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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了两块砖才参的军

王友庆，东营市东营区牛庄镇人，1927年6月生，
1945年参加八路军渤海军区部队，后随队归入华东野战
军山东兵团第十纵队二十八师八十二团，后编入第四野
战军四十三军128师382团。抗日战争期间参加过广北地
区、津浦、胶州至济南段铁路沿线对日战斗和商河战斗
以及对日反攻。

88岁高龄的老人精神矍铄，提起当年打鬼子，他将
满墙的锦旗、聘书、老照片一一取下，为我们讲述了他
非凡的一生。

提起鬼子罄竹难书的罪行，老人咬牙切齿：“1944
年日本鬼子向我们西范村扫荡，把村子包围了，老少爷
们都弄到场院里去了，挨个询问有没有八路。老百姓和
八路军是一条心，老百姓没有一个吭气的。敌人为了镇
住老百姓，把村长扒了衣服，用鞭子抽打。村长一声不
吭，最后被日本鬼子杀害了。”他摘下眼镜，轻揉了下
泛红的眼眶，接着说道：“小的时候，经常见到日本鬼
子来村里扫荡，父母有时迫不得已，就带着我去亲戚家
逃难。印象最深的是日本鬼子扫荡要抢一头驴，村民不
给，日本鬼子举起枪一枪就把那人打死了，简直就是杀
人不眨眼。”这两件痛心的事在他心中深深地扎下了
根。

1945年1月，未满18周岁的王友庆告诉父亲要参加
八路军，父亲问：你年龄小，个子矮，去了能干啥？他
说起码能换枪子儿，父亲拗不过他。他脚下垫了两块
砖，混在报名参军的人群中，征兵的连长看他挺机灵，
就把他留下了。

“当时我们的司令员是杨国夫，他带着我们在渤海
区，也就是广饶、博兴、利津一带打鬼子。”说到自己
的连队和战友，老人眼中放光，“俺的战友们个个都是
多面手，什么土枪、手枪、长矛、大刀，拿在手里就能
杀鬼子、杀汉奸！”回忆起抗战的血腥场面，老人意味
深长地说：“血肉之躯，面对着枪弹大炮，哪有不害怕
的？‘抛头颅，洒热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谈

到当年艰苦的战斗，老人眼眶又湿润了。
“幸亏有咱老百姓拿出家里的东西支持我们队伍，

才最后取得了胜利。”王友庆老人是这样评价抗日战争
最后的岁月的。很多残酷的战斗场面，千疮百孔的历史
痕迹，老人已经不愿去回忆了。

“我从部队复员回乡后就开始向村里四邻宣传抗战
革命精神，后来影响大了，就到附近的学校给学生讲我
曾经战斗的一些故事，市、区的一些单位，有时也请我
去给党员干部做报告。”老人指着一面面锦旗，兴高采
烈地比划着，“这是区第三中学送的，这是牛庄镇中心
初中送的……只要身体状况允许，我愿意继续到讲台上
发挥余热。”

宁静的小院里，老人安享着幸福晚年，跟我们说起
现在的生活，这个经历了残酷战争洗礼的老兵，眼神中
流露出满足和幸福。

根据地兵工厂生产场面。（资料片）

王玉亭，东营区史口镇南王村人，1926年7月生。1945
年2月参加渤海军区部队，后编入华东野战军10纵82团。参
加过徐州等对日战斗。1949年4月光荣退伍。

吴宝元，东营区史口镇东三村人。1925年11月生，
1945年2月参加渤海军区4分区部队担任通讯员。参加过
德州等对日战斗。1956年8月光荣退伍。

马金贵，东营区牛庄镇褚家村人。1945年1月参加
八路军渤海军区部队。抗日战争期间参加过解放平阴的
战斗，后编入华东野战军10纵28师82团，任后勤排长。

张桂范，东营市六户镇东辛集村人。1928年7月生，
1945年1月参加渤海军区部队，后担任华东野战军十纵二十
八师八十三团渤海三军分区直属二连副连长。参加过桓
台、张店等对日战斗。1958年4月光荣退伍。

张顺德，东营市胜利街道人。1925年7月生，1945年8月
参加八路军渤海军区部队，后编入华东野战军115师，任文
化干事。1955年11月光荣复员。

王子然，东营市胜园街道卢家村人。1926年3月生，
1945年2月参加渤海军区部队，后编入华东野战军渤海军区
直属团3营8连。参加过寿光、蒲台等对日战斗。1947年8月
光荣退伍。

王友庆，1927年6月生，1945年1月参加八路军渤海军区部队，后随队归入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第十纵队二十八师82团，1945年
10月抽调奔赴东北，编入第四野战军128师382团。抗日战争期间参加过对津浦、胶州至济南段铁路对日反攻和解放商河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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