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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岸青

在水浒故里郓城革命烈士陵园里，安葬着
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烈士1307名，
郓城的儿子——— 梁仞千烈士就安葬在这里。

梁仞千是郓城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
长，曾任中共郓城中心县委书记、中共运西地
委书记、郓城专员公署秘书长，1940年当选为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冒着枪林弹
雨，经过8个月的跋涉到达延安，由于七大延期
召开，他被分配在中央研究院工作，一年后因
病不幸去世。中央和山东代表团为梁仞千召开
了追悼会，把他安葬在中央研究院附近的兰家
坪山坡上。后由毛主席签字，向梁仞千家属颁
发了烈士证。1972年，梁仞千逝世30年后，郓
城县革委会将梁仞千的遗骨迁回了家乡。

如今，菏泽市郓城县每年都在烈士陵园举行
革命烈士公祭活动，深切缅怀梁仞千等革命烈士
的丰功伟绩，寄托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

抗日组织“窝窝队”
1938年5月的一天，快到中午了，在郓城南

的飞哲集，“抗日自卫团训练班”第三期50名
学员还在上课，这一课“抗日救亡的形势和任
务”由梁仞千主讲。天气已经转暖，他还披着
一件黑色的棉大衣，脸色有些苍白。趁着梁仞
千喝口水的空儿，工作人员进到教室告诉他，
外边来了四辆马车，拉着30多个青壮男子。

这支队伍是从延安来的。他们经菏泽我地
下党员介绍来此打尖。梁仞千看到介绍信后非
常激动，毛主席派人来了，赶紧把他们让进门
来。

抗战全面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在敌后
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
指示，以及北方局“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
击队去”的号召，从1937年7月到1938年6月，中
共山东省委组织发动了徂徕山、天福山、黑铁
山、泰西区等十几起遍及全省的抗日武装起
义，齐鲁大地燃起抗日熊熊烽火。但起义之
后，聚集的两三万人队伍向何处？

1938年4月，山东省委书记黎玉赶赴延安向
中央请示，毛泽东和中央决定派郭洪涛同志率
段君毅等几十名红军干部去山东。行前，毛泽
东接见全体同志时说，到山东敌占区去开展独
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是
党中央交给你们的任务。

郭洪涛他们身着八路军服装，执八路军
“护照”，一行从西安乘火车到河南柳河车站
下车，然后步行进入山东曹县。这里当时是国
民党山东省政府驻地，省主席沈鸿烈派人来表
示不能对八路军的安全负责。经我地下党员、
国民党菏泽县县长的秘书宋心田帮助，雇了四
辆马车，他们从菏泽来到了郓城。

梁仞千请同志们与学员一起共进午餐，郭
洪涛他们看到端上来的大黑窝窝头足有碗口大
小，十分新奇。梁仞千笑说：“我们这个自卫
团，没有经费，光吃大窝窝、咸菜，喝稀饭，
群众称我们为‘窝窝队’。”郭洪涛称赞说：
“这窝窝可比两万五千里长征时吃草根皮带好
得多喽。”

饭后，梁仞千仔细汇报了中共郓城中心县委
的工作。县委以“抗日自卫团训练班”的名义培训
了大约一百多名学员，前两期毕业学员已经在郓
鄄巨菏四县边区各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以洪王
庄支部为起点，已经在各村陆续建立了十几个支
部，甚至在国民党四区（今郓城县郭屯镇一带）中
队也建立起共产党小组，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共
郓城中心县委。郭洪涛听完汇报，紧紧握着梁仞
千的手说：“仞千同志，郓城的党组织积极发动群
众开展抗日斗争，做出了很大的成绩，这很不易
呀。”梁仞千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带头这
样做。”

郭洪涛一行没有久留，饭后即赶往泰西，
开始了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征程。梁仞千近
乎从零开始的艰苦工作，给郭洪涛、段君毅留
下了深刻印象。

要当任守钧那样的
共产党人

1933年，21岁的梁仞千从菏泽六中考入济

南高中。
在菏泽六中读书时，梁仞千常去曙光书店

看书，深受书店经理任守钧的影响，经他介绍
还到曹州民众教育馆听讲座。梁仞千并不知道
主讲人孔庆嘉和任守钧都是共产党员，但他们
的宣讲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梁仞千脑海中。1931
年春天，二人不幸被捕。他们受尽酷刑宁死不
屈，无计可施的国民党曹县县党部将任守钧、
孔庆嘉押往济南第一监狱。1931年4月5日凌
晨，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下令将在押的共产党员
枪决。任守钧、孔庆嘉与包括中共山东省委书
记邓恩铭在内的21人，于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
就义。

济南高中是济南市民对山东省立高级中学
的习称，七七事变前，济南高中是全省唯一一
所三年制高中，在全省中学中名气最大，以师
资最好、设备完备、校院宏大著称。在济南高
中，梁仞千存心要寻找跟任守钧、孔庆嘉一样
的人。两年的时间他留心观察寻找，当他知道
高一级的同学林浩就是共产党员后高兴极了，
遂向林浩提出了入党申请。

山东党组织在1933年连续经历了三次大破
坏，跟中央失去联系，济南笼罩在一片白色恐
怖之中，济南高中支部与济南乡师、新城兵工
厂支部是几个硕果仅存的党支部。林浩作为济
南高中支部书记在黑暗之中谨慎地发展党员，
为日后重建山东省委作准备。1935年，经林浩
介绍，梁仞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适逢
林浩毕业，梁仞千接任济南高中支部书记。

到1936年梁仞千本该毕业了，由于前一年
患上了肺结核，就一直住在学校的病号房里，
毕业延期。病号房成了济南高中党支部的“办
公机关”，校内外的革命同志和进步学生，借
探望病号的名义与梁仞千进行联络。他巧妙地
利用这个条件，讲解革命道理，在学生中间发
展了20多名党员，并参与领导济南的学生运
动。

1935年底一二九运动席卷全国，刚刚恢复
的中共山东省工委投入到这场运动之中。在赵
健民、林浩、梁仞千等领导下，12月16日济南
高中率先罢课，济南师范、正谊中学、齐鲁大
学等校相继罢课。在这场运动中，根据党组织
关于迅速扩大学生救亡组织的指示，1936年春
“济南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改组为“山东
省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梁仞千为领导人之
一。根据市委的指示，他相继领导了纪念鲁迅
先生逝世、声援“绥远抗战”并捐款等学生运
动。

1937年，大批的平津、东北流亡学生涌入
济南，各自成立了同学会、协会。为便于统一
领导，在梁仞千等同志协调组织下，他们共同
发起成立党领导下的革命团体“文艺友联
社”，并编辑出版内部刊物《联系》。6月的一
天，文艺友联社成员金默生和孙鸿文正在位于
七大马路纬一路的印刷局校阅校样，突然来了
几个便衣警察将他俩逮捕。到了山东省警察厅
拘留所，他们发现另有9名编辑部的同学已经被
捕。

得到消息，梁仞千立即设法营救，他想办
法通过菏泽六中丛禾生校长找何思源进行疏
通。关押一个多月后，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
狱中，同学们群情悲愤，高喊“打倒日本帝国
主义！”“宁为抗日死，不做亡国奴！”然后
高唱救亡歌曲，整个监狱都为之震动。

又过了几天， 1 1个同学随大批“盗匪
犯”、贩毒犯，戴着手铐，被押解到国民党山
东省政府一个大厅前面的小广场，旁边是两列
手拎大刀的武装士兵，原来，国民党省主席韩
复榘要亲自“断案”。在大厅的前廊，韩复榘
身穿黑绸便服坐在椅子上，戴着墨镜，不时地
啜一口茶。一名警官拿着稿子，逐个宣读“罪
行”。11个同学的“罪名”是：“这11个学生
编印非法刊物，谩骂政府，进行赤色宣传，妨
碍邦交，扰乱治安，请主席发落。”听罢，韩
复榘慢条斯理地说：“你们学生不好好念书，
抗的什么日？你们抗日在这里不是地方，把你
们送到北平29军去，到那里抗日去吧！”同学
们当即高声抗议：“我们坚决抗日，全国包括
济南在内都是抗日地方！”韩复榘并不理会，
突然大喝一声：“看你们这伙学生留着洋头，
还抗的什么日！统统给我剃光头，驱逐出
境！”11名同学都被剃了光头，并被送上了北

去的火车——— 被“驱逐”出了山东之境。
这时，梁仞千也被当局盯上，警察到校抓

人，学校有人指路：“赶快包围病号房，那个
姓梁的老病号就是共产党!”几个警察立即包围
了病号房，进屋一看，空无一人。原来，更多
的校友在暗中保护着他们，梁仞千和其他几位
学生党员，在同学的保护下，迅速越墙离开了
学校。

父亲当“粮库主任”，
掏空自家粮囤

梁仞千身份暴露，在济南待不下去了。鉴
于他的身体情况，梁仞千带着山东省委交给的
任务回到了家乡——— 郓城县武安乡洪王庄。

革命不会不胫而走，需要革命者筚路蓝缕
才能发展壮大起来。说是回乡养病，但梁仞千
一天也没有休息，便探亲、访友、看望同学，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联络了50多人，并介
绍一批进步青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9
月，郓城县第一个党支部——— 洪王庄党支部建
立，隶属中共山东省委领导，梁仞千任书记。4
个月后，在鲁西南特委的领导下，郓城、鄄
城、菏泽、巨野四县边区县委（后改为郓城中
心县委）成立，梁仞千任县委书记。

1938年春，济南已经沦陷，全国抗日的呼
声更为普遍。为组建抗日武装，培训骨干力
量，郓城中心县委以鲁西抗日自卫团的名义，
先后在郓城飞哲集等地举办训练班。举办训练
班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合理合法方式，与
现在不同，召集学员来听讲，不但不要学费，
还要提供食宿，每期训练班50人左右，加上工
作人员，每天要为60人准备食宿，这是一笔非
常大的开支。

梁家在当地是比较富裕的，梁仞千动员父
亲梁秀松：“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老人家

就来当粮库主任吧。”梁秀松老先生听儿子
说，一个月下来需要几千公斤粮食，十分心
疼，这是40亩地一年的收成啊。梁仞千说：
“为了抗日救国，儿子我要领着大伙干，就得
带头。”梁老先生听到精忠报国，便慨然允
诺，把自家粮囤掏空送来了2500公斤高粱，带
动了其他乡绅捐钱捐粮，终于凑够了所需的
4000公斤粮食。虽然全是粗粮，但保证了训练
班按时开课。

高粱面性散，没有黏性，一个个窝头蒸出
来像碗口那么大。训练班请来的老师孙厚甫是
云南人，从没见过这种食物，竟以为黢黑的大
窝头是盛菜的盆子，梁仞千一边笑一边说，这
是爱国面包，好吃。孙厚甫口才极佳，讲课生
动感人；梁仞千思维缜密，亲自上讲台宣讲抗
日救亡的形势和任务，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政策和意义……训练班在郓城县及其周边影响
很大，当地群众也很少吃黑窝头，见他们如此
吃苦也要抗日，感到“要都像他们这样，中国
就有了希望”，亲切地称他们为“窝窝队”。
“窝窝队”的名称，逐渐地一传十、十传百，
传遍了鲁西。

训练班结束后，从中选出30余名骨干，建
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郓城县第一支武装力
量——— 抗日自卫团小分队。

父子毁家闹革命，
全家上阵齐抗日

多年以后，当时任郓城中心县委组织部部
长的徐雷健回忆：“梁秀松先生是郓城党的主
要创始人梁仞千同志的父亲，他是个为革命事
业不惜倾家荡产和牺牲个人生命的老人……从
郓城县委建立到八路军一一五师入鲁，在这一
年多最困难的时期内，县委机关一直住在梁仞
千同志的家中。这个家庭不仅为县委的同志提
供了全部住宿条件，而且为掩护县委活动承担
了全部风险。鲁西抗日自卫团办的三期训练
班，有相当一部分粮、款是由这个家庭出卖土
地资助的。他这种抗日热情，如果仅仅理解为
照顾儿子的情面，是远远不够的……他深信我
们的革命事业是正义的，为革命作出贡献是光
荣的，这是他支持和参加革命事业的真正力量
源泉。”

最早为郓城中心县委建立武装创造条件
的，也是梁秀松老先生。抗战前，他是一个普
通的乡绅，家有良田百亩，年近花甲，儿孙满

堂。在兵荒马乱的时代，他深信儿子参加革命
事业是正义光荣的，毅然接受党的委派，利用
与国民党郓城六区区长相熟，甘冒风险担任了
六区武装的中队长。在任期间，他把徐州会战
时从战场中退下来的散兵手中闲置的枪转移到
县委，为郓城中心县委创建第一支游击队提供
了有利的条件。

抗日自卫团成立后，一直没有稳定的给
养。梁秀松主动跟儿子提出：“仞千，你是不
是为兵马已就、粮草不跟犯愁啊？你爹我可不
是那种看财奴，我这个粮库主任是干到底啦，
你放心吧！”随后，梁秀松先后卖掉了家里80
多亩地维持自卫团的给养。

在梁秀松的带领下，一旦家里来了同志
们，梁家就全家齐上阵，梁仞千的母亲妻子妹
妹包括舅舅忙着烧水、做饭、筹铺草、喂牲
口，还为同志们洗衣缝补。

作为当地有名望的乡绅，郓城的党组织通
过梁老先生先后团结争取了国民党四区区长杨
巨斗、王相臣，而后又派共产党员李学启任四
区队副队长，掌握了四区武装。后来经过继续
发展，这些武装包括“窝窝队”都编进了我们
的主力部队，走上了抗日战场。

儿子当县长，
老子听命令

1938年5月，日军占领郓城县城，一周后日
军西侵撤离县城。半年后，日军再次侵占郓
城。除了对占领区民众实行“良民证”和保甲
连坐等严密控制外，日伪郓城县公署还设立了
县大队、自卫团、警察所、监狱和杀人场，主
要用于镇压抗日军政人员和民众。对抓住的抗
日人员，施以压杠子、坐老虎凳、别筋、灌辣
椒水、装进麻袋里摔肉疙瘩等各种酷刑。每隔
十天左右，伪县长刘本功就在县城西关外杀掉

一批抗日人员。为镇压、控制人民群众的反
抗，到处修碉堡建据点，构成控制网，伪军从
碉堡里任意向过路行人放冷枪。这些据点的修
筑，给占领区民众的人力、物力、财力带来巨
大损失。

1939年3月2日，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代
师长陈光率领东进支队2600多人到达郓城，驻
郓城西北一带。梁仞千率领20多位干部和自卫
团战士，到师部驻地状元张楼迎接我主力部
队。首长们请梁仞千介绍当地情况，梁介绍
说，郓城伪县长刘本功是个铁杆汉奸，他的本
家刘玉胜带了一个保安团驻扎在郓城西北的樊
坝，横行鲁西平原，作恶多端，鱼肉百姓，鲁
西人民苦不堪言。倘若能及早拔掉这颗钉子，
必将刹敌人的威风，长人民的志气。

师首长经过商议，决定把打下樊坝作为对山
东父老乡亲的见面礼。攻打樊坝的任务交给了杨
勇的六八六团，梁仞千派自卫团的骨干作向导，
参加战斗。樊坝一战，共毙伤日伪军二百余人，活
捉伪团长刘玉胜部下三百余人，缴获机枪二十
挺，迫击炮一门，步枪四五百支。民间很快传唱：

“三月里来三月三，运西有个梁仞千，他同杨勇肩
并肩，抗日反伪有贡献。”

一一五师入郓，极大地支持了地方人民政
权建设。1939年9月，郓城第一个人民政权建
立，梁仞千当选为抗日政府的第一任县长。
《大众日报》报道：“郓城县自敌伪盘踞以
来，县政无人负责，为日已久，近该县各抗日
团体及全体民众为适应抗战需要，发动抗战力
量，前曾召集全县士绅，各区区长各团体代表
大会，到会八十余人，讨论各项抗战工作问
题，并由全体一致推选梁仞千先生为该县县
长，梁氏在全县父老企望之下，已宣誓就职，
并宣布施政八大方针。”

梁仞千就职的同时，梁秀松接任郓城六区
区长，父子共同抗战，在郓城传为美谈，群众
还编了一首歌谣：“老区长，梁秀松，骑毛
驴，戴眼镜，倾家荡产闹革命，年高六十又出
征，儿子当县长，老子听命令，抗战杀敌人，
梁家父子兵。”

中共抗日人员
成为“咱们的人”

3个月后，梁秀松秘密召集六区的同志开
会，地点选在设在于阁村的我地下联络点春华
堂药铺。散会后，其他同志先走了，梁老先生

打算最后离开，却不幸遭遇黑手暗杀，壮烈牺
牲。事后查明，这是国民党郓城县县长张培修
指使当地流氓所为。

梁仞千悲愤至极，叫上一名同志与他一起
到于阁村，冒着危险为父亲处理后事。于阁村
距洪王庄不过四十多里地，梁秀松的老伴、儿
女却迫于形势严峻都没能为亲人送最后一程。
实际上，从这一天开始，为躲避暗害，梁家包
括梁仞千的母亲、弟妹、妻子、儿女便踏上了
东躲西藏之路，有家不能回，年复一年。

父亲牺牲，梁仞千备受打击，他对同志
说：“我父亲牺牲后，我的脑子像木头一样，
什么感觉都好像没有了。只有工作起来，一切
都忘了。”

工作还要继续，这时，接中央通知，中共
山东分局选举产生的七大代表陆续赶赴延安，
郓城是必经之地。一天夜里，郭洪涛、张经武
率领分局代表由部队护送途经郓城太平集时，
寨子高高的围墙上有人向他们打枪，阻止通
过。张经武命令队伍原地休息，并派人知会村
民：“我们是过路的八路军，别误会。”得到
的答复是：“决不上当，‘九路军’也不能从
这里通过。”护送部队的领导火了，下令机枪
打了一梭子。不料，不但没有镇住，还犹如点
了爆仗，前后村纷纷开枪示警，方圆十几里的
村子都鸣锣、击鼓、撞钟、吹号声援，响成一
片，看样子要联防联攻，慢慢地四周黑地里都
出现了村民的影子，流弹不断，杀声四起，队
伍被包围了。

为避免出现伤亡，张经武派随队的王再天
同志再进寨子说明情况，谁知王再天一进去就
被绑了起来！原来，王再天刚刚从东北军里撤
回，还穿着国民党军队的制服，群众一看大
喊：“哪里有你这样的八路军，分明是诈
骗！”甚至有人气愤地说：“给他来个大开膛
算了。”王再天竭力分辩：“我刚从东北军来
到八路军，还没来得及更换服装，我们的队伍
是到延安去的……”群众说：“那你说说八路
军的领导都有谁？”当王再天同志说出一一五
师的杨勇时，群众有点相信了，给他松了绑，
但也没释放，说是等天亮了看清一切再说。

天亮了，得到消息的梁仞千带着县委的同
志们匆匆赶来，向群众确认，这就是八路军的
队伍，群众笑着端出了茶水，给同志们压惊。
梁仞千代表县委连连道歉：前一阵子，这里曾
受到国民党兵的骚扰，还有一股土匪在流
窜……分局的同志也表示，咱们的队伍事先没
有跟县委联络，出现这些误会在所难免。

不过，郓城县委的工作成果又一次给分局
的同志留下深刻印象：一是当地群众对党的认
知，在郓城民众心目中，中共抗日人员已经成
为“咱们的人”；再一个是群众联防自卫组织
行动的力量。富有群众工作经验的王再天说，
如果是国民党军队碰到类似情形，就是有一个
师的兵力也会四散逃跑了。也有同志开玩笑
说，可算知道梁山传统的厉害了。

千里赴延安
送走郭洪涛他们之后，鲁西地区的七大代

表也选了出来，梁仞千是四位代表之一。
同年3月，梁仞千一行起身前去延安参加

“七大”。西去数千里，梁仞千身患肺病，脸
色惨白，平时多走几步就要卧床，长途跋涉全
靠步行，途中要经过敌占区，几十道封锁线，
屡遇险情，梁仞千咬牙坚持下来。一路上不仅
战斗频繁，而且生活十分艰苦。特别是到了冀
西地区，恰逢秋雨连绵季节，每天不但要翻好
几座山，走八九十里路，而且没有吃的，只能
靠挖野菜充饥。偶尔弄到一点粮食，由于没有
时间和工具加工，只能煮粮食粒整吞，根本不
能消化。梁仞千克服身体不适，沉着冷静，带
领同志们一次次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在他的带
动和影响下，一路上虽极其艰难困苦，但没有
一个掉队的。终于经过长达八个月的跋涉，跨
越五个省，行程八千余里，于1940年11月到达
革命圣地延安。

到达延安后，党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决
定“七大”延期召开。梁仞千经过一段时间的
学习，被分配到中央研究院工作。长期积劳成
疾，本身患有肺结核的梁仞千身体越来越弱，
最终因患伤寒，多方医治无效，1941年9月与世
长辞。

梁仞千去延安后，家里没有了顶梁柱，在
八年的时间里，一家人跟着冀鲁豫边区二地委
四处转移，大一点的孩子在二地委所办的抗日
小学学习，其他人始终没有固定居所。直到
1944年，时任中共冀鲁豫边区二地委书记的董
君毅（段君毅）同志，终于设法找到了暂居在
河南范县的梁仞千母亲和妻子，这时家人才知
道梁仞千早已牺牲三年的消息。

1972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梁仞千烈士
的遗骨从延安迁回了家乡，安葬在郓城革命烈
士陵园里，家乡人民永远记得他的英名。

■ 不忘初心

父子共同抗战，在郓城传为美谈，群众还编了一首歌谣：“老区长，梁秀松，骑毛驴，戴眼镜，倾家荡产闹革命，

年高六十又出征，儿子当县长，老子听命令，抗战杀敌人，梁家父子兵。”

梁仞千：从学生党员到中共七大代表

学生时代的梁仞千

原山东省立高级中学，习称济南高中

梁仞千在延安住的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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