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月11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傅欣迎

电话:(0531)85193021 Email:wsfxqlrw@163 .com往事·发现12

□ 本报记者 鲍 青
本报通讯员 郭登奎 汲云朋

冬日的曹县，浓霾深锁，细雨霏霏，百米之外
牛马难辨。沿着窄直的乡间公路，记者一行来到
了位于曹县西北的韩集镇“红三村”。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岗村人刘齐滨在这
里领导鲁西南的抗日斗争。国难当头，他不顾病
痛折磨，致力于开启民智，发动群众，为抗日战争
流尽最后一滴血。在他的艰苦努力下，三个名为
刘岗、曹楼和伊庄的乡村，成为鲁西南抗日大本
营。

猎猎狼烟里，刘齐滨与三村百姓，用生命和
鲜血守护着最后的抗日火种，谱写了民族独立的
灿烂华章。气急败坏又无计可施的日军，用红笔
在军事地图上将三村圈在一起，特意标注一个

“赤”字，“红三村”竟因此得名。
今日的“红三村”，村落整齐，百姓富足，村容

村貌与当年相较已是沧桑变化。但苦难岁月沉淀
的记忆并没有因时光荏苒消逝，它凝聚升华镌刻
成集体追忆，历久弥新。

弃工从文为民请愿
刘齐滨，1908年生于刘岗村一户清贫的耕读

家庭，祖父粗通文墨，父亲做过乡村塾师。刘齐滨
幼时，祖父与父亲便勉励他努力读书，将来做对
国家有用的栋梁之才。

如果在和平之世，刘齐滨应该走一条幼读四
书五经，后去“考学—做官—终老”的路子。但刘
齐滨降生的清末，国家千疮百孔，百姓在天灾人
祸前挣扎求生。1905年，即他出生前3年，清政府
废除了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

科举既废，祖父和父亲便让他就读新式学
校，学习新式文化。

13岁时，刘齐滨入曹县高小就读，后考入菏
泽六中。孩子得入佳校，家人自是百般高兴自豪。
但窘困的家境，让刘齐滨过早地承担起生活的负
累。他负责给师生打作息课铃，闲暇时在图书馆
看管图书，用微薄的薪俸充当生活之用。

稚嫩的肩膀扛起生活重担，苦难的生活磨砺
坚韧品性。刘齐滨不以苦为苦，借着管理图书的
契机，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类书籍。书中对时局的
讲解、未来的拷问，和课堂上老师所教授的知识
层次截然不同。丰富的课外阅读为刘齐滨打开了
一扇窗，让他了解着时代和历史的沧桑转变。随
着知识和眼界的增长，一个严肃的问题越来越萦
绕在他的心头。面对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一个
中国人应该做些什么？

日后他用抉择作出了掷地有声的回应：把个
人融入国家命运的长河里，为国家民族流血牺
牲，直至最后一滴血。

1928年，刘齐滨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北洋大
学工学院。当时的他，与多数知识青年相仿，笃信
技术救国理念，渴望用技术推动近代中国走向现
代化。

但也就是在这一年，日本在济南制造了震惊
中外的五三惨案，大批中国军民惨遭杀害。刘齐
滨闻知后，内心深受震动。

一边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不断加深，一边
却是新军阀忙于内战争抢地盘。残酷的现实很快
将刘齐滨的救国梦想彻底碾碎。在混乱局势里，
受难最深重的无疑是无辜百姓。而志在救国的刘
齐滨，也因战火的波及被迫放弃学业。他穷困潦
倒，孤身逃到济南，靠文字艰难谋生。后在朋友的
介绍下，他回到曹县女子高小授课。

奔波逃难的日子里，刘齐滨陷入了对工业救
国之梦的深深迷茫。

在乡间，刘齐滨目睹了中国乡村的崩坏和磨
难。百姓劳碌终日，却仅能勉强糊口。而他们面对
反动政府和土豪劣绅的勒索压迫，却又表现得麻
木不仁甚至毫无知觉。

刘齐滨认定，中国现今最重要的问题，不在
技术之落后，而是思想的散沙。“以文救国”“改造
思想”，他和鲁迅面临相似的困境，作出类似的抉
择，决定弃工学文。

由工转文，跨越颇大，难度颇大。刘齐滨靠着
坚韧不拔的毅力，埋头苦读，甚至通宵达旦不休
息。

“听我的长辈说，刘齐滨就是那种认准了目
标便不放弃的人，学习如此，救国亦是如此。”72
岁的村民刘金玉说，他常听父亲说起刘齐滨的事
迹。

功夫不负有心人。1931年，刘齐滨考入北京
大学文学系。在思想活跃的高等学府，刘齐滨看
见、听到了闻所未闻的新事物新观点。他如鱼得
水，畅快吮吸着新思想和新知识的乳汁。当年9月
18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
国东北。东北无数难民被迫逃入关内，涌进北京。
刘齐滨见难民逃离故土，骨肉分离，凄惨痛苦哀
嚎之状，悲不自抑，奋笔疾书写下抗日救亡独幕
剧《中秋之夜》。

“他那时候已经把个人的使命融汇到国家前
途中去了。”89岁的刘效民说。

北平大学生眼见国难当头，国民政府忙于内
战，便决定组织南下请愿团，经天津、山东和江
苏，前往首都南京和平请愿，表达结束内战一致
对外的诉求。12月中旬，刘齐滨被选为请愿团代
表。在南京，请愿得到上海、江苏和浙江等地群众
的支持，规模越来越壮大。军警四处搜捕学生代
表，刘齐滨的肺部被打伤。在狱中，刘齐滨坚贞不
屈，后在爱国人士的营救下出狱。

然而，肺部受创成为他日后病痛的梦魇。
1933年，刘齐滨不幸感染肺结核，病体逐渐

沉重，难以支撑学业。他只得辍学再次归乡。

不慕名利矢志救国

刘齐滨当时是曹县西北唯一的大学生，再加
上他积极参与爱国救亡运动，在当地名气大、威
望高。各方势力都谋划着延请他加入自己的阵
营，利用他的威望壮大力量。怀着救国救民梦想
的刘齐滨，起初进入国民党曹县政府，希望能为
救亡图存做点实事。没想到纵然国难当头，政府
内部仍是莺歌燕舞，醉生梦死，各级官吏沆瀣一
气，腐败成风。道不同不相为谋，刘齐滨只能感受
到压抑和痛楚。不久，他决定挂冠离去，不再为五
斗米折腰。

回到刘岗村，刘齐滨以村庄为基地，开始他
的乡土改造计划。1933年11月，鲁西南第一所农
民夜校在刘岗村正式成立。刘齐滨白天和村民一
起劳动，晚上则在村庄公共祠堂，给30多位青年
农民传授知识。他不仅教大家读书识字的基本技
能，更向他们传播先进的思想观念。

古老而守旧的中国乡村，自此发生了细微的
可喜变化。

1934年，刘齐滨被友人介绍到菏泽六中代
课。任教期间，他大胆介绍鲁迅等进步作家的文
章，更将国内外重大现实问题让学生自由讨论，
鼓励他们树立为国奉献的信念。他讲课幽默风
趣，旁征博引，学生们听得如醉如痴。

当刘齐滨为改造乡村艰难求步时，党组织派
遣袁复荣、王石均等人赴曹县开展地下活动。刘
齐滨闻讯后，立刻和他们取得联系，利用自己的
威望帮助开展工作。

1937年7月7日，宛平的枪声响起，全民族抗
战爆发。

当年秋天，中共曹县县委宣告成立，领导起
曹县西北的抗日救亡行动。刘齐滨在党组织的耳
濡目染下，认定自己找到了追求民族独立的良
方。他以夜校学员为基础，组织宣传队，跑遍刘岗
周围上百个村镇，号召大家团结一致，将日本侵
略者赶出中国。

1938年，刘齐滨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

鲁西南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在刘岗村成立，会议选
举了党支书记、宣传委员、组织委员和监察委员。

此后，鲁西南的抗日形势焕然一新。

不计得失倾尽所有
1938年，刘齐滨任鲁西南抗日救国总会会

长。当年冬天，南下日寇占领曹县县城，中共曹县
县委转移到曹县西北活动。

此后，党组织派遣众多骨干力量来到刘岗开
展抗日斗争。这些陌生人以刘齐滨家为集散基
地，致力于开启民智，发动群众。

刘齐滨家成了党组织和抗日干部的联络中
心。大家一起开会、吃住，研究曹县抗日的前途命
运。陌生人来来去去一拨又一拨，刘齐滨每次都
管吃管住，热情接待。为了保证工作人员的生活，
刘齐滨先是将院落周围的树木砍伐出售，继而变
卖农具，最后连祖上的几亩土地也贱卖了。后来
当地反动势力为示警告，放火焚烧了他的祖屋。
刘齐滨听说后却淡然地说：“这一烧，大家就看清
谁是真抗日谁是假抗日了。房子烧了，我也再没
有牵挂了。”

“为了抗日，刘齐滨什么都可以牺牲，甚至包
括他自己，何况区区身外之物呢？”刘效民说。

刘效民对当时村庄的前后“蜕变”记忆犹新，
“感觉早先死气沉沉，后来就朝气蓬勃。”

让村庄从散沙而成坚铁的催化剂，正是刘齐
滨和一群不计得失的陌生人。

刘效民回忆说：“这群陌生人穿着普通简单，
和一般百姓没有多少区别。他们经常帮大家干
活，还会找村民聊家常，一点干部的架子也没有。
我那时候经常看到他们早晨在刘齐滨家门口刷
牙，看到有村民经过还会热情打招呼。”

刘齐滨和陌生人在村中从思想启蒙着手开
展救亡图存。刘效民也感受到了启蒙的力量。他
原先读书，用的是国民党发行的教科书，小学国
语课本第一课是看图识字，内容是“小小猫，跳跳
跳”。刘齐滨找来一台老式油印机，用包东西的红
纸、彩纸自己印刷新课本。“我还记得是村民刘笑
森和刘星凯上课。第一课学的是‘人，我是中国
人’；第二课则教我们‘我是中国人，我要爱中
国’。”

刘效民坚信，刘齐滨是要让他们自小培养对
国家和民族身份的认同。

村中的公共祠堂，白天是孩童们读书识字的
场所；晚间则是“农民夜校”，刘齐滨在这里组织
农民学习文化，了解时势。

刘岗和曹楼、伊庄“红三村”燃起的红色火
苗，让外部敌人嗅到了危险气息。他们对“红三
村”进行严酷封锁，企图扼杀于摇篮中。

一开始是纸张供应紧张，尤其是白纸更是稀
缺。有人写信到刘岗，回信人没有白纸回复，只能
在原先信纸的空白处修书。

不久后，连必要的生活物资也愈发紧缺，甚
至连食盐都无法供应。海盐运不到村子，村民只
能用碱土来煮盐。这种自制盐味道苦涩，有轻微
毒性，但在当时却是抢手的重要物资。

刘齐滨家里的陌生人，每天就用这自制苦盐
刷牙。他们经常到村民家中走访谈心，鼓励大家
坚定信念，熬过艰难岁月。

刘效民若有所思地说：“当时的我们不理解，

刘齐滨和陌生人，为何不要钱不要物，还要教授
农民识字明理，提高觉悟呢？”

军民一心协同抗敌
在刘齐滨的苦心经营下，鲁西南抗日形势逐

渐明朗，刘岗、曹楼和伊庄，成为鲁西南抗日大本
营。

1939年2月16日，八路军第115师344旅代旅长
杨得志和政治部主任崔田民，率领一个营兵力，
东渡黄河挺进鲁西南。他们在刘齐滨帮助下，联
合当地抗日武装，组建冀鲁豫边区支队，开辟了
以曹县为中心的冀鲁豫敌后抗日根据地。

当听说八路军物资紧缺后，刘齐滨组织百姓
带着红薯和萝卜前去劳军。

爱看热闹的刘效民，也乐呵呵地跟着队伍
“看大兵”。

刘效民也曾见过军人，但多半是军容不整、
纪律败坏的军痞军油子，“拿老百姓的东西，抢老
百姓的粮食，满口都是脏话，老百姓怕得不行”。
可刘效民刚到劳军地点，就看到一个别着盒子枪
的八路军和百姓在拉着大锯，“两人干得热火朝
天，还有说有笑”。

其他八路军战士有的用扫帚清扫街道，有的
帮百姓挑水劈柴。劳军的百姓先是目瞪口呆，继
而喜笑颜开。

劳军回村后，刘齐滨向大家介绍八路军是和
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爱国救亡部队。同行百姓也
绘声绘色传播着此行的所见所闻。一时间，刘岗
村人都在热情议论：“啥时候八路军到咱这来，帮
着打鬼子啊。”

刘齐滨此后带领三村百姓，粉碎了日伪军的
多次进攻。抗日根据地范围不断扩大，“红三村”
的名气也愈发壮大起来。

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闻听“红三村”的
抗日事迹后，不禁夸奖：“你们光荣的斗争，你们
光荣的名字，将永远留在鲁西南人民的心中。”

1941年5月1日，晋冀鲁豫边区第二十二专署
成立，刘齐滨被任命为专员。

在成立大会上，刘齐滨在根据地、游击区和
敌占区各界代表和刘岗村群众近万人的见证下，
坦露肺腑之言：“……对敌人，我有无限仇恨！对
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不惜牺牲个人一切……我当
专员是人民的公仆，就好比给人民当长工。我保
证时时处处关心群众疾苦，尽心尽力为人民办
事。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一定廉洁奉公、公而忘私
地做好革命工作。如果大家发现我有失职或有违
背诺言的行为，请随时将我罢免。”

刘齐滨所说的慷慨激昂，刘齐滨所做的不打
折扣。

专署成立后，刘齐滨为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日
夜操劳。为了解游击区和敌占区的真实情况，他
经常徒步走访，和根据地百姓拉扯家常。

后来县级政权发展到11个，区、乡政权和农、
青、妇等群众组织也都相继建立起来。

宽以待民严于律己
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壮大，周边反动势力也加

强了对根据地的封锁。
“我只记得，那时候我就读的抗日三中经常

疏散隐蔽，伪军经常对我们进行扫荡。”刘效民
说。

当时的抗日三中，没有教室，没有桌椅，也没
有课本。学校只有一台油印机，主要从报纸上复
印社论新闻，老师给学生讲解抗日形势。

孩子们每人有一个背包，起床后先打好背
包，里面装有学生的全部身家。“上课集合背着背
包站队。夏天寻觅个树荫上课，冬天找个背风院
子读书。上课时，人盘腿坐地上，背包放下来当书
桌使。”

午饭时间，伙房推着锅灶，找个空旷地面，挖
个坑洞，埋锅造饭。

可这样简陋的学习环境，也难以正常保证。
刘效民说：“有段时期，学校会经常疏散转移。本
地学生回家隐蔽，外地的则提前在当地认个干
亲，发点粮票寄宿在百姓家中。”

刘齐滨那时候的生活也是寒酸清苦。
为培养工作人员的廉洁作风，刘齐滨先是制

定各项财政收支制度，杜绝物资浪费。有一次天
气酷热难耐，有人提议买西瓜消暑。刘齐滨见有
人有了脱水症状，担心中暑耽误工作，便批了个
条子：“西瓜用款，请从我的津贴费中扣除。”后来
会计入账，因考虑他体弱多病，便从公杂费中支
出，没有扣他的津贴。在月底查账时，刘齐滨发现
了此处纰漏，他批评会计：“不要把它看成小事，
这样乱开支下去，制度被破坏了，人民的财产就
要受损失，个人也容易犯错误。”他坚决要求补交
了购买西瓜的费用。

这年冬天，上级考虑到天气寒冷，给专署拨
发了一批棉衣御寒。但因为物资紧缺，专署干部
每人都摊不上一件穿。刘齐滨的棉衣单薄，又因
肺病身体虚弱，分发衣服的工作人员便自作主张
分给了他一件。但刘齐滨却坚决不接受，他说：

“我这件棉衣旧点破点没关系，破了补一补还能
穿。”分衣服的同志说：“您是专员，按标准可以换
件衣服。”但刘齐滨却坚决不接受。

刘齐滨对自己要求严苛，对有需要的百姓却
非常慷慨。他对因抗日而负伤的百姓，要求抗日
医院予以及时救治。

1940年，“红三村”在邓庄附近的庄稼成熟
了。困难岁月里，粮食是弥足珍贵的物资，也是各
方势力垂涎欲滴的香饽饽。收获庄稼，往往要冒
着以命相搏的危险。村民“二丸子”和几位村民，
带着一些简易兵器，小心翼翼地前去收割。收割
队行动虽然谨慎，但还是被附近的伪军哨兵发现
了。敌人开枪打伤几位村民，“二丸子”的脖颈处
被子弹穿透。他回村后也没有言语，只是从村里
老中医处拿了几副膏药，便独自在家休养。“二丸
子”的伤口久久不能愈合，开始化脓感染。刘齐滨
了解情况后，立即安排“二丸子”到根据地医院治
疗。一个多月后，刘效民在村口看到了伤愈归来
的“二丸子”。“他披着破被子，但比走之前白胖了
许多。他笑嘻嘻地对我们说‘八路军的医院里，打
针吃药都不要钱。要不是八路军的医院，我肯定
是活不了了’。”

披肝沥胆不忘初心
1940年9月，在鲁西南驻扎的八路军主力部

队，奉命西渡黄河参加反“扫荡”行动。根据地只
留下了不足百人的独立团进行防守。主力部队撤
离的消息被伪军获悉后，各路反动势力立刻向根
据地大举进犯。刘齐滨率领单薄的兵力，和大家
协同保卫家园。但因敌我力量悬殊，边沿的村庄
相继失守，至10月初，只剩下刘岗、曹楼和伊庄三
村。

“红三村”是鲁西南抗战的最后火种，刘齐滨
召集抗战队伍，宣誓要与抗日共存亡。刘齐滨此
时肺病发作，常常痛苦难当。但他依旧夜以继日
呕心沥血地思索着抗日良策。

在刘齐滨的苦心擘划下，“红三村”在敌人的
围剿下艰难地存活了下来。但刘齐滨的身体，却
已经不堪重负了。

1942年初，刘齐滨的肺病开始频繁发作。组
织上出于对他身体的考虑，让他离职休息治疗，
但刘齐滨仍忧虑着根据地的存亡兴衰。同志们前
来探病，他总是先询问百姓的生活如何。

为了照顾刘齐滨，专署研究决定，拨发给他
300斤小麦，用于滋补身体。300斤小麦，如今只能
算是入口的粮食而已。但刘齐滨知道后坚决不
收。他找到粮秣科长说：“现在斗争条件艰苦，军
队给养往往不足。我躺在床上，一不打仗，二不工
作，对抗战没作什么贡献，怎么还要享受额外的
照顾？”纵使别人苦劝，他坚决把小麦退了回去。

肺病愈来愈重，咳嗽频繁，疼痛剧烈，刘齐滨
的身体每况愈下，他逐渐自知到了弥留之际。临
终前，他忍着痛苦，向身旁同志们嘱咐后事：“我
死后，可开个小型追悼会，要节约，通知各县自带
干粮，烧锅开水就行了。对家属不要特殊照顾，让
他们自食其力。请同志们不要难过，你们做好工
作，就是对我的最大安慰!”

1942年5月29日，刘齐滨病逝，年仅34岁。
从弃工从文到矢志救国，刘齐滨的一生短暂

而艰辛。但他不慕名利权位，时刻牢记救亡图存
的信念，将短暂的一生奉献给了国家独立民族自
强，为抗日流尽最后一滴血。

■ 烽火八年 山河壮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②

为抗日救国，刘齐滨不顾虚弱的病体，为“红三村”的存亡夙夜操劳。繁重的工作摧毁了他的身体。临终时，他嘱咐：：“我死后可开个小型追悼会，

但要节约，通知各县自带干粮，烧锅开水就行。对家属不要特殊照顾，让他们自食其力……”1942年5月29日，刘齐滨病逝，年仅34岁。

刘齐滨：抗日流血弃命不言悔

□ 本报记者 鲍 青

1942年5月29日，鲁西南抗日根据地领导人
刘齐滨因病逝世，根据地尤其是刘岗村百姓笼罩
在伤痛之中。

而根据地外的敌人，却处心积虑地寻找机会
抹掉“红三村”这个眼中钉肉中刺。

“红三村”百姓化悲愤为力量，同仇敌忾，打
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

到了1943年的10月6日，敌人趁着八路军主力
部队转移作战，纠集一千五百多名日军和伪军把
“红三村”包围得水泄不通。当日清晨，刘效民

在打麦场外看护收割好堆放的庄稼，他听到西南
六七里远的地方突然响起“咚咚”两声炮响，接着
是枪声大作。他知道大事不妙，立刻起身往家的
方向奔跑。

当时是收种相叠的农忙季，刘效民回村途中

碰到了牵着牲口的大爷。老大爷告诉他：“日本人
说话听不懂，汉奸不让我出去。”

回家一说情况，家人立刻让年轻的他赶紧到
地里躲躲。但刘效民刚到村边，就遇到埋伏在此
的两个汉奸。汉奸用枪指着刘效民喊：“哪儿跑 !
再跑打死你！”刘效民见出村道路阻绝，无奈又跑
回村庄。

后来他趁着敌人搜索共产党员的契机，幸运
地从村中角落逃了出去。

刘效民在外面躲了九天九夜，回来后发现村
庄已是物是人非。

“死了许多村民，全村哭声震天，简直如人间
地狱一般。”

亲身经历的村民啜泣地向刘效民讲述日军
在“红三村”的暴行。

日军将百姓赶到寨门外一个为抗击日寇而
挖的水坑边。许多村民被踹进水坑，有的村民因

为想逃走而被打死了。
一千多村民被囚禁在齐腰深的水坑里，敌人

在四周架上机枪，残忍狞笑。“水坑变成了水牢，
日军就在水坑边看着百姓受苦，享受着囚禁的快
乐。”刘效民说。

日军囚禁百姓的目的，是要用酷刑逼迫村民
交待谁是共产党、谁是八路军。

当时根据地在村中设有被服厂，为前线的抗
日队伍生产被服用品。虽说是个厂，但其实分散
在好几家村民的家中。没有集中的厂房，都是用
缝纫机来生产。

敌人即将进村时，被服厂立刻转移了机器设
备。而来不及撤离的工作人员在百姓掩护下，乔
装打扮进入群众队伍中。

为了抓出百姓中的抗日分子，日寇折磨百姓
无所不用其极。“他们用枪杀，把村民吊在树上，
还往村民肚子里灌脏水……”

为逼迫一位村民就范，两个日本鬼子往他肚
子里灌泥浆水，灌得鼓鼓后，又用大腿粗的棍子
在肚子上捣鼓，肚中脏水顺着口鼻全流出来了。

夜幕降临，日军将“红三村”村民赶到两座房
子里，安排人看守。等到天明，再将百姓赶到水牢
中继续折磨迫害。

刘效民说：“那么多村民就挤在两所低矮屋
子里，可以说是人挤人，连个下脚地方都没有。”
年轻力壮的青年爬到屋梁上，给年纪大的村民腾
出点空间。”日本人不准百姓休息，不准出门，大
小便都要在屋里解决。整个环境闭塞闷热，污浊
不堪，一些年老体弱者被活活闷死。

在长达九天九夜的折磨中，共有73位村民壮
烈牺牲，用鲜血守护着抗日火种。

看到村民遭受凌辱，人群中的秦兴体愤怒难
当。他是河南修武人，当时任五分区根据地供给
部的保管股股长。当得知日寇即将扫荡的消息

后，他组织人员将边区货币、缝纫机、棉花和布匹
等物资就地掩埋。但因为执意要掩护断后，错过
了撤退良机，在群众掩护下进了水牢。

秦兴体平时在村中为人慷慨好施，对百姓极
为体贴。为保护秦兴体安危，有村民把他挡在人
墙后，免得引起日军注意。在日军折磨村民时，百
姓将秦兴体紧紧守住，防止他忍不住冲上去。

眼看着多位村民因为保护自己而牺牲，秦
兴体再也难以忍受痛苦的折磨。他大义凛然地
站了出来：“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共产党，不要
再折磨乡亲们了！”

日本鬼子立刻把秦兴体捆绑起来，威逼他
说出隐藏的军用物资、交待根据地情况。在被
秦兴体拒绝后，日军恼羞成怒，用皮鞭不断抽
打他的躯体，还泼洒硫酸，折磨他的皮肉筋
骨。

纵使日军百般虐待，秦兴体也是闭口不
言。日寇残忍地将他钉在木板上，用火灼烧炙
烤，秦兴体始终不发一言，最终为革命壮烈牺
牲。

如今的水牢已经被填平成广场，难以寻觅
当年的凄惨遗迹。

2013年，刘效民将秦兴体的事迹写就书
信，邮寄给了菏泽市委。如今在水牢惨案的旧
址上，树立起了“红三村刘岗大水牢纪念
碑”，铭刻着这段鲜血染就的峥嵘岁月。

·相关链接·

日寇将千名村民逼进水坑中，百般酷刑虐待。为了守护抗日火种，众多村民宁愿牺牲生命也不出卖信仰。共产党员秦兴兴体为了百姓安危，

挺身而出。鬼子残忍地将他钉在木板上，用火灼烧炙烤……

水牢惨案：用鲜血守卫抗日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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