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徂徕战旗红
昔日起义烽火照四方，今朝红色精神薪火传

□ 姜言明 曹儒峰 张天成

8年抗战，《山东纵队进行曲》响彻齐鲁
大地。“徂徕山，举义旗，誓死守土我们不离
开！”唱出了山东儿女的壮志。

汶水汤汤，徂徕巍巍。1938年1月1日，中
共山东省委在徂徕山发动了抗日武装起义，点
燃了山东抗日烽火。

岁末年初，记者来到位于泰安市徂汶景区
的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纪念馆，重温那一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民奋勇抗战的伟大爱国壮举，见
证起义精神薪火相传。

省委直接领导发动，

点燃抗日烽火

徂徕山位于泰安市岱岳区徂徕镇，在泰山
东南20公里处，大小峰峦97座。徂徕山山势雄
伟，幽深绵延，俨然岱宗屏障。

踏入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纪念馆，一桩桩
动人的故事，一幕幕壮烈的画面尽显眼前。记
者仿佛穿过了历史的烟云，来到了那个动荡的
年代。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了
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
战争。侵华日军迅速占领（北）平（天）津地
区，9月中旬沿津浦铁路继续南侵，华北危
急，山东危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国民
革命军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率领十万大军抵
抗不力、节节败退，山东大地兵荒马乱。

1937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太原
召开会议，部署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
抗日根据地，号召“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
队去”。10月上旬，山东省委在济南秘密召开紧
急会议，决定把山东省按东、西、南、北、中划分
为十个地区，在全省分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为
了取得经验、指导全省的斗争，省委决定在泰安
徂徕山直接领导和发动抗日武装起义。

为何选择徂徕山？泰安市委党史研究院四
级调研员李海卫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党组织
基础好。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前，泰安有200
余名党员，在全省党员仅有千余名的情况下，
这是一支很可观的力量；徂徕山地理位置好，
北靠泰山，南接蒙山，东连莲花山、沂蒙山，
西扼津浦铁路，进可攻、退可守，徂徕山还地
处山东腹心，在此建立根据地，便于指导全省的
抗战；另外，当地群众基础好也是重要因素。

1937年11月16日，日军沿津浦路进犯到黄
河北岸，逼近济南。12月27日，日军渡过黄
河，占领济南，韩复榘十万大军弃城南逃。12
月31日，日军侵占了泰安城。

就在日军占领泰城的第二天，即1938年1
月1日，省委率机关人员、泰安县共产党员、
“民先”队员和泰安县发动的抗日武装等160
余人，聚集在徂徕山西麓的大寺（四禅寺），举行
了庄严的起义誓师大会。省委书记黎玉宣布成
立“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

“誓死不当亡国奴！”“坚决把日本侵略
者赶出中国去！”雄壮激昂的口号声在山谷中
久久回荡。一支土生土长的山东子弟组成的八
路军抗日武装建立起来，山东人民的抗日战争
历史由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为什么选择在这一天起义？“此时，韩复
榘的军队开始撤退，日本军队立足未稳。省委
选择这个时机举行起义，毫无疑问是正确
的。”李海卫说，“如果在韩复榘的军队和政

府存在时举行起义，容易遭到他们的镇压；如
果在日军站稳脚跟后再举行起义，抗日星火就
可能被敌人扑灭。”

1938年1月25日，四支队根据情报，决定
在徂徕山南的寺岭村伏击日军的运输队。支队
挑选精干人员组成突击队，由赵杰、封振武率
领，于26日拂晓前赶到寺岭埋伏，一直等到下
午，敌人进入伏击圈，指挥员一声枪令，战士
们居高临下向敌人猛烈开火，一阵排子枪，一
阵手榴弹，打得敌人人仰马翻，鬼哭狼嚎。寺岭
伏击战使骄横的侵略者在泰安受到第一次有力
的打击，也让四支队第一次经受战争的考验。

战斗中，三中队班长杨桂芳杀敌心切，抽
出大刀要冲上去砍鬼子、夺机枪，不幸被敌人
击中胸口，壮烈牺牲。从加入游击队到牺牲只
有24天，杨桂芳也成为八路军山东游击队首名
烈士。

2月18日，四支队又获四槐树战斗胜利，
在四槐树村用地雷炸毁日军汽车2辆，毙伤40
余人，从此军威大振，其后历经整编，转战鲁
中各地。在之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四支队走
蒙阴、下费县、进莱芜、上博山，队伍迅速壮
大。4月8日，四支队在莱芜东关官寺广场举行
会师庆祝大会，四支队编为山东人民抗日联军
独立第一师(6月恢复原番号)。此时，四支队
已发展成为3个团4000余人的抗日队伍，成为
鲁中地区的一支主要抗战力量。

“石屋”见证林场人艰苦奋斗岁月

记者乘车沿着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在绵
延不断的徂徕山间行进。驻足山巅，放眼望
去，很难想象这漫山遍野的林海几乎全部由徂
徕山林场职工人工种植而成。60多年前，这里
曾是一片荒山秃岭，风起沙扬，雨落成洪，26
万亩的大山只有1000多棵树。

“徂徕山造林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
的。”徂徕山林场党委委员、党政办主任焦圣
涛介绍，林场成立于1956年，是山东省第二大
国有林场，也是华东地区最大的人工林基地。

“林场从1000多棵树到现在森林覆盖率
87 . 8%，植被覆盖率92 . 4%，绿色植物达到
1100多种，离不开徂徕山抗日革命精神在林场
的传承延续。”焦圣涛说。从20世纪50年代的
荒山造林，到70年代与病虫害作战、90年代体
制改革艰难转型，再到今日的全国国有林场改
革试点，“人在，树在”是一辈辈徂徕山林场
人不变的初心。

建场初期是林场最困难的时期，老一辈林
场人怀揣绿化祖国的万丈豪情，顶风冒雨，啃
窝头、吃咸菜、喝冷水、住窝棚、睡石屋，以
百折不挠的斗志向荒山宣战。

徂徕山上的“石屋”就是老一辈林场人奋
斗的真实写照。这些石屋有的是用石头垒成
的，有的是巨大岩石坍塌形成的天然石洞。
“除了房屋的短缺，各类基础设施均严重不
足，环境较差的一线岗位全部没有电，只能用
煤油灯、蜡烛照明；没有水，就挑山泉水
喝。”焦圣涛说。

艰苦的环境没有磨灭坚毅的决心，老一辈
林场人每天穿梭在山中，绿了荒山，白了头
发。

随着森林不断增加，防火成了林场工作的
重中之重。目前，林场防护水平极大提高，电
子监控范围达到80%，但在环境复杂多变的林
区，监控系统只能作为辅助，关键还得靠护林

员。
50多岁的张佑军是独秀峰瞭望台的一名护

林员，从33年前来到这片大山里，他和妻子就
再也没有离开。瞭望台上视线所及，都是张佑
军夫妻的监测范围。在远离人烟的深山，一把
短斧、一只水壶、一部望远镜、一部对讲机，
就是张佑军巡山的装备。他每次巡山都要走十
几公里山路，北风呼啸的天气里，脸和手被冻
肿，被树枝划伤，是常有的事情。他们夫妻负
责的林区，几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森林火灾，
也没出现过偷砍盗伐现象。

张佑军告诉记者，他的父亲是林场第一代
职工，这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色，正是父辈一棵
棵种出来的。虽然条件差，但只要能守护好父
辈留给我们的这片山林，那就一切都值得。

徂徕山林场目前有护林员200余名。在非
防火期和巡护之余，护林员还承担着绿化补
植、病虫害防治、森林抚育、林道维修和防火
线清理等工作。由于林区面积大、人员少，每
一项任务都非常繁重，而且往往是一项接着一
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青山砺初心，林海创佳绩。一份份荣誉、
一个个称号的背后是徂徕山林场人披星戴月、
数十年如一日的奋斗，他们的执着坚守让荒山
秃岭变成浩瀚绿洲。

起义故地加速“绿色崛起”

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不仅仅留存在纪念馆
中，更扎根在人们心中。2019年，景区迎来了
体制机制创新改革，成为泰安市最年轻的功能
区。

随着济泰高速的开通，从济南到徂徕山滑
雪场、泰山温泉城文化旅游景区仅需一个小
时，越来越多的济南人选择自驾到泰安滑雪、
泡温泉，为滑雪场、温泉城增添了人气与活力。

“我们泰山温泉城距离泰安市区仅20分钟
的车程，距离泰山景区只有30分钟的车程，距
曲阜‘三孔’仅有40分钟车程。景区距离京沪
高速、京福高速、京沪高铁等交通干线均在20
公里以内，交通十分便利。”泰山温泉城营销
部经理高玉宁对记者说，“去年济泰高速全线
贯通以后，30分钟就可以到达济南，正式加入
了以济南为中心的半小时省会经济圈。”

泰山温泉城文化旅游景区项目的建设，填
补了泰安市温泉休闲旅游度假项目的空白，景
区以康养产业发展为导向，整合构建多样化的
温泉产业业态，倾力打造集多业态于一体的国
际性森林温泉康养小镇，带动了徂徕山景区开
发。

这是徂汶景区的一个缩影。2020年，景区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72 . 4%，新开工项目37
个，完成投资11 . 5亿元。抽水蓄能电站二期
工程正式开工，人工湿地改造提升项目顺利竣
工，汶河湿地生态保护与综合利用项目稳健推
进……

“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带给我们的伟大精
神力量，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不仅要保
护，更要传承。徂汶景区将以只争朝夕的精神
和响鼓重锤的干劲，迎难而上，咬定目标不放
松，落实责任不松劲，继续坚持绿色发展理
念，加速徂汶景区‘绿色崛起’。”徂汶景区
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田庆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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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点燃了山东抗日烽火，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到徂徕山传承红色精神。（□记者 曹儒峰 报道）

徂徕山起义老战士邢西彬
与大众日报的故事

记者手记

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简称徂徕山起义。在济南、泰安即将沦陷的严峻形势下，省委派共产党员、红军干部、省民先队队员、平津流亡学生分赴泰

安、莱芜、新泰、泗水、宁阳等地，恢复加强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1938年1月1日，在徂徕山大寺（四禅寺）誓师，成立了“八

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1938年底整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里，第四支队将士信念坚定，浴血杀敌，北战南征，纵横驰骋，烽火中铸就抗战劲旅，用热血写写下了辉煌战绩，为中国抗

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彪炳史册的历史贡献。

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伟大的历史担当，不但创建了一支能征善战的抗战劲旅，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批卓越的军事将领和党政领

导干部，而且广泛深刻地促进了鲁中人民的民族觉醒。

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声震齐鲁，名扬华夏，是山东省委直接领导发动的起义，点燃了山东抗日烽火，发挥了山东抗日日队伍的种子作用。

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成为泰安、鲁中乃至全省人民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饱含着坚定不移的信仰、为民服务的宗旨、顽顽强拼搏的意志、艰苦奋斗

的作风，是我们党内在特质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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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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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曹儒峰
本报通讯员 冯宪谟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已届96岁的徂徕山抗日武装
起义老战士邢西彬，是大众日报创刊时的65位员工之
一。

一番周折后，记者联系到邢西彬老人之子邢光，
虽因防疫原因未能当面采访，但在电话里听老人说了
他与大众日报的故事。

邢西彬是泰安城南邢家寨村人，父亲是中共地下
交通员。当年公开身份为城南篦子店社会教育实验区
主任的于一川（时任中共泰安县委宣传部长）经常在
邢西彬父亲屋里开会，研究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
的问题。耳濡目染，邢西彬受到启蒙，认识到：要想
不当亡国奴，就要组织起来同日本侵略者斗争。

1938年1月1日清晨，中共山东省委领导发动徂徕山
抗日武装起义，邢西彬成为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中年
龄最小的战士，年仅13岁，是教导员于一川的通讯员。

1938年6月，于一川受命筹建省委印刷所（此时山
东省委已改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1938年8月，邢西彬
随于一川在蒙阴县蒙山顶一座破庙里建立了印刷所，
为省委印刷文件。

1938年11月，印刷所迁到沂水县四区王庄附近的云
头峪。1939年1月1日，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创
刊，在云头峪印刷。

此时，邢西彬一边给于一川当通讯员，一边当排
字工人。“手工翻字的效率很低，一个小时只能翻出
几十个铅字。有时铅水烫破了手，钢锉把手磨出了
血，为了出版报纸，我从未叫过苦。”邢西彬说。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1年，为确保大众日报不间
断出刊，必须要有“两手准备”，即如果敌人“扫荡”鲁中
抗日根据地，印刷厂就在滨海抗日根据地坚持印报。报
社领导决定在滨海地区的莒南县创办报社印刷四厂。

报社抽调邢西彬随于光等同志参加筹建印刷四厂
的工作。当时，印刷四厂的铅字不全，排版所需各种材料
不配套，还需要鲁中地区印刷厂补充。而从滨海地区的
莒南县到鲁中地区的沂南县，相距120多华里，邢西彬常
常早上步行出发，晚上到达沂南县。途中要经过重重高
山和河流，为补充铅字，不知劳累地往返奔走。

1945年8月，大众日报派出邢西彬等一批技术骨干及
人员支援滨海农村报建铅印厂（原为石印），邢西彬任厂
长，结束了在大众日报的七年战斗生涯。1948年2月，滨
海农村报停刊，邢西彬率滨海农村报印刷厂人员编入华
东野战军随营军政学校南下。1990年，邢西彬在湖北省文
化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任上离休。

回顾山东根据地、解放区烽
火岁月，邢西彬最难忘“大众
情”。2018年9月，在大众日报创
刊80周年前夕，邢西彬题写了条
幅：“纪念大众日报创刊八十周
年：艰苦努力，矢志奋斗，不忘
初心，开创未来”。其子邢光专
程来济南，将纪念条幅赠送给了大
众日报社史陈列馆。

扫码看邢西彬老人
的新春寄语

我是一名“90后”，成长在徂徕山脚下。2020年大

年三十，当收到疫情防控的通知后，我第一时间赶赴单

位，组织带领部里同志开展防疫工作。面对考验，我深

知我要像革命先辈那样，关键时刻冲在前面，那段时

间，经常一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甚至通宵，这种状态

一直维持了3个月，一天未休。未来还有更多的挑战要

面对，我将时刻保持热情，继续负重前行。

（□记者 曹儒峰 整理）

泰安市徂汶景区管委会综合部副部长焦志浩

我在徂徕山林场从事旅游宣传工作将近20年，这里

不仅是绿色的海洋，是山东省第二大国有林场，更是

一片红色的热土。仰望着高达23米的徂徕山抗日武装起

义纪念碑，我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担当民族大义、勇

于挺身而出的革命精神。曾经，徂徕山这片热土见证

了我的青葱岁月，未来，我将不断进取，为传播红色

文化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赵燕敏 徂徕山林场森公办副主任

1958年我入场工作，开始的时候工资每天8毛5分
钱，那时候林场是荒山，日常工作整地播种，将草皮
掀起，放上松树种子。下雪天整地的时候，鞋袜都冻
住。

那时候，一年四季造林，春天种刺槐、松树，雨
季种植百日松，冬季种植刺槐。生活上，没有房屋、
没有铺盖，几十个人住在一个帐篷里，下雨的时候进
水严重，冬天下大雪压塌过。

精神的力量是伟大的。谈到现在，感受深刻，变
化堪称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徂徕山林场王庄林区退休职工王德泉

老中青三代话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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