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有媒体报道， 1938 年 1
月 1 日，共产党在泰安的徂徕山
打响了山东抗日第一枪。而滨州
市委党史研究室的蔡金荣经过多
年研究后认为，发生在阳信，
1937 年 11 月 11 日的流坡坞阻击
战，在时间上比徂徕山起义早一
个多月。

阳信党支部秘密成立
1933 年 5 月，阳信县商店

镇冯家店村冯乐进在北平(北京)
加入共产党，进行革命活动。
1936 年 10 月，他被津南特委派
回阳信，从事党的秘密活动，成
为阳信县第一个中共党员。

阳信县的乡农校创办于 1936
年冬，在组建和训练的过程中，
党组织安插了一大批共产党员、
民先队员和进步青年到各乡农学

校任职或学习，秘密开展党的宣
传教育活动，宣传党的抗日救国
主张。 1936 年底，进步青年李
健、王道和、薛汉三、刘毅民等
先后来到阳信，分别担任了流坡
坞、洋湖、劳店等乡农校的校
长。校长有着国民党政府派员的
身份，负责全乡的全面工作。他
们利用自己的这种身份作掩护，
积极开展党的工作，扩招壮丁，
并对其进行训练，为建立一支抗
日武装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此后，这支乡农自卫队成为抗击
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力量。

1937 年 8 月，阳信县第一
个党支部建立。 1937 年 9 月，
中共鲁北特委赵明新来流坡坞乡
农校指导工作，要求各校党员抓
紧把乡农校这支武装掌握起来，
做好抗战准备。一支 500 人的抗

日武装队伍，由富有军事经验的
冯鼎平任指挥，加紧进行军事训
练，做好在流坡坞设伏阻击日军
的准备。

日军被打得晕头转向
1937 年 11 月 10 日，南侵日

军由庆云县境内渡过马颊河纪王
桥，驻扎在距流坡坞以北三四里
的地方，准备次日经过流坡坞南
下侵犯惠民县城。根据敌情，阳
信县党支部于当晚研究了在流坡
坞阻击日军的作战方案。

11 日拂晓，一支约 400 人的
日军队伍在飞机和装甲车的掩护
下，气势汹汹地向流坡坞逼来。
眼看日军已经进入伏击圈，早已
做好战斗准备的自卫队员，在冯
鼎平一声“打”的命令下，果断
准确地将一颗颗子弹射向惊慌失

措的日军。
日军万万没有想到在这僻野

小村竟会受到中国抗日武装的伏
击，晕头转向地挨了一阵打之
后，才气急败坏地进行反抗。双
方对峙了半个多小时，终因武器
落后、寡不敌众，乡农校自卫队
员主动转移，前往预定汇合点八
里泊集结。

12 日，中共鲁北特委宣传
部长赵明新赶来八里泊连夜紧急
召开党的会议，研究部署下一步
的行动，乡农校自卫队员兵分两
路：一路继续留在无棣、沾化、
阳信等鲁北一带，分散隐蔽工
作，继续宣传发动群众，发展党
员；一路由赵明新、李健带领，
南渡黄河开辟新的游击战场。

本报通讯员 闫化川 赵建国
李雅芹

1929 年 10 月，郯城县立第三小学教
员刘之言连同教员刘谐和、孙镇国在三小
成立了中共马头三小支部，支部站在民主、
爱国、反帝、反封建的前沿。星星之火就此
点燃，呈燎原之势。随后，由马头三小支部
为中心向周边苍、临、费、莒、邳等地发展党
员，建立党组织，史称“中共鲁南第一支
部”。

谈及中共鲁南第一支部书记刘之言，
必然要追溯刘之言的恩师于霭辰。于霭辰
(1875-1954)通过报纸、书籍等途径接触外
界新事物，兴办私立学堂，试图改变当时
人们的阶级沉沦、封建思想。这个时期，
在于霭辰影响下，马头镇办学之风大兴。
镇上先后办起了“竞进”、“明德”、
“群化”、“启新”等 8 所私立学校，为
此后共产主义在马头镇的发展打下了良好
的群众基础。

刘之言(1906-1933)，出生在一个贫穷
家庭，得到时任求是小学校长于霭辰的欣
赏，刘之言考入省立济南第一师范学习，
接受了马列主义及进步思想教育，并加入
共产党。 1929 年冬，由刘之言任书记兼
宣传委员、刘谐和任副书记、孙镇国任组
织委员的中共马头三小支部成立。 1932

年 5 月，中共郯城县委成立，刘之言任县
委书记，孙镇国任组织委员兼宣传委员，
支部随即撤销。

(房德华)

今年 6 月 7 日，在赵炳福等
三位老人的带领下，我们来到淄
博市淄川区罗村镇罗村村莲花庵
南侧的刘志霞烈士墓前。

刘志霞牺牲时年仅 26 岁。
赵炳福告诉笔者，刘志霞牺牲前
在小西门的城墙上高喊共产党万
岁时，城西那片人家都听得见。

1922 年，刘志霞出生在博
山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1946
年 8 月，刘志霞光荣地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不久，当选为罗村村
妇救会长，从此，她把自己的一

切都交给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在
革命斗争的风雨中锻炼成长为一
名坚强的革命战士。

1948 年，解放战争的形势发
生了根本变化，国民党的进攻节
节败退，我军捷报频传。春节过
后，淄川蟠龙分区委为了掌握敌
人的动向为大反攻作准备，派刘
志霞回家乡了解敌情。

刘志霞回罗村的消息被罗村
的还乡团匪徒知道了，土匪们早
就恨透了这个发动群众分他们土
地、没收他们财产的女共产党

员，一听到这个消息，他们立即
派人跟踪盯梢。 3 月 3 日清晨，
刘志霞被捕。

三月的天气，初暖乍寒，刘
志霞一次次被打得昏死在冰冷的
地上，随后又被用水泼醒。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两个
匪徒窜进牢房把刘志霞拉了出
来。这时的刘志霞皮肉模糊，衣服
已被打成碎条，她的腿也被打得
一瘸一拐。她甩开了拉她的匪徒，
坚强地向屋外走去。走到村头，刘
志霞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

就在此刻，惊慌失措的匪徒
把刺刀捅到刘志霞的嘴里，把牙
齿全部打掉，又割去了她的一只
耳朵。愤怒的刘志霞连牙带血吐
到匪徒的脸上后，倒地昏死过
去。

刘志霞苏醒后，又被押到离
罗村村三里路外的小窎桥村一眼
报废的叫“三阁”的煤井前。她
用尽全力大声呼喊：“乡亲们，
我是罗村人，我叫刘志霞。乡亲
们给我报仇啊！”匪徒们猛地把
她狠狠地推进井里。

刘志霞就这样被还乡团匪徒
残酷杀害了。

本报通讯员 闫盛霆
孙文昭

丁玉銮， 1922 年生于无棣
县小泊头镇丁王庄一个普通农民
家庭。 1 9 4 5 年 9 月无棣解放
后，他积极参加打击匪霸和还乡
团、土地改革和支援前线等革命
活动，为巩固新政权做了大量工
作，屡次受到区委的表彰。

1948 年 11 月，具有重大战
略意义的淮海战役打响。丁玉銮

响应县委号召，积极要求支援
前线。由于工作成绩突出，他
荣立二等功。 1949 年 2 月，
丁 玉 銮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1951 年，丁玉銮积极响应国
家号召，大力发展畜牧业，在
村西南建设了 20 多亩地的饲
养场，带领群众发展起了骡马
繁育。通过几年的发展，丁王

庄村拥有骡马 400 来头，在上级政
策的分配下，他饲养的骡马进行统
一调配(买卖)，因为这里的骡马饲
养的出色，远销到章丘、青城、天
津等地，所有的收入都上缴大队，
年终按工分统一给全村群众分钱，
当时丁王庄村的工分达到一毛多，
让周边公社羡慕不已，丁玉銮的名
气也传遍了十里八乡，得到上级领
导的认可与肯定。在村里，丁玉銮
与进步分子们一起组建互助组，于
1954 年建立了建新农业合作社，
担任党总支部书记。 1 9 5 7 年 2
月，丁玉銮被推选为全国农业劳动
模范。会上，他受到毛泽东主席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合
影留念。

同年 4 月份，山东省畜牧局长
周科英来到丁王庄村住了一年，进
行技术指导工作，这时丁王庄的大
牲畜繁育工作达到了一个崭新的局
面。《人民日报》、《大众日报》都报道
了建新农业社的典型事迹。

本报通讯员 蒋惠庆 杨景成

在首都北京的“中国人民军事博物
馆”里，陈列着我军的一门特殊的“功劳
炮”。这门日式山炮，随我军参加过无数
次战斗，黄河边上打过济南府，九次走过
陇海路，长江南北多次传捷报。但是，它
的首功是在我军攻打军事重地高崖村(山
东省昌乐县)立下的。在纪念建党 90 周年
之际，昌乐人民又在传颂着“功劳炮”打
高崖的故事。

高崖村位于汶河北岸，处于安丘、昌
乐、临朐三县界首。 1942 年以后，该村
是日军设在昌乐县南部的一个重要城堡。
高崖村成了阻止我军北上、扩大解放区的
重要障碍。

从 1944 年夏开始，抗日战争形势有
了好转。我八路军鲁中军区一团团长李福
泽、政委王文轩接到打高崖的命令。在做
好一切准备的基础上，一团于 12 月 15 日
晚上 11 时，对高崖村发起了总攻。为减
少伤亡，团首长决定：把部件不全、未用
过的一门日式“四一”山炮，调到前线参
战。说起这门“四一”式山炮，来之可真
不容易。那是在同年 9 月沂水县的葛庄战
斗中，从日寇手中夺来的。这次打高崖，
它是首次参与战斗。

(秦晓鸣 王松山)

我军“功劳炮”

首 功 在 昌 乐

中共鲁南

第一支部

中共鲁南第一支部旧址

流坡坞阻击战燃起鲁北抗日烽火

那些人，那段岁月，永远铭记民民族族魂魂

牺牲前，她高喊“共产党万岁”

近日在长清区马山镇国际主
义战士史元厚烈士陵园内，当地
群众和中小学生向烈士纪念堂敬
献花篮寄托哀思。

史元厚生于 1929 年，马山镇
潘庄村人。12 岁加入抗日儿童
团，为民兵和八路军传送情报、站
岗放哨；l948 年 11 月光荣加入
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 年，美帝
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后，史元
厚随部队赴朝作战，1953 年 12
月 1 日，为救朝鲜落水儿童赵元
宏而壮烈牺牲，年仅 24 岁。

1953 年 12 月 25 日，朝鲜平
安南道安州郡人民 3000 多人召
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悼念这位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并将他安
葬在龙潭岭上，并将烈士牺牲
地——— 龙潭岭命名为“史元厚
岭”，龙潭池更名为“史元厚池”。
山东省人民政府在他的家乡长清
区潘庄建起烈士纪念堂。

本报通讯员 郭廷瑜 段霞

为救朝鲜儿童
他献出宝贵生命

全国畜牧业的排头兵

丁玉銮已于 2009 年去世，他的儿子丁宝池向笔者展示
父亲参加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大会时的合影。

90 年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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