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9年5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陆房突
击战后，师部率主力一部转向东平、汶上一
带活动。1939年8月1日，第一一五师师部及其
直属部队，在梁山县独山村东面的孟家林召
开庆祝“八一”建军节大会。8时许，得悉日
军第三十二师团以步兵、炮兵及伪军各一
部，共400余人,由长田敏江少佐率领，从汶上
县城出动，向梁山地区进犯，对鲁西进行
“扫荡”。陈光、罗荣桓经过周密分析，决
定歼灭该敌。

梁山歼灭战，粉碎了日军的扫荡，打击
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为巩固鲁西抗日根据
地，开展平原游击战争打开了新局面。

1941年11月2日，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土
桥一次中将调动5万余日伪军 ,向中共山东分
局、山东省战工会、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等
领导机关所在的鲁中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
模的大扫荡，企图借绝对优势兵力，以“铁
壁合围”一举歼灭山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领
导机关和主力部队。

这次反扫荡，八路军一一五师和山东纵
队共作战150余次，歼日伪军2000余人，在敌
我力量悬殊的困难情况下，虽然遭受了较大
损失，但取得了最终胜利，保存了山东党政
军领导机关和部队有生力量，坚持和巩固了
山东抗日根据地。

山东抗战 图上硝烟

潘溪渡位于山东郓城县城西北。当时，郓
城驻有日军三十二师团1个大队和伪军500余
人，并在侯集、程屯等地设置据点。日军自恃
武器精良，气焰嚣张，经常携出城对我根据地
进行“扫荡”，烧杀抢掠。

为了巩固扩大鲁西抗日根据地，打击日军
的嚣张气焰，1940年底，鲁西军区司令员杨
勇、政委苏振华召开会议，决定采取一次大的
战斗行动。经过激战，共歼日军少佐以下160
余人，伪军大队长以下130余人。

潘溪渡伏击战的胜利，打出了八路军的威
风，振奋了鲁西广大群众，对坚持鲁西抗日游
击战争具有重要意义。

临沂保卫战是台儿庄大战的序幕战。
1938年2月,日本最精锐的部队之一坂垣第

五师团主力坂本支队及伪军刘桂堂部约两万
人，自胶济线南犯诸城、沂水、莒县,直扑临
沂。临沂系鲁南重镇,是各公路的交叉点。临
沂的战略位置关系到陇海、津浦两路的安危,
也是徐州的一个重要屏障。日军以坂垣师团
猛攻临沂，正是为了策应日军矶谷师团进攻
台儿庄。

在临沂保卫战中，第四十军、第五十九
军全体将士并肩浴血战斗,创造出打死打伤日
寇6000余人的战绩。李宗仁在评价这一战役时
说:“临沂一役最大的收获,是将坂垣、矶谷两
师团拟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彻底粉碎。造成
尔后台儿庄血战时矶谷师团孤军深入,为我围
歼的契机。”

1938年3月23日至4月7日的台儿庄大战,是
全面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取得的一
次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军的猖狂气焰，
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和胜利信
心。

在战役中，中国军队共击溃日军第五、
第十两个精锐师团的主力,毙伤日军11984人，
俘虏日军719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严重
地挫伤了日军的气焰。不过，中国军队虽然
参战部队有10个师约10万人，相对日军两个师
团约3万人在人数上占有优势，但由于武器落
后，尤其是机械化武器装备完全空白，总的
来讲仍是敌强我弱，处于劣势，因而也付出
了沉重代价。据统计，中国军队有3万多名官
兵当场阵亡，英勇殉国。

1944年，抗日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已经揭
开。7月，渤海军区遵照上级的指示，对敌展
开了强大的夏季战役攻势。

8月11日，渤海军区发起以解放利津城为中
心的夏季攻势第二阶段作战。该城守军为日军
一个小队和号称“中国皇军”的伪华北绥靖军第
八集团军第二十七团，总兵力2000余人。

此役，共毙俘日伪军1600余人，缴获大小
炮14门、轻重机枪29挺、长短枪900余支、子
弹10万余发、汽车2辆、战马50余匹、粮食75
万公斤。利津攻坚战，是渤海军区部队首次取
得对城市攻坚作战的胜利，巩固扩大了渤海根
据地，锻炼和提高了部队攻坚作战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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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诸君，俺是军军。

八年抗战，山东军民团

结一致，浴血奋战，英勇悲

壮，可歌可泣。今年是抗日

战争胜利70周年，军军给您带

来一张原创地图，邀您走近

山东抗战十大战役，重温齐

鲁大地抗战的豪迈与悲壮。

孙祖伏击战，又称九子峰战斗，是沂蒙
军民抗战以来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1940年3月，莒县、沂水、朱蔚、东里
店、铜井等据点的日军300余人，伪军100多
人，进犯我沂蒙山南部地区，向孙祖一带扑
来。当时，山东纵队司令部驻在孙祖南面的
东高庄，大众日报社驻西高庄,中共山东分局
党校驻铁峪。敌军扑向这一带，矛头指向我
军政领导机关，用心极其险恶。

这次伏击战，共毙伤敌少佐小林以下190
余人，同时还俘虏汉奸18名，缴获小车60余
辆、战马5匹及其他战利品。

临沂保卫战

台儿庄大战

孙祖伏击战
潘溪渡战斗 梁山歼灭战 鲁中反扫荡 利津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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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坂垣师团在临沂受到中国军队
的顽强阻击。

中国军队与日军在台儿庄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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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我省海阳县的地雷战闻名全
国。在八年抗战中，海阳民兵共作战2000余次,
毙伤俘敌1500余名，缴获各种武器600余件，
涌现出县以上英雄模范500多名，其中赵守
福、于化虎和孙玉敏3人还荣获“全国民兵英
雄”的称号。

随着战争持续发展，地雷品种由拉雷、
踏雷、绊雷，发展到夹子雷、梅花雷、头发
丝雷、真假子母雷、丁字雷、水雷、标语
雷、飞行雷等30多种。埋雷方法也由预埋待炸
发展到飞行爆炸，由单一布雷发展到大摆地
雷阵。

铁道游击战是八年抗战中，共产党领导敌
后军民开展形式多样的游击战战法之一，在广
阔的敌后铁道沿线，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零
打碎敲地消灭敌人，极大地牵制、消耗了敌人
实力。

鲁南铁道队就是这种战法的典型代表,他
们以微山湖为依托,打洋行，截火车，破铁道,
炸桥梁，搞情报，捉汉奸，护送干部过路，其
英雄事迹在抗日战争史上独树一帜。

陆房突击战是八路军主力部队初到山东之
后进行的第一次战役性战斗，是继平型关大捷
之后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陆房突击战，共毙伤日伪军1300余人，粉
碎了敌人歼灭一一五师主力部队和鲁西党政领
导机关的企图。本次战斗的胜利，影响所及震
动全国。蒋介石亦致电朱德、彭德怀表示“殊
堪嘉勉”，事实上承认了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山
东的合法地位。从此，山东抗日战争出现了新
的局面。

海阳地雷战

铁道游击战

陆房突击战

海阳民兵在公路上埋雷。

陆房突击战部分参战部队。

铁道游击队队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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