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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殿封

炮声隆隆，战火又起。
蒋介石撕下面具，1946年6月，发动了对解

放区的全面进攻。
冀鲁边区人民心头阴云笼罩：“刚把日本

鬼子打跑，国民党反动派又来捣蛋，这是成心
不让咱老百姓过安生日子呀！”

青壮年愤怒地凝眉攥拳：“谁不让咱好
过，咱也不让他好活！”

“走，打老蒋去”
1946年9月的一天，南皮县城关北街农民徐

春云领着二儿子徐天才找到解放军部队首长，
他把儿子往前一推说：“俺把儿子交给你，加
入队伍打反动派去。”

首长见徐天才一脸孩子气，问道：“今年
多大？”

“16岁。”
首长皱了皱眉头说：“大叔，打仗要流血

牺牲，孩子年龄还小，过两年再让他参军
吧。”

徐春云一听急了：“首长，等他长大了仗
也打完了，那都晚了三春了。”恳求说：“这
回你就带他走吧。”

徐天才朗声说：“俺啥苦都能吃，不怕
死。”

首长在犹豫。徐春云悲切地念叨：“首
长，土改前，头一穷苦是俺家，着件衣衫补千
重，朝夕乞讨几个庄，老婆孩子饿断肠。往
后，要是让反动派占了天下，穷苦人还得过要
饭讨食、扛活到月（指长年累月扛活）的日
子。你说，打反动派咱不去当兵谁去当兵？”

徐春云家祖孙几代都是叫花子，他家6口
人，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抗战期间一家人在
泊镇乞讨，妻子有时到车站给人捡枣，辛劳一
天挣两个米面窝头。怀胎临产时给人推磨，孩
子生在磨道里。她产后拖着虚弱的身子去讨
饭，把一个三岁的孩子拴在窗棂上，孩子挣断
绳子掉到地上摔死了。1945年9月，南皮县城解
放，徐春云送大儿子徐天玉参加了八路军。土
改中他家分得10间房、10亩地、一头牛，从此
有了自己的家和业。他从心里感激共产党，听
说国民党反动派要进攻解放区，他决然地把二
儿子送来参加解放军。

首长听后动了感情，破格收下徐天才。徐
天才戴上了大红花（1950年在解放海南岛战役
中光荣牺牲）。

南皮县乌马营镇刘旺泉村青年冯常山入伍
那天，新媳妇亲手把大红花给他戴在胸前，送
出门，送出村，一直把他送到莲花池区政府。
冯常山小时候讨饭多年，父亲给地主扛长活。
1944年6月，他娘遭受小鬼子毒打，半月后含恨
离世。父亲领着他姐弟四人艰难度日，刚满周
岁的妹妹无法养活，只得忍痛送人，姐姐为照
顾家庭给人家做了童养媳。冯常山家土改中分
得10亩地、两间房，弟弟上了学，他当了民
兵，1947年年节里还娶了媳妇。他父亲语重心
长地嘱咐孩子们：“咱家能过上好日子，都是
托共产党毛主席的福哇！到啥时候也不能忘了
本。”

1947年7月，县委在店子区召开城关、泊
东、店子、乌马营几个区的民兵会议，动员青
年参军支前。县领导慷慨激昂：“国民党反动
派要让地主再骑到穷人头上作威作福，让穷人
受二茬罪，大家说能答应吗？”

民兵们义愤填膺：“不答应！不答应！不
答应！”喊声如平地滚过春雷。

冯常山第一个站起来报名参军。他鼓动大
家说：“有硬骨头的翻身农民，就拿起枪杆子
同反动派干到底！”众人一呼百应，会议期间
有八九百名民兵当场报名。有的民兵犹豫，冯
常山找他们谈心，又有5名民兵报名。上级给冯
常山记二等功，颁发奖品。

冯常山参军对家里是先斩后奏。父亲得知
立马支持说：“孩子，你做得对。穷人的江山
得靠咱穷人去争，你去吧。”

冯常山晚上问媳妇：“预先没跟你商量，
你愿意我去吗？”媳妇脱口说：“当然不愿
意。”冯常山心里一紧。媳妇接着又说：“谁
愿意让你走！可是，为着消灭反动派，过上长
久安稳日子，不愿意也得愿意。俺可不是不分
好歹的人。你走后，照顾老人、家里地里的活
儿有我呢，你早点打垮反动派早点回来。”冯
常山感动啊，眼里装满了泪。冯常山参加了济
南、淮海、渡江、解放上海等战役，16次立
功，从战士升任营参谋。

“走，打老蒋去！”
沧县军马站村妇救会长、共产党员翟凤英

和丈夫双双入伍。南皮县王寺区20多位女青年
动员未婚夫参军；小郭庄31户人家，有31名青
年报名“满堂彩”。黄骅县（现为市）冯家堡
村陈坤岭、陈凤岗、陈凤歧爷儿仨一起加入队
伍。靖远县（盐山县）大尤村梁大娘先送两个
儿子上战场，又动员两个女婿报了名；望树区
于化村一次80多人参军，号称“于化连”；赵
毛陶区（现属海兴县）有4个村各参军一个连。
他们说：“不打下反动派去，要回来也是躺在
担架上。”

内战爆发后，冀鲁边区各县贯彻上级指
示，在全民中开展“要和平不要战争”“国民
党必败，共产党必胜”的宣传教育，提出“保
家、保国、保卫胜利果实、保卫解放区”“一
人参军，全家光荣”，向群众讲解“为谁参
军，为谁打仗”的道理，鼓励合乎条件的青壮
年参军，不合乎条件的积极支持参军，党员、
干部带头参军。“好男儿上前线，杀敌立功把
功建”，县县、区区、村村，到处都上演着父
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叔送侄、亲送友、
党员干部带头上战场的动人场面。

请记住这些数字吧：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6年到1949年三次“大

拥参”，乐陵县1 . 35多万名、靖远县1万多名、
商河县8400多名、临邑县7600多名……冀鲁边区
所属县共有8 . 7万多名青壮年扛起钢枪，意气风
发地走进人民解放军队伍。他们征战白山黑
水，饮马黄河长江，战上海，打海南，又千里
驰骋跨过鸭绿江。

在这支雄壮的队伍里，振华县（宁津县）
有1 . 5万名青年报名参军，其中5700多名战士
（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司令员刘双全记忆）
是一路向西。

原来，1946年8月，彭德怀、王震向中共中
央、中央军委建议，为适应解放战争需要，组
建一个新旅，补充西北野战军，保卫延安、保
卫党中央。此建议获得批准，决定到冀鲁边区
的振华、临邑、商河、惠民4县征兵。10月，三
五九旅招兵队来到振华县，青年们听说去陕北
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群情激昂，踊跃报名，
这一个县组建了3个团，在临邑、商河、惠民三
县各招收一个营组建独立团，之后4个团整编为
3个团总计1 . 1万多人，新组建部队正式命名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渤海军区教导旅。

渤海教导旅经过5个月训练，于1947年3月
从庆云、阳信县徒步出发，途经河北、山西、
陕西、甘肃、青海等6个省，一路风餐露宿，一
路浴血厮杀，独立发起运安、荔北、陕中、陇
青等11次战役，5次配合兄弟部队作战，相继攻
克安邑、运城、咸阳、天水、临夏等16座城
市，共歼敌2 . 78万人，改造解放起义人员1 . 01万
人。1949年底，教导旅西出嘉峪关，走过死亡
沙漠，翻越祁连雪山，抵达新疆巴音郭楞蒙自
治州。新中国成立后，整建制转为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第二师。教导旅从山东到新疆，铁流万
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不朽功勋。

宁津县柴胡店镇卞庄村青年吴宪君（王震
警卫员，后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一团长），
当年带着一个37人的民兵排参加教导旅，1960
年他回家探亲，逐户走访，打听战友们的去
向，结果30人牺牲，7人活着。男儿壮志出乡
关，战火不息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
无处不青山。吴宪君难过地流下了泪水。

“上了战场，我们就是战士”

前面，人民解放军万马奔腾，摧枯拉朽。
后面，千百支支前民工队伍车轮滚滚，人

流如潮。
冀鲁边区各县县委、县政府成立支前指挥

部，发动全民支前，“一切为了前线”“一切
为了胜利”。广大翻身农民奋起响应：“要人
有人，要粮有粮，要钱有钱，要物有物，解放
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

1947年5月14日，总攻孟良崮战斗打响，南
皮县组建起500多人的担架营，在刘重生营长、
高墨林教导员带领下，奔赴战场。店子担架连
50副担架冒着炮火从前沿阵地抢救伤员，队员
阎崇发和徐成武一副担架抬两名伤员，队员徐
双成右臂中弹，扯下自己的衣袖缠住伤口。指
导员要替换他，他急火火地说：“上了战场，
我们就是战士。阶级弟兄命都豁上了，我这伤
不算啥，时间耽搁不得，快走啊！”抬起担架
一路小跑。

把伤员从前方送到后方，两地相距110里，
山路崎岖，平原上长大的农民不习山路。一些
队员磕破了双膝，鲜血顺着裤腿往下流，裤子
和皮肉粘在一起，没有一人叫苦。队员们肩
膀、脚上磨起血泡，他们笑称“咱们的队伍比
机械化还机械化，每人都有两门炮”，没有一
人掉队。他们一昼夜没吃没喝没合眼，16日清
晨将伤员送到后方医院，又马不停蹄地重返前
线。路上在一个小山村短暂休息时遭遇敌机轰
炸，东林子村阎崇发、季辛屯村徐成武、店子
村徐双城、白塔寺村郑安法、白吉屯村孙连义
等5名队员不幸遇难。8月上旬，南皮县委、县
政府追认5人为民工革命烈士。

1948年10月13日，禹城县担架营1004人在杨
河套村集合出征，营长兼教导员邵华代表担架
营向家乡父老表决心：“绝不给禹城丢脸，坚
决完成任务，一定举着红旗回来！”

“彻底消灭蒋匪帮！”
“解放全中国！”
“出发！”
一声令下，担架队员高唱着《三大纪律八

项注意》，虎虎生风地赶往滕县（现为滕州
市），随后跟着华野十纵奔赴淮海战场。

华野十纵直插徐州以东，骑在陇海路上打
援。阻击战打得残酷，双方在拉锯，敌人的飞
机、大炮炸得阵地上尘土飞扬，遮天蔽日。邵
华带领担架队把伤员从火线上抢下来进行简单

包扎，抬到几十里外的安全地带，再利用夜色
掩护抬往后方医院，每夜往返50里、100里不
等。

队员们视伤员为亲人，转送时看清伤员负
伤部位，再以平、侧、卧等姿势把伤员放到担
架上。行进中上坡让担架前低后高，下坡前高
后低，使担架保持平稳。11月河里结了薄冰，
队员们蹚着齐腰深的冰碴水，高举起担架，不
让伤员沾水。12月雪花飞扬，队员们把自己的
大棉袄盖在伤员身上，身穿单衣冻得发抖。晴
朗的夜晚敌机仍会袭扰，投下一颗颗照明弹，
地上明如白昼，几分钟后敌机扑来轰炸、扫
射。队员们赶紧把伤员隐蔽起来，来不及隐蔽
的，就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伤员。他们说：“宁
肯个人被炸死，也不能让伤员再受第二次
伤！”

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被全歼。华野十纵
南下蚌埠，禹城担架营帮助部队医院背着药
械、抬着药箱、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急行军。
一天下午，担架营在门口村准备开饭，突然几
架敌机俯冲过来，一串串炸弹瞬间爆炸。队员
王朝全当场牺牲，一连指导员赵长友身负重
伤，连长张玉山和通讯员被埋在泥土里。敌机
仍在盘旋投弹，一颗炸弹穿透三连驻地的一处

房顶落进屋子中央，千钧一发之际，排长朱德
茂抱起炸弹就往外跑，使劲扔了出去。万幸，
是一颗臭弹。

英雄啊！冀鲁边支前民工！
这天，担架营走到蚌埠以北30余里处，部

队接到命令回师北上阻击南逃之敌。部队避开
敌机轰炸夜间行军，每夜行程120多里。担架营
队员鞋绊跑断了顾不上绑，鞋子掉了光着脚
跑，过河来不及脱衣裳，没膝盖的水湿透了衣
裤，上岸后冻得磕打牙，衣裤只能在奔跑中风
干。队员们极度疲劳，一听到“就地休息”命
令，躺在地上刹时打起呼噜。“出发”命令传
来，使劲睁开眼睛爬起来就跑。

担架营像解放军一样严守纪律，行军宿营
不经允许谁也不进村庄，不进民宅，常常睡在
村边、树下、牛棚里。每进入一个村庄，他们
就向百姓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帮着老乡挑水、
铡草、推磨、扫院子，转移时做到“五不
走”：房东院子不扫干净不走，水缸挑不满不
走，借东西不还不走，损坏东西不赔偿不走，
不向老乡道谢不走。当地百姓见他们秋毫不犯
受到感动，自愿给送饭送菜，队员们从不随便
收下，非吃不可的照价付钱。

敌机给被围困的国民党兵空投食品，经常
落到解放军阵地上。队员们捡到大批罐头、饼
干等，都上缴送给了火线上的战士。一场战斗
打下来，被俘的国民党官兵黑压压一大片，枪
支弹药、衣被、军毯和食品一垛连一垛，队员
们即便冻着、饿着也不拿不吃。一次，三连队
员看押战俘，有个俘虏献出两块怀表，队员看
“稀罕”后把怀表交给排长，排长交给连长，
逐级交到团部。团部又根据线索找到了献表的
俘虏，把表交还给他。这个俘虏感动得流着眼
泪说：“就凭这一条，国民党输定了。”

民心所向，决定战争胜负。
冀鲁边区所属24个县先后分别派出五六

批、数万名民工远征支前。由振华县和吴桥县
民工组成的“振吴民工团”，济南战役后，部
队奖给该团民工每人两包饼干，他们舍不得
吃，又带到淮海战场上，给伤员当了途中给
养。全团有1000多人次用自己的钱给伤员买糖
和水果，节约菜金60多万元用于慰问伤员，被
华东支前委员会授予“华东模范团”。

振华县政府文教科长傅文彪两次带队出

征，第一次带领民工团支援莱芜战役、孟良崮
战役等，长达一年。1947年7月，他第二次带领
民工团随华野四纵远征豫、皖、苏等省，转战
七八个月。临行前，民工团在县城烈士祠广场
举行誓师大会，傅文彪咬破中指写下血书：
“不获全胜，誓不归还！”在河南确山战役
中，担架队员和前沿部队一起战斗，任凭天上
敌机扫射轰炸，地上枪弹如雨，队员们无一示
弱。他们“誓死不离伤员，坚决与伤员共存
亡”。有的队员用自己的喝水缸子为伤员接
尿，用手给伤员接大便。凯旋时，华野四纵政
治部授予他们一面锦旗，绣着“你们将在民族
解放史上永垂不朽”14个大字。

解放战争期间，冀鲁边区人民动用了多少
人力物力财力支前已无法准确统计，能够确定
的是，仅1947年上半年，就出动民工12万多
人、大车1 . 7万多辆。六七月间支援鲁南战役，
出动民工15 . 8万多人、大车2万多辆、担架4000
多副。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支前
规模更大。陈毅说：“打胜仗的第一功，应记
到支前民工身上。”“我陈毅躺在棺材里也忘
不了山东人民的支援。”

“国民党，输定了”

后勤供应是保障战争胜利的生命线，兵马
未动粮草先行。

百万雄师，人要吃饭穿衣，马要吃草吃
料，重型武器要车载马拉。

淮海战场硝烟弥漫。在那些日日夜夜里，
渤海行署粮食局副局长、第二专署粮食局局长
王工一（建国后曾任国家粮食部农村购销局副
局长，1988年7月病逝）是最忙碌的人之一。

渤海区接到任务：向淮海前线解放军供应
8000万斤米面，18天内运到齐河县境内桑梓店
火车站，一律用装50斤的小口袋（原来用装100
斤的口袋、200斤的麻袋）。渤海区将征粮任务
下达给二专署，由王工一具体负责落实。

王工一1939年2月弃教参加商河县抗日县大
队，1942年任冀鲁边第二专署粮秣科科长。这
期间，他试行党政军干部外出工作吃饭报销采
用三联单和粮票制，在冀鲁边区推广，受到二
地委的嘉奖。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期间，他
负责从二专署所辖县筹粮，分两路每天船运100
万斤左右的粮食渡黄河，再运往鲁中等地，持

续7个月，保证了战争需要。
王工一这次接受任务的那天上午，行署接

连三次派人来传达新要求。王工一深感事关大
局，他一面通知各县粮食局长立即前来开会，
一面想，一面算：

8000万斤，米面各半。4000万斤小米，按一
盘石碾一天碾200斤算，需要20万盘石碾。碾一
天得用两个人，计40万人次，一天一头牲口，
计20万头次。

4000万斤面粉，一天一人一头牲口磨100
斤，计需40万人次，牲口40万头次。

米面袋用布，装50斤的面袋，一条用一米
布，8000万斤需用160万米布，折合480万市尺。
按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一人一年用10尺布计
算，等于一个24万人口县一年的用布量，能不
能拿出这些？

缝面袋的人工，一人一天缝50条，计需要
3 . 2万人次。

运输所需人力和畜力，8000万斤从粮库取
到各村加工，一辆木轮大车拉600斤，需要13 . 3
万多车次，一辆大车配三头（匹）牲口、两个
人计算，计需牲口40万头次，需人力26万多人
次。

将8000万斤米面送到桑梓店，二专署所辖
10个县平均按两天来回一趟计算，计需26 . 6万车
次，一车三畜，计 8 0万头次（按一天一次
计），一车二人计50万个人工。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多么宏大的人民支前
场面！任务艰巨复杂又非常激励人心，鼓舞斗
志。王工一向王其元专员作了具体汇报，他最
担心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能不能动员这样多的
人力、畜力、物力，特别是有没有这么多石
碾。王其元听后果断地说：“能完成，我叫地
委下通知，叫各级党委保证完成。”

二专署旋即给所辖陵县、禹城、临邑、商
河等10县下达任务，指示各县：县长担任运粮
指挥，排除一切困难，坚决完成任务，不可借
任何理由推诿延误；沿途设立民工站，及时补
给草料；开展群众性的运输支前工作。

时间就是生命！
那是个黑白同一的18天！
王工一周全考虑和安排运粮工作，划出齐河

以外9个县通往桑梓店车站的运输路线，各县境
内路线由各县负责，避免车队往返走对头造成挤
车耽误时间，踏轧农田。运粮由以前一个县一个
车队统一办手续、集合统一行动，改为几辆车一
个小队，一个手续，装完即走，直达粮点，节省了
办手续、等装车和几次集合时间。并且，在米面袋
印上各县的名字，运到前方如发生问题，由县里
负责，使之都有责任心。

听吧，村村寨寨“咯吱吱，碾儿响，家家
碾米忙，推的推来簸的簸，运的运来装的装，
为了前方打胜仗，人人出力理应当”；“一串
小车一条龙，吱悠吱悠向前游，一天走不断，
一眼望不到头”；“碾磨一齐转，米面送前
线，打倒蒋介石，粮食是子弹”。

看吧，通往桑梓店车站两条相隔六七里的
主路上，车水马龙，鞭子脆响，人欢马叫，车
队过去留下一道道车辙，洋溢着一派运粮的紧
张热烈气氛。

临邑县狮杜区吕寨村妇女委员刘尚兰，白
天碾米，晚上缝制面袋，双线缝双行，袋口上
打结，面袋结结实实，成为区里的典型示范。
八里区前庞庄庞大娘送两个儿子参军，村里没
安排她碾米任务，但她还是把家里仅有的150斤
谷子碾成米送到粮站，倒下就走，连秤也不
过。她说：“支前人人有责，哪分你的我的，
运到前线叫同志们吃饱好打胜仗。”

石碾不足的问题果真发生了，但它难不住
富有创造力的人民群众。村民们把两枚大铜钱
垫在磨脐上，像磨面一样地推磨，居然把谷子
“磨”成了小米。各村如法炮制，形同增加了
千万盘石碾。

供给米面任务如期完成。35年后，王工一
谈起这次运粮，十分感慨地说：“无论抗日战
争还是解放战争，八路军、解放军的后勤部是
千千万万闹翻身求解放的农民哪！”

人民永远站在正义战争一边。
乐陵县（现为市）委、县政府向全县人民

发出号召：“多贡献一尺布、一斤粮、一双
鞋，就是向蒋匪帮多射一颗子弹。”1946年9月
中旬，全县开展交公粮竞赛，5天交齐田赋，千
辆大车将粮食运往前线。鲁南战役消息传来，
全县工商界献金折合220万元，城关区一次献金
折合770万元。杨盘区88个村的妇女，从春节到
元宵节，突击做军鞋1500双。

同年春天，华东局和鲁西、鲁中区党委部
分机关，渤海第一军分区后勤机关和兵工厂、
被服厂、接兵站，华东荣军总校及下属分校20
多个单位，皖北和苏北等地新四军伤残军人，
莱芜战役撤下来的荣残军人和山东省参议长范
明枢先生等，共计13万多人转移到乐陵，时有
33万人口的乐陵县承担了这些人的食宿、护理
和安全保卫等任务。

1947年6月3日，县支前指挥部接到渤海一
分区总指挥部代电：乐陵急速筹集白面10万
斤、猪肉8000斤、芝麻7000斤、粉条1 . 3万斤、
萝卜1 . 2万斤，于6月7日黄昏前送到沧县黄官
屯。支前指挥部紧急动员，160辆大车将物资如
期送到。同时奉命组织4个基干民兵连540人，
人手一枪，随军征战。同年，住在乐陵城西潘
家的渤海一军分区被服厂，接受了7万套军服、
8万双军鞋的承做任务，支前指挥部抽调40多名
村干部为该厂服务4个多月，按时完成了任务。

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乐陵县共有1 . 35万
多名青壮年入伍参战，出动民工、民兵3万多人
支前。其中担架队、运粮队、小车队、马车
队、挑夫等2 . 3万多人，大车3600辆，担架8730
多副，加工军粮5000万斤，做军衣15 . 5万件、军
鞋19 . 16万双、米袋2万多条，绣慰问袋5000个、
烟荷包3000个，献款400多万元（法币），870多
名优秀儿女壮烈牺牲。

冀鲁边区人民“反蒋、保田、保饭碗”，
“哪怕倾家荡产，也要保证子弟兵吃饱穿
暖！”他们自己节衣缩食，勒紧腰带，不惜吃
糠咽菜，源源不断地把一批批粮食、棉衣棉
被、油、肉、菜、柴运往前线。还开展献金献
物支援前线活动，无数老年人献出自己积存多
年的“箱子底”，刚结婚的新媳妇献出自己的
“私房钱”，许多人把珍藏多年的金银首饰、
元宝、银元等物捐献出来。工商业联合会发动
业内人员集资献金。儿童团员们拾粪、砍草、
捡麦穗攒钱买日记本、毛巾等慰问解放军。干
部、职员普遍捐献了菜金和津贴费……冀鲁边
区这片英雄大地上，到处是人民支援解放战争
的动人场景。

“国民党，输定了！”

■ 红色记忆

村村寨寨“咯吱吱，碾儿响，家家碾米忙，推的推来簸的簸，运的运来装的装，为了前方打胜仗，人人出力理应当”。。

陈毅说：“打胜仗的第一功，应记到支前民工身上。”

你们将永载民族解放史册

参加支前的民众

一人参军，全家光荣

支前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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