片崩去了太乙郎的鼻子尖。看到杜连长
倒下，战士们奋不顾身地从四面向桥洞冲去。敌
人决定作最后的挣扎，一个个从桥洞里钻出来，
战士们与鬼子展开了白刃战。四班长杜钦直向
太乙郎冲去，太乙郎举刀向杜钦连劈三刀，都被
杜钦用刺刀拨开，紧接着杜钦向太乙郎面部虚
晃一刀，趁太乙郎稍一楞怔，刺刀便刺入了他的
心脏，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终
于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抗日战争时期故安桥战斗遗址。

渔民打野鸭的猎枪成了抗击侵略的有力武器

鸭枪队拿碉堡

□ 姬长银 张誉耀

微山湖上，一到金秋，就有成群结队的野鸭
从北方飞来，落在湖面。湖民们铸造了鸭枪，猎
取这天然美味，以猎枪为生的渔民帮派称为“枪
帮”。自日军侵入微山湖地区，在南阳、微山岛和
沿湖各镇布下据点后，渔民惨遭蹂躏，水产横被
掠夺，湖水掀起怒涛。“枪帮”变成立了鸭枪队，
打日寇，除汉奸，活跃在微山湖上。

鸭枪与打麻雀的鸟枪、打兔子的土枪大不
相同。微山湖边一只只柳叶形的小船，唤作“枪
溜子”，三米半长，一米半宽，轻便灵活，前进速
度快。枪溜子上，竖卧着一根浑铁铸成的空心齐
头大铁棒，后头粗，牵头稍细，这就是鸭枪，小的
五六米长，大的有八米长，430多斤重。一次能装
一斤二两火药，三斤半铁砂子，像豌豆那么大，
有一千多粒，能打出一二百米远，扇形散开五米
多宽。三把粗的树，一枪就能轰断，有时装三两
个鸡蛋那么大的“独龙驹”，威力就更大了。

1944年的一天上午，鸭枪队长周洪涛带一
只枪溜子进湖，枪前头伪装上鲜湖草，鸭枪口上
堵着鸭毛，为完成区委交给他的一项特殊任务
前来“猎鸭”。他们把手榴弹装在野鸭肚子上，制
成“鸭弹”，趁日寇催缴慰劳品之际，送到菱角镇
的鬼子据点，来个里外夹攻，拿下敌人碉堡。

老渔霸的三儿子隋常荣，心狠手辣，无恶不

作，渔民把他叫做湖上毒蛇“水长虫”，自他当上
日寇走狗、谍报队长后，更是罪恶累累，多次带
领鬼子烧渔船、捕杀湖上抗日军民。周洪涛带着
鸭枪队员先截住了他的船，将跟着他的三船汉
奸打沉的打沉，逃走的逃走，然后带上“水长虫”
去了菱角镇。

到了据点外，日寇岗楼上哇啦一声喊，枪栓
拉得哗哗响，周洪涛用手枪往“水长虫”腰上一
顶，他便战战兢兢地喊：“报告太君，我是隋常
荣，领着送野鸭的慰劳太君来了。”接着听到放
吊桥、开大门的声音，六个大汉，抬鸭登岸，鱼贯
而入。两个鬼子喊：“院子的放下，快快的开路！”

周洪涛捣了一下“水长虫”，他又开口，“这
是最肥的野鸭，扔几只给太君看看，”鸭抢队员
立即抡起装着手榴弹的野鸭，向屋子扔去，随着
发出“咣咣”几声响，“鸭弹”爆炸了。“水长虫”往
后一缩，蹿上了围墙，掀起一块砖就要向周洪涛
砸去，周洪涛眼疾手快，一枪击中“水长虫”。

这时，外边的鸭枪轰隆响起，炮楼上站岗的
鬼子，应声倒下，接着区中队、鸭抢队杀进来，内
外夹攻，拿下了碉堡，打死鬼子21人，俘虏13人。
前来增援的汉奸队，也被罱帮、箔帮的民兵半道
截住，打得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鸭枪队员们
返回，顺风顺水，高兴地唱起来：“一九四四年，
胜利说不完，抗战力量越来越强大，强盗们用不
几天要完蛋，噢，要完蛋！”

微山湖
抗战“鸭枪队”
当年使用的小
船“枪溜子”。

▲弹痕累累的
老槐树。

爆破大王马立训：炸碉堡立战功
2009年获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

□ 本报记者 赵德鑫 尹 彤
本报通讯员 包庆淼 付仰喜

“马立训匍匐过去，把炸药放在围子（围墙）
边上，再慢慢退回来。掌握好时机用绳子一拉就
炸开了北孙徐外的围子。”8月28日，记者来到抗
日时期夜袭孙徐的战场——— 泗水县济河街道北
孙徐村，85岁的村民李尚芹津津有味地向记者
讲述爆破英雄马立训炸开伪军围子的一幕。“我
家就在伪军围子对面，爆破的震动太大，第二天
我们一家人都脏成了‘土人’！”他笑着说道。

1942年初，驻张庄的土顽张显荣部公开投
降了日军，被封为皇协军司令，李延寿任副司
令。张显荣投日后，将司令部移驻在泗水城南五
公里处的南北孙徐。张显荣属部2000余人分驻
周围30多个村庄，多次配合日军向抗日根据地
侵犯，对泗南抗日游击根据地威胁极甚。1942年9
月3日夜，鲁南军区三团与尼山支队，采取“挖心
战术”，向皇协军司令张显荣的司令部驻地南北
孙徐分别发起攻击。

李尚芹说，当时的北孙徐村分东西两个小
围子，用青石条垒成的围墙高一丈六七尺，很坚
固。两个小围子四角均有突出的炮楼，由张显荣
300余人的亲兵防守。张显荣自恃工事坚固，躲
在西北角大碉堡里。炸开东围子与炮楼的任务
落在了马立训所在的三团一营爆破组身上。

李尚芹回忆道，第一包炸药炸响后，张显荣
被惊醒，爬起来就朝炮楼上跑，一见炸药没有发
挥作用，就又壮起胆来。但是，张显荣的叫喊声
刚落，马立训组织的第二次爆破成功了，中间的
寨门和靠门的一段围墙炸塌了，石头、泥土、木
片，冲破滚滚的烟雾，飞上半天。马立训一声呐
喊，突击队勇猛地冲进圩寨，直逼西北角的大碉
堡，大碉堡上张显荣的亲兵，垂死挣扎进行顽
抗。这时，张显荣和李延寿慌了神，偷偷爬上靠
碉堡的平房，平房下面就是沙沟，李延寿不管三
七二十一就往下跳，张显荣用手攀住墙外的一

棵槐树，刚要往下滑，“轰”地一声平房炸塌了半
边，张显荣和砖头石块一起滚下去。这是马立训
创造的用爆破掩护爆破术。当圩门炸开，趁着飞
起的石块还未落下，硝烟还未散尽，马立训又抢
起炸药包，箭一般地冲向大碉堡。大碉堡一炸
开，敌人哭爹喊娘，连滚带爬往外涌，涌到中层
门外，迎接他们的是黑洞洞的机枪口，机枪手大
喝一声：“缴枪不杀！”敌人才如梦初醒，纷纷跪
下缴了械。拿下了这个碉堡，其他碉堡也解决
了。当天晚间十点钟开始的战斗打到次日凌晨
三点，三团就占领了北孙徐村里的皇协军司令
部，活捉了张显荣。

李尚芹指着村南方向的几座山头告诉记
者，三团以前就是在长峰峪、韭菜岭、老寨山附
近活动，“这支部队用不怕死的战斗精神搞爆
破，且打攻坚战很有一套，我们附近的村民都叫
他们‘老三团’。”

马立训所在的“老三团”是原山东纵队一旅
三团，后与津浦支队合编改为沂蒙支队，后又改

为鲁南军区三团。之所以善于爆破，是因为三团
有一批曾经井下采煤的矿工，他们在井下采煤
实践中，掌握了使用炸药进行爆破的一套技术，
马立训也是其中一员。

为了提高自己的爆破水平，马立训潜心苦
练，成为“老三团”的第一名爆破手。马立训和队
员创造了偷爆、空爆、飞爆、连环爆等许多爆破
方法，后在山东部队中被广泛推广使用，对提高
部队的攻坚技术和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马立训在多次的战斗中，爆破敌人的碉堡、
城楼、圩墙，出色地完成任务，战功卓著，成为鲁
南和山东部队有名的爆破英雄。1944年7月在山
东军区英模大会上受到司令员罗荣桓，政治部
主任肖华的接见，被授予“特等战斗英雄”、“山
东爆破大王”的称号。1945年在攻打滕县阎村的
战斗中，马立训带领着爆破班接连炸毁外围地
堡，率领战士向缺口进攻时，不幸英勇牺牲。
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
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马立训烈士
像。（资料图） ▲被爆破大王马立训炸毁的敌围墙及村中央炮楼。（资料图）

曲阜山东省立二师学生请愿抗日
部分学生放弃学业参与抗日

□ 本报记者 孟一

“就是把车砸了，也不能让学生来南京！”南
京国民党政府一个电话，让请愿抗日的学生遭
受到了更大的阻力。就在津浦路兖州车务分段
工作人员一哄而上上前阻拦的当口，一个身影
突然跳下月台直直地躺上铁轨，其他学生见状
也接二连三地效仿。看着立在铁轨上的“人墙”，
轰鸣的火车终于猛拉了刹车，停了下来。

1931年，日寇将战火烧到了东北，国家遭遇
浩劫。为声援抗日，位于曲阜的山东省立二师

（现曲阜师范学校）联合鲁南七校学生，在兖州
组织开展了一次卧轨截车的抗日请愿斗争。

“当年参加活动的学生已经都不在了，作为
校史的编纂者，我一方面通过查找相关材料获
取信息，另一方面在十几年前年采访到了一些
当事人和当事人家属，尽可能真实地还原这段
历史。”为了解事件的详情，记者找到了原曲阜
师范学校科研处主任刘振佳，他向记者展示了
当年搜集到的信息素材。

1931年12月10日，山东省立二师组织起500
人的抗日请愿队伍，由学生会及各班代表组成

“南下请愿指挥部”，学生每年级组成一个大队，
共5个大队。统一指挥这次鲁南七校截车斗争
的，是学生党员程照轩和牛振，同时还选拔出了
马宗俊、李佑臣、常润山等30多名骨干组成敢死
队，准备在向站方交涉车辆不成时夺车南下。

计划安排妥当，16日，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
顶着凛冽的寒风，徒步从曲阜向兖州进发。当天
中午，鲁南七校的学生共计1000多人，聚集在兖
州火车站。傍晚时分，从菏泽来的一些学生加入
到请愿队伍中。兖州火车站成了激情澎湃的海
洋，口号声此起彼伏，将火车站堵得严严实实。

“那时候，津浦路兖州车务分段段长王有容
等早已闻风而逃，车站人员和火车司机借机也
跑得没影。在这种情况下，省立二师请愿指挥部
决定打电报给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申明南下抗
日的意愿，并要求火速派车接请愿团赴京。”刘
振佳说，学生们没想到，满腔的激愤只换来一句

“把车砸了，也不能让学生来南京。”事已到了这
一步，学生们遂决定夺车。

当时，正好看到201次特别快车由北向南驶
来时，共产党员马宗俊率领敢死队全体队员跑
上去卧倒在铁轨上，其他数百名学生见到此种
情形，也纷纷奋不顾身地趴到铁轨上。车被截下
后，学生们立即登车，分头向旅客进行宣传，说
明请愿团南下为的是要求政府出兵抗日，当局
不给车，只有出此截车下策。

旅客们听后很受感动，纷纷提起行李下车
把位置让给学生们，可车虽然抢了下来，却没有
人敢开车。由于车站无法做通学生和南京方面
的工作，致使津浦路交通铁路电报电话全部中
断，南下车滞留泰安，北上车滞留滕县、临城，长
达4昼夜。

看到一张张青涩的小脸为申请抗战蜷缩在
冰冷的车站和广场、昼夜风餐露宿，当地的工农
群众和商界人士再也坐不住了，他们和四乡师
的学生们还有一些商贩一起自掏腰包，推着小
车把热水、热饭送到车站。

得到了周围人的支持，学生们更加群情激
奋，面对兖州驻军第二十二师乘装甲车的强势
镇压，学生们毫不畏惧，还趁机向军警们讲演，
宣传抗日道理，还在车站上张贴“拥护苏维埃”
等标语。省立二师请愿指挥部借机派出学生三
五人一组，结伴到兖州城里和附近乡村宣传南
下请愿的抗日主张。

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此前
已经赶到南京请愿的北平、天津、济南的学生在
遭到血腥镇压后被遣返，且恰好抵达兖州，各方
学生代表在火车上举行了联席会议，认为此时
再去南京已无济于事，建议采取其他方式开展
斗争。联席会议之后，省立二师请愿指挥部决定
终止赴京行动，各校返回本地进行斗争，省立二
师参加行动的部分学生决定放弃学业参与地下
抗日。至此，鲁南七校卧轨截车事件告一段落。

“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学生群体总是最敏
感、反应最迅速的。他们组织的活动虽没能形成
直接抗日，但对宣传国家危急形势、提升百姓保
家卫国意识至关重要。”刘振佳告诉记者，这段
历史已经被镌刻在包括曲阜师范学校在内的校
史上，成为抗战史料中的一笔宝贵财富。

抗战纪念日·群英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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