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鬼子手里夺了挺重机枪

李鸿河，88岁，惠民县石庙镇归化村人，13岁参军，先后当了23年兵，参加过1945年解放商河的战斗，后随军南下。

韩金岭，88岁，1945年2月投奔当时的无棣小山区中队，正式成为一名
游击战士，武器装备是一支本地造步枪，以及五发子弹和五枚手榴弹，在
当地参加抗战。后编入海防大队，1947年又被编入第三野战军。

刘家彬，91岁，邹平县长山镇小牛村人，1943年参加邹平县大队，
1944年调入杨国夫的渤海军区三旅直属团二营，成了一名机枪手。1945年
随军北上，当炮兵。立过三等功，被炮弹炸伤后至今腿部还有3块弹片。

卢乃水，87岁，滨州市台子镇高桥村人，1944年4月参加革命，1953年
返乡。16岁时参加了齐东县公安局公安大队，开始反日伪的战斗，曾成功
劝降日伪特务大队48人。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

潘长太，88岁，博兴县人，18岁时参加博兴独立营，转战滨
州、临淄、寿光、益都等地。

王治德老人今年88岁，他珍藏着一幅老照片，是他
在战争年代与两个战友的合影。相片上，三个小伙子都
很消瘦，但透着年轻人的朝气、锐气。其中，王治德个
子最大，超过了1 . 8米，一双大眼炯炯有神。

或许，正是因为那时罕见的身材、聪慧的眼神，让
王治德获得了警卫员的岗位，而后更是成为机枪班班
长、机枪排排长。他说，那俩战友已经牺牲，可当兵就
不能怕死，就得冲在前一排！

家住博兴县陈户镇的王治德参军是1945年的正月十
六，思想开明的父亲将他送到部队上说：“那时候家里
真穷啊，差点就出去要饭了！这日子不能老这么过啊，
出去参军吧，为咱老百姓打仗。”参军后，王治德被首
长看中，当了警卫员——— 据王治德回忆，他是“张明
远”的警卫员。

因为王治德如今严重耳背，记忆模糊。我们只能从
史料中推测他的部队番号。如果他所说的“张明远”是
1942年任清中独立团参谋长的张明远，那么，王治德参
加的可能就是博兴县独立营。

当警卫员时间不太长，王治德就被调入兵源不足的
连队，任机枪班班长，经历了解放惠民、平原、禹城、
泰安等城市的战斗。其间发生了许多故事，如在德州四
天四夜的战斗中，王治德与战友抢得两挺重机枪，而更
让他难忘的是“拖着死尸炸碉堡”的经历。

王治德拖过死尸背在身上，用它当掩体，一点点向
前挪，终于藏到了碉堡后方的角落里。当他近距离观察
时发现，“里面的人还在唱戏、做游戏呢！让你做游
戏！我手榴弹就扔进去了。”当战斗告一段落，王治德
已经累得直不起腰来。

有的战斗经历很光彩，有些战斗经历也很痛苦，王
治德就曾“被炮弹炸了腚沟子，坐了飞机。”当战友们
忙着照顾受伤的他时，他念念在心的却是班里的重机枪
千万别丢了。

在禹城，王治德曾与日本兵面对面拼刺刀、抢武
器。在一间小屋里，王治德与一个战友将一名日本兵堵
住，一番搏斗后，步枪到手，而鬼子逃了出去。王治德
说，日本兵单兵军事素质都不错，“可他架不住我们人
多，武器到底是归了咱”。

而今，王治德仍记得，日本重机枪100余斤重，扛
起来是又累又自豪。他说：“咱武器差不怕，可咱们人
多，一次次抢，一次次争，好东西就是咱的了。”当我
们帮他戴上抗战胜利纪念章时，老英雄默默地打了一个
军礼。背驼了，腰弯了，个子“缩水了”，可刚毅的表
情还是士兵的模样。

李福玉，89岁，滨州市台子镇型六村人，1945年7月入伍，因
为有些文化，在部队里从事通讯员的工作。随部队转战章丘、博
山等地，光荣负伤，炮弹皮至今深埋在肺里。

孙家会，87岁，无棣县海丰街道洼里宋村人。1941年春天，只有13岁
的他参加冀鲁边区支队，随部队辗转冀鲁以及天津等地。

□通讯员 田军/图 刘清春/文

③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八路军清河地区骑兵一
部。(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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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治德老人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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