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小如，原名乔春湖，1929年出生于陕西省沁水县，1945
年参军，1947年入党。入伍后在山西57团司令部任通讯员、卫
生员。战斗负伤评为二等残疾，曾荣立大功两次。

王斌，1928年7月出生，原籍烟台市牟平区。1942年参加
八路军胶东军区14团。1945年日本投降后，因伤留在济南市委
任机关指导员，先后任科长、党委书记、节约办公室主任、
市物资局副局长等职，1984年离休。

沈贵门，1929年10月生于山东蓬莱，1945年7月加入蓬莱
中队任战士，参加过解放胶县、即墨、高密等战斗，1948年
退伍。

吕德轩，1930年出生于山东，1943年 (13岁)参加八路
军，曾任战士、卫生员等职务。

我的爷爷是抗日勇士

编者按：
70年前的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那场残酷的

战争夺去了千百万中国人的生命，它对中华民族的
影响是如此深远！今天，生活在和平年景中的我们
已经不能逆想战争的血腥，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
不能忘记那些为了民族的生存浴血奋战的人们！为
此，本报记者和摄影通讯员很早便分头去寻访那些
参加过抗战的老兵，寻找与抗战有关的历史遗存，
用富有创造性的摄影形式表现他们阳刚的形象和不
屈的精神。面对这些老英雄，追古抚今，我们不由
感慨：只有铭记历史，才能展望未来。

我的爷爷张焕文，字秀山，1920年4月25日出生
在莱阳市谭格庄镇北马庄村的一个下中农家庭。爷爷
上学四年，学业优秀，而且写得一手好字。1938年正
月初八。爷爷由地下党工作者谭业勤介绍，秘密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本村第一个秘密时期党的指导
员，开始了地下革命活动。由于年轻、缺乏斗争经
验，他的活动被村中的伪保长发现了，爷爷愤然公开
参加了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旅十三团，并先后任班长、
副排长、特务营排长。

1940年初，日本侵略军对我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
疯狂的“扫荡”，国民党顽固派赵保原已经死心塌地
地投靠了日伪，致使胶东抗日根据地经常处于日、

伪、顽的合围、夹击之中。
是年3月上旬，掖县、招远据点的日伪军，勾结

胶东“反八联军”总司令赵保原和国民党莱阳保安团
葛子明，在我“莱、招、栖、平”边区革命根据地周
围，部署了三千余兵力，进行残酷“扫荡”。我军针
锋相对展开反击，溃退后的敌人抢占了莱阳西北隅、
兵家必争的窑山。

为全歼敌人，八路军六十二团团政委李佐民亲自
带领警卫连冲到了窑山东南侧阵前与敌交战，不幸中
弹，我军一时失去了指挥，情势非常危险。我的爷
爷、时任特务营排长张焕文利用对家乡地形熟悉的优
势，迂回到敌后进行攻击，打乱了敌人的阵脚。战斗
异常惨烈，我爷爷也光荣负伤，但最后敌人被彻底击
溃，我军取得了“窑山战役”反“扫荡”的胜利，爷
爷荣立了二等战功。

在后来的战斗中，爷爷多次负伤，一条右胳膊被
打断致残。1940年9月13日，就在爷爷伤愈准备归队
之际，不幸被汉奸出卖被捕。敌军将爷爷残酷折磨了
九天九夜，妄想从这个八路军的特务营排长嘴里得到
我八路军、共产党的秘密，可是爷爷始终坚贞不屈，
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

敌军无奈又用软办法欺骗我爷爷，只要说一句
“坚决不当八路了”就放了他。可是爷爷是个革命的
硬骨头，他坚定地说：“我告诉你们，只要我还活
着，我就要当八路！”

1940年9月22日，敌军将爷爷全身衣服扒光，把
遍体鳞伤的他拖架到李格庄村大沽河畔，准备公开枪
决。

这天，敌人把周围村民统统驱赶到这里，妄想以
杀害我爷爷来恐吓百姓，要人们知道当八路的下场！
爷爷使劲甩开架持他的敌人，昂首挺胸走向刑场。敌
人从他背后开了枪，可是这一枪只打掉了他的右耳
朵，爷爷立即转身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枪声
再次响起，爷爷壮烈牺牲，年仅21岁，而我的父亲当
时尚不满周岁。（讲述人：张振中）

佘洪鲁，1928年生于济南市历城县邵而区土屋村，1944年
参加革命武装，在历城县独立营任班长。在郭店车站摸鬼子
炮楼、炸铁道，进行游击战。1949年因伤复员。

李华明，1927年出生于山东沂源县鲁村区寺村一个贫
苦的石匠家庭。1943年参加沂源抗日武装滨海支队，1945年
赴东北接收日本投降。曾荣立大功两次、小功多次。

曾广友，原名曾森，1919年5月出生于山东济南。18岁小学毕业后考上了济南汽车学校，后加入抗日游击队。
在大参军运动中，今东营市业基王村王洪渚（右

一）送他的三个弟弟和一个儿子参军。（资料片）

①

□通讯员 刘书彤/图 张振中 张文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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