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刘芝杰

“虽然不是正规部队，但是小鬼子也不敢到俺
庄，俺庄的民兵不怕死，打起仗鬼子也害怕。”回忆
起70多年前的峥嵘岁月，日照市莒县陵阳镇东上庄村
93岁的刘文秀仍记忆犹新。作为共产党领导的民兵游
击队一员，他在抗战中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刘文秀告诉记者，当时东上庄村有30多个农民加
入民兵，组成了一个排，又和周围9个村庄的民兵组
成一个联防大队。当时莒县几乎每个村都有抗日民
兵，平时得在家干农活，一有机会就去敲打敲打小鬼
子，张家围子(莒县店子集镇村名)据点的鬼子，被伏
击了很多次。

打仗不光靠奋勇杀敌的激情，武器和战术都是重
要环节，在武器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民兵组织怎么补
上短板？“刚开始都用打兔子的火药枪，后来有了
‘汉阳造’的老套筒，但是和鬼子的‘三八大盖’比
起来差得远。”刘文秀向记者道出了他们打鬼子的门
道：“没有迫击炮，我们就用自己造的‘五子炮’。
那个炮很简单，就一个炮筒和一个击发装置，炮弹有
5公分粗，大约20公分长，都是自己造的。”发现日
军三八大盖射程更远之后，他们就采取靠近了打的战
术，经常会在接近日军100米以内才开打，对日军造
成更有效的杀伤。

靠着这些“土法”，刘文秀和他的战友，在日军
据点密集的区域，多次有效地打击了敌人。“那时候
鬼子设置了密集的据点来保护莒县县城到日照的公
路，不过因为有联防民兵，他们不敢出来为非作歹，
大多数时间都龟缩在据点。

“刚开始不懂‘持久战’，但是打着打着就明白
了。”刘文秀说，抗战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打不过鬼子
兵，但是慢慢就发现，鬼子也被打光了。到了1944年
底，很多新来的小鬼子也就10多岁。那时候就知道，
我们很快就要胜利了。”

1944年秋天，刘文秀他们配合八路军解放了莒县
县城，1945年春天日军再次占领莒县城，他们经过奋
战又一次解放县城，并迎来了抗战的最终胜利。

莒县93岁老游击队员刘文秀

回忆抗战岁月———

打着打着明白了

为啥要持久战

□ 本 报 记 者 李占江
本报通讯员 徐德理 陈德溪

1941年冬，在沂蒙革命老区莒南县板泉镇渊子崖
村，面对1000多名武装精良的日寇，全村男女老少凭
借着简陋的土枪、土炮和砖头、棍棒奋起反抗，谱写
了中国抗战史上农民自发组织的规模最大、最悲壮、
最具民族不屈精神的浴血保卫战。

全村老少齐上阵，杀鬼子保家园

今年88岁高龄的林凡坡老人是那场战争的亲历
者，谈起当年情景，老人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村西邻沭河，抗战时期算是个大村。”林
凡坡说，在那个动荡年月，为了抵御汉奸土匪骚扰，
渊子崖村民在村四周建起了六米多高的围墙，把整个
村都围了起来。1940年秋天，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民主
政权，游击小组、妇救会和农救会也相继成立。

1941年12月初，沭河西岸小梁家据点的汉奸派人
到村里索要钱粮，正当汉奸们在围墙外喊话时，村里
自卫队的土炮开火了，打得汉奸抱头逃窜，气得发誓
要报仇。

1941年12月19日凌晨，汉奸谎称渊子崖村驻有八
路军，领着1000多名鬼子向渊子崖奔来，包围了整个
村子。在村长林凡义的带领下，全村老少爷们立刻行
动起来，青壮年拿起土枪、大刀片、铡刀等武器爬上
了架子、围墙；老人、妇女和儿童忙着装运弹药，做
饭烧水，准备抢救伤员。

鬼子发动第一次冲锋，村民的五子炮首先开火，
眨眼间十几个鬼子被打倒。雁枪土炮一齐向敌人射
击，日伪军慌乱中向后退。午后，敌人再次强攻，眼
见土枪炮派不上用场，身材高大的村民林九兰拿着铡
刀就冲了上去，一口气劈死七个鬼子，铡刀都卷了
刃。第八个鬼子冲上来时，筋疲力尽的林九兰刚举起
铡刀，就被敌人的刺刀刺穿了胸膛。

击毙100多日伪军，145名村民牺牲

“眼看着围墙挡不住了，鬼子涌进了村里，我们
就同鬼子展开了惨烈的巷战。”说话间，林凡坡不由
地握紧了拳头。

当时的巷战，对于老少爷们而言就是拿着铁锹、
锄头、菜刀等农具跟鬼子肉搏，村里人躲在巷子一些
转弯的地方，只要看着鬼子露头就夯过去。林九臣的
老伴拿着菜刀躲在墙后，见到鬼子就剁过去，被后边
赶上来的鬼子刺死；林清武被鬼子围着，眼瞅着没地
方躲，硬生生跳进了水井里……

太阳快落山时，八路军一个连闻讯赶来增援。敌
人见有八路军增援，便撤出了村子，在村东北的小岭
上，同八路军展开激战。

“幸亏八路军赶来，渊子崖老百姓这才得救，要
不到了天黑，村里的房屋全部会被烧光，我们这个村
庄就没了。”林凡坡感慨地说。据统计，渊子崖自卫
队员和村民被日军杀害145人，伤400余人，村民也毙
伤日伪军100多人。

同是经历过那场战斗的林祥林老人今年已85岁，
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激动地唱起了当年根据渊子崖保
卫战创作的歌曲：“四一年沂蒙山刮起了西北风，鬼
子汉奸来进攻，渊子崖的人民要革命，哎哎哟，渊子
崖的人民要革命。18岁青年团抬土炮，80岁的老头装
药包……妇女们也参战，手拿着菜刀上前线，送茶又
送饭……小儿童真勇敢，搬运石头当子弹……八路军
同志们一援助，来把鬼子汉奸打跑了，把渊子崖的百
姓救出来了，哎哎哟，把渊子崖的百姓救出来了。”

以土枪、土炮和砖头棍棒

痛击千余日寇

一场农民自发的

浴血保卫战

□ 本 报 记 者 张环泽
本报通讯员 谢美慈

台儿庄战役是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取得的一
次重大胜利，加上临沂保卫战和滕县保卫战等
序幕战，这次战役共毙伤日军一万八千余人。
台儿庄战役中，中国军队英勇奋战，涌现出了
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振奋了全民族的
抗战精神。

59军只进不退

1938年2月，日军精锐部队及伪军约2万
人，自胶济线南下，矛头指向临沂。当时在临
沂负责防守的是庞炳勋的第3军团第40军以及
张自忠的第59军。

张自忠与庞炳勋都曾同属西北军，却存有
夙怨。但在民族大义面前，两人捐弃前嫌，共
御外侮。张自忠接到命令后，昼夜奔驰180公
里增援庞炳勋。

庞炳勋提出59军需要休整，山东大汉张自
忠豪爽地说：“你们第3军团已作战几日，更
需要休整啊！为了消灭前面的日本鬼子，再苦
再累，我们也要上。”

59军奋勇杀敌，一线作战部队的营长伤亡

三分之一，连排长全部换了人，但仍坚守阵地
顽强抗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命令59军
撤下来休整，张自忠一听急了，“这个时候我
们怎能撤退！让我们再打一天一夜，一定能把
鬼子打到河东去。”3月18日凌晨1时，反攻作
战打响，临沂战斗取得了胜利，切断了南下日
军的左臂，使日军东西两侧会攻台儿庄的计划
彻底破灭。

王铭章死守滕县

由于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
韩复榘不战而逃，日军第1 0军团长驱直进，
1938年3月上中旬逼进滕县。

面对凶猛的来犯之敌，王铭章被任命为第
41军代军长。当时滕县由王铭章指挥的兵力不
足3000人，而日军兵力达10万之众。

1938年3月16日拂晓，日军从东、北面猛
攻滕县县城，守军731团1营1连奋力抵抗，在
第122师特务连的配合下，全歼入侵之敌。日
军飞机、大炮不停轰炸全城，当天城内落下近
万发炮弹，房屋变成一片瓦砾。

战斗最危急时刻，王铭章发完3封告急电
报，命令砸毁电台，指挥余部与敌人展开了激
烈的巷战。当王铭章等转移时被日军发现，一

阵密集的机枪扫射，王铭章及其部属、随从共
20余人大部为国捐躯。王铭章腹部中弹，血流
如注，仍挣扎着对部属说：“你们快同敌人拼
去吧，不要管我！”话音未毕气绝身亡。滕县
保卫战，历时3天半，毙伤日军2000余人。

池峰城炸浮桥背水一战

1938年3月下旬，日军第10师团攻打台儿
庄。经过近一周的残酷守城战，台儿庄守军伤
亡惨重。到4月3日，守城的第31师和其他守军
仅占据南关一隅，日军调集重炮坦克猛冲。31
师师长池峰城向总司令孙连仲请示，可否暂时
退到运河南岸。孙连仲命令说，“士兵打完你
就自己上前线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

池峰城遂横下一条心，炸毁运河上浮桥，
誓与城池共存亡。守军以必死的决心，逐屋抵
抗，任凭敌人如何冲杀，死守不退。

为收复失去的阵地，池峰城决定组织敢死
队，57名勇士头戴钢盔，手持长枪，腰间别满
了手榴弹。趁着夜色，插入敌人背后。一时
间，喊杀声，爆炸声轰鸣。敢死队员受伤倒下
的同时，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
尽。激烈的战斗一直打到深夜，终于夺回了城
西北角，最后只有13人生还。

血战月余，抗日正面战场首告捷

台儿庄：一寸山河一寸血

□ 本报记者 吴洪斌 隋翔宇 郑书伟

国家公布的第一批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
录中，胶东抗日根据地的理琪、任常伦、于寄
吾、王克山、夏云超、孙春林、牟光仪、陆升
勋以及马石山10勇士等赫然在册。

八年抗战期间，作为山东抗日根据地五大
战略区之一，胶东军民作战7590次，毙伤俘日
伪军13 . 4万人。胶东军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走出了无数的英雄。

共赴国难，胶东英雄敢当先

在烟台牟平城区东南王贺庄村南50米，有
一座雷神庙，这里打响了胶东抗战第一枪。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根据中共山东
省委指示，中共胶东特委于12月24日拂晓在文
登县天福山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
日救国军第三军。

不管是天福山起义还是雷神庙战斗，胶东
特委书记理琪都是关键人物。1938年2月初，
日军3000人侵占了烟台等地。为打击日军的嚣
张气焰，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到文登、
牟平交界的崔家口一带活动。部队分三路进攻
牟平县城，很快打下了伪县政府。部队撤退
后，理琪带领20多人，在城南的雷神庙研究善
后工作。

2月13日，驻烟台的日军得知救国军攻下
牟平，立即出动大量兵力增援，被我军在雷神
庙痛击。在这次与日军首次遭遇中，面对数倍
于己的敌人，理琪镇定自若指挥作战，身先士
卒，在同志们杀出重围的时候，他却壮烈牺
牲，时年32岁。

“雷神庙战斗打响了胶东武装抗日第一
枪，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鼓舞了
胶东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烟台市党史研究
室主任杨仁祥说。

不畏牺牲，事迹荡气回肠

在雷神庙战斗的影响下，胶东各地党组织
纷纷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建立抗日武装。伴随
着抗战队伍的发展壮大，胶东儿女写就了一串
串荡气回肠的感人故事。

任常伦，这位贫苦家庭出身的孤儿，入伍
后打的第一次仗就不顾敌人机枪扫射，勇猛砍
向敌阵。1941年，任常伦随部队攻打小栾家据
点，战友负伤掉队，他冒着密集枪弹匍匐前
进，右臂被子弹击中，仍全然不顾。找到行动
不便的战友时，他解下自己的绑腿，系在战友
的腰上，一步一爬地将战友救回阵地。在解放
发城的战斗中，任常伦三次挂彩不下火线。

1944年8月，任常伦被授予山东军区“一
等战斗英雄”称号。当年11月，在海阳长沙堡
战斗中，他带领的班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在
他刺死第五名日军时，不幸被一颗子弹击中头
部，牺牲时年仅23岁。

于寄吾和于一心是同胞弟兄，出生于书香
门第，“九一八”事变后先后投笔从戎。1941
年于寄吾出任西海地委书记，领导开辟和建设
大泽山根据地。于一心则辗转各军分区，先后
任北海军分区和西海军分区参谋长。1942年
冬，日军对大泽山根据地展开扫荡，于寄吾率
队东移突围，因敌众我寡英勇牺牲。其兄于一
心也在这场突围战中献出了生命。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800万胶

东人民先后将40万优秀儿女送进党的队伍，在
胶东大地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7 . 6万
人，他们出身不同、年龄有别，但都表现出了
革命烈士不畏牺牲的英勇战斗精神。”烟台史
志办主任季胜林说。

全民抗战，“无名”英雄书青史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磨练中，很多普通战士
也书写出英雄的篇章。

栖霞市蛇窝泊镇蛇窝泊村位于烟青公路中
段，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42年春，日伪军用
5个多月时间在此建成一座大型碉堡，常驻100
多名日伪军。无论建设规模还是守卫人数，当
时在胶东都可谓一流防守工事。

1943年春，胶东党委决定拔掉这颗钉子，
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五旅十三团。由于敌人防守
严密，火力密集，炸药送不上去，首次攻击无
果。团长李炳龄组织战士重新研究作战方案，
大家一致认为：如果从周边民房底下挖地道过
去，靠前爆破十分有利。苗伦堂、宋文福等10
位勇士挺身而出。

凌晨两点，地道挖到炮楼底下。第一爆破
组的勇士冲出地道，将炸药包飞身送到碉堡脚
下。一声巨响，在炮楼底层西北角炸开了一个
大窟窿。第二爆破组接着又冲上去，用木杆挑
着炸药糊到碉堡半腰的墙壁上，又是“轰隆”
一声巨响，炸塌了大半个碉堡。这一战斗共击
毙敌人60名，生俘63名，守敌无一漏网。

“这次战斗是胶东抗日根据地由弱变强，
发展壮大的一个缩影。抗战期间，胶东军民经
受了严峻的考验也走出了无数的英雄。”杨仁
祥说。

八年抗战，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军民经受残酷考验，涌现无数英雄

雷神庙打响胶东第一枪

1938年9月18日，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在掖县沙河镇成立（资料片）。

参加台儿庄战役的中国军队通过浮桥。 中国军队在临沂阻击进犯的日军。 中国守军在台儿庄外围阻击进犯的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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