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各城市与解放有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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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离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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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山岛战役
1949年8月

胶东保卫战
1947年8月

青即战役
1949年4月

潍县战役
1948年4月

南麻、临朐战役
1947年7月

胶济路
西段战役
1948年3月

济南战役
1948年9月

莱芜战役
1947年2月

孟良崮战役
1947年5月

兖州战役
1948年6月

泰蒙战役
1948年4月

鲁南战役
1946年12月

津浦路战役
1945年10月18日

正式开始，历时70天
定陶战役

1946年8月—9月

制图：石岩 马晓迪 刘国林

青岛自从清朝末年被德
国强租为军港后，曾先后被
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强占。
1914年青岛被日本所占。

1948年济南解放，整个
山东的国民党军队大受震
动。菏泽、临沂、烟台守敌纷
纷弃城而逃，青岛守军 9万
人孤立无援。

为迫使青岛美军和国民
党军迅速撤走，以便使解放
军尽快进入青岛，防止国民
党军破坏，山东军区在1949
年4月25日请示对青岛国民
党军发动威胁性进攻，3天
后，中共中央军委复电同意。

1949年5月3日，我警备
四旅首先向灵山地区的国民
党军发动进攻。华东野战军
第三十二军歼灭上疃守敌
1200人。26日，山东军区又向
即将南撤广州的青岛守敌发
动进攻。就在敌人穷途末路
之时，上海解放的消息传来，
美军见大势已去，黯然撤离
青岛海域。无心恋战的国民
党守军也逃离了青岛。

1949年6月2日这一天，
青岛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
两个月后，人民解放军扬帆
过海，收复京津门户长山列
岛，山东全境宣告解放。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
件投降。然而，盘踞在烟台的日伪军并不
甘心失败，拒不缴械，妄图负隅顽抗。根
据上级指示，胶东区党委决定成立“解放
烟台行动委员会”，令东海军分区首长统
一指挥北线部队。

24日凌晨5时，全面进攻的号角吹
响，攻烟部队以万马奔腾之势扑下山
岗，分五路向敌人阵地发起攻击。

在正面部队对烟台守敌发起总攻的

同时，率先潜入市内领导起义的人员迅
速与市内参加武装起义的队伍会合，1000
多人的工人纠察队举行了武装起义。

至晚上10时许，攻城的各路部队占
领了整个市区。当攻烟部队追至烟台山
和码头时，敌人正抢船夺艇争相逃跑；
有的船因超载过重，驶出海湾在波涛中
倾覆，150多人几天后浮尸海岸。

沦陷于铁蹄下七年六个月的烟
台，终于迎来了解放。

[烟台] 敌人抢船逃跑

[威海] 日舰炮击环翠楼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主席发表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朱德总
司令发出了命令，要八路军、新四军迅
速向敌占区挺进，接受日军投降。东海
军分区兵分两路对日伪军展开了全面
反攻。西路部队负责攻打烟台，东路部
队负责收复威海卫。

16日下午5时，参战部队占领威海卫
城区，共俘虏伪军和伪政府官员百余人，
缴获武器一宗，其他日伪军逃至刘公岛。

19日上午10时许，3艘日舰驶近威
海港，炮击金线顶、环翠楼等处，1小时
后返回刘公岛。晚上9时左右，日舰再

次驶近威海港，炮轰石码头一带阵地，
企图用炮火掩护十多艘汽艇拖着载满
伪军的帆船强行登陆。守备部队向敌
人发起了猛烈反击，经过4小时战斗，
将敌击退。

8月20日，石岛据点的日伪军在荣
成独立营和石岛附近民兵的围困下，
被迫撤离。荣成全境解放。

8月23日，刘公岛的日伪军乘船逃
往青岛，威海独立营随即占领了刘公
岛。至此，威海地区全境解放。
英勇的威海军民经过近8年的浴血奋

战，终于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了威海地区。

[临沂] 毒气未能阻止进攻
1945年8月17日～9月11日，抗日战争

大反攻期间，八路军滨海、鲁中军区部队
各一部，对临沂伪军发起进攻战役。

临沂守军于8月16日逃往枣庄，城内
伪军将伪沂州皇协军王洪九一部接入城
内，企图凭借坚固工事和依靠日军逃走时
留下的大批武器弹药及粮食固守顽抗。17
日，八路军滨海、鲁中军区部队各一部向
临沂发起进攻，当即攻战临沂城四关。20
日和22日，两次攻击城垣未果，而后于城
西北角进行坑道作业，以爆破配合总攻。

9月10日晨，用4000斤炸药将城墙炸
开30余米宽的缺口，突击队与伪军争夺
突破口近两个小时。突破口又被伪军夺
回。当晚又进行连续爆破，八路军与守军
展开逐屋争夺。伪军5次施放毒气，但未
能阻止八路军的进攻。11日7时，八路军
占领临沂城，共歼灭伪军2000余人，伪军
头目许关生、邵子原被生擒。

至此，胶济路南根据地内除安丘
外，已全部解放，使鲁南、鲁中、滨海三
个区连成一片。

[德州] 伪军全部缴械投降
1946年初，时任渤海军区司令员

的袁也烈和政治委员景晓村指挥部队
北移山东德州附近，准备解除德州伪
军武装。1月10日，国共两党签署了停
战协定。

1946年5月下旬，蒋介石撕毁停战
协定，向我军发起全面进攻，德州城内
敌军也已进入紧急动员和备战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袁也烈奉命于6月7日
指挥发起了解放德州战役。渤海军区
部队在兄弟部队配合下，首先扫荡德
州外围，先后占领了飞机场、运河大桥
和德州火车站等地，扫清了外围之敌，
10日晚9时，向德州城发起总攻。

11日上午，袁也烈在指挥部听到我军
攻入城内，伪军全部缴械投降的报告。

[聊城] 重点古迹完好无损
聊城是鲁西北的重镇，向来有“欲

控制鲁西北，必先占据聊城”之说。
早在1946年1月2日，正当国民党

反动派一面假谈和平，一面蚕食进攻
解放区的时候，刘伯承、邓小平就命令
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围攻聊城。在聊
城就要被攻下之时，《国共停战》协定
公布了。可国民党违反停战协定，依然
发动内战，妄图长期固守，以牵制解放
军外线作战，进而控制鲁西北。

在一个黄昏时分，冀南军区第一
军分区围城部队很快到达聊城四郊，
加上原来的部队，对敌军形成了包围

之势。
经过近半年的围困，敌人已是穷途

末路，剩下的1000多人虽然饥困至极，但
仍负隅顽抗，非武力不能解决。

战前，张霖之政委强调说：“聊城
一定要解放，古城一定要保护，这就要
求我们在战术上必须更加灵活。”

1947年元旦，天刚拂晓，部队开进
城里，军区、纵队首长一起登上光岳
楼，俯瞰解放了的聊城全貌。城内几处
重点保护的文物古迹完好无损。这座
被日伪和蒋军统治多年的文化古城，
带着战争的创伤，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枣庄] 煤城的两次解放
鲁南煤城枣庄因煤而兴，亦因其在

经济、军事上的重要地位，而成为解放战
争时期国共两党武装争夺的焦点。

解放战争初期，陈毅、粟裕、罗炳
辉等领导亲临枣庄指挥作战，相继取
得首次攻克枣庄、鲁南战役大捷等辉
煌胜利。

1946年6月，山东、华东野战军，全
歼伪军王继美部3000余人，首次解放
枣庄。

10月8日国民党五十一师占领枣庄。

1947年1月鲁南战役中，枣庄工人
支队、枣庄武工队配合华中、山东野战
军英勇作战，为聚歼国民党整编二十
六师、第一快速纵队、整编五十一师
5 . 3万人作出了重大贡献。

鲁南战役开创了人民军队在一次
战役中歼灭国民党两个整编师五个团
和一个快速纵队的先例，是解放战争
时期山东战场上的第一次大捷，打破
了国民党进犯山东野战军，进而集中
兵力控制陇海路东段的美梦。

[泰安] 岱庙里的突击战
1947年春，继莱芜、孟良崮大捷之

后，华东野战军又在泰安一举全歼国
民党整编七十二师，取得了泰安战役
的伟大胜利。

4月25日约23时，泰安城东、南、西
三门均被我军攻破，盘踞泰城的国民
党军出现全线崩溃，残敌急忙撤至岱
庙，企图作最后挣扎。

岱庙是历代帝王祭祀泰山神的地
方。泰安攻城战役打响后，成了国民党
军七十二师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作垂死
顽抗的指挥部。早在国民党军占领泰
城之初，他们就把骑兵部队和师指挥
部设在这里，在岱庙内大肆破坏文物，
修筑作战工事，弄得岱庙内到处碉堡
林立，堑壕纵横。

我军包围岱庙残敌后，立即展开

围歼。3营绕过岱庙北侧，爆破岱庙后
墙。中心炮楼上的敌人发现后，掉转机
枪口，向此扫射。正在指挥爆破的孟教
导员不幸中弹，昏倒在地，部队将孟教
导员送下火线后，爆破组奋不顾身冲
上前去，用炸药包炸开了屋墙，我军突
击队乘势冲进里屋。

2排突击队向残敌据守的大殿冲
击时，隐蔽在大殿门口的一挺机枪，向
突击队疯狂射击，连伤我几名战士。我
军突击队战士见状，一个飞步跃向左
侧，绕过一棵大柏树，向架在大殿门口
的机枪手投去两颗手榴弹。就在突击
队利用爆炸烟雾向大殿扑去时，从敌
人的另一个暗火力点又射出一排罪恶
的子弹……

26日，泰城重新回到人民的手中。

1947年-1948年，济南风云变
幻，局势动荡不安，老百姓生活在
水深火热之中。

大明湖南岸一带，呼天喊地，
骂骂咧咧，枪声不断。到处都有流
着血包着头、断臂瘸腿、拄着拐杖
的国民党伤兵。有时伤兵和宪兵支
着架子打起来，有时宪兵和空军打
起来，一片相互杀掠，鬼哭狼嚎的

惨状！
1948年9月16日夜，解放军向

济南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济南战役
从东郊的茂岭山和砚池山开始进
攻。经过8天的激烈战斗，济南终于
解放了。

战争结束后，济南成为特别
市。部队继续向南开拔，参加淮海
战役。

[济南] 局势动荡的日子 [菏泽] 守军冒雨弃城逃遁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调动30万

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挑起全面内战。为
暂避敌之锋芒，9月13日，冀鲁豫党委、行
署、军区各机关主动撤离菏泽，转移至黄
河以北。

接着，蒋军第四绥靖区司令员刘
汝明占领菏泽城，加紧修复城墙，他唯
恐城防不固、重蹈八路军第一次解放
菏泽城的覆辙。

1948年9月24日，解放军围攻济
南，王耀武被俘、济南解放。在菏泽的
国民党军政界人员得悉这一消息，如

坐针毡。9月30日，国民党守军181旅
和张奎生等政府官员冒雨弃城逃遁。

当日，解放军进入城内，菏泽城彻
底解放。

当时的菏泽城，所有街道都是土
路，由于连续几天降雨，街上成了泥糊
涂，汽车不能开了，行人走路时稀泥能
陷到脚脖子甚至到膝盖。

1948年10月初，冀鲁豫区党委、行
署、军区机关再次迁入菏泽城，菏泽再
次成为冀鲁豫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

[周村、张店] “打是对的”

[滨州] 休养整训的大后方
滨州曾为中国革命作出过重要贡

献，是中共冀鲁边特委、中共清河特委
和“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旅”等机关所
在地和中国人民解放军28军、33军诞
生地。1944年1月，清河区与冀鲁边区
合并为渤海行政区，建立中共渤海区
党委和八路军山东渤海军区。

在解放战争时期，这里不仅是我
军战略反攻的前沿阵地，同时也是战
争资源的重要供给地和休养整训的可
靠后方。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渤海
区人民仅1945年到1948年就输送了18
万子弟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动员民

工多达 8 2万人次随军支前，抽调了
5000余名干部南下支援新解放区；支
前的马车、牲口和供给前线的钱粮鞋
袜不计其数，更有无数革命先烈把自
己的生命献给了人民的解放事业。
渤海革命老区，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

放战争时期是山东五大战略区之一，今惠
民县何坊乡一带不仅一度作为渤海区领
导机关驻地，陈毅、粟裕、邓子恢、张云逸
等均曾在这里生活、工作、学习和战斗过。
1947年11月至1948年5月，毛泽东亲自安
排刚从苏联留学归来的长子毛岸英到阳
信县河流镇张家集村参加革命实践。

1948年1月、2月，华野九纵受命攻
歼周村守敌任务后，于3月1日从掖县吕
村、平里店出发，向周村进军。

3月1日，华野七纵也奉命由掖县
出发向西挺进，经过7天的长途奔袭，
于8日到达预定集结地——— 广饶县境
内的兴福镇，分散隐蔽。部队休整一天，
9日下午，纵队司令部下达了周(村)张
(店)战役的作战命令。

七纵冒雨南下，直逼张店，拂晓包
围了张店，并立即向守敌发起了猛烈攻
击。在解放军强大的攻势下，驻守张店
的国民党军千余人弃城西逃。国民党军
队最终在马尚一带被解放军全歼。张店
获得解放。

周村在张店以西20公里。3月12日

拂晓，九纵向周村发起猛烈攻击。
经过十多个小时的战斗，除指挥官

周庆祥化装潜逃外，周村国民党守军
1 . 5万多人悉数被歼。周村获得最后解
放。

战后，兵团首长给周村战斗很高的
评价：“周村一打，战役全局就活了。”许
世友还说：“打是对的，不打，要军法从
事！”

张店解放后，随即成立张店市临时
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张店实行军事管
制。3月14日，中共渤海区委、渤海行署
重建张店市委、市政府，市政府辖张店、
中心、车站三个镇。

胶济线上重要工商业城镇周村市
解放后，随即成立了周村市委、市政府。

[潍县] 强攻拔据点
自胶济线西段解放后，潍县即陷

入解放区的四面包围中，西距济南东
距青岛均甚远，有利于人民解放军集
中兵力摆开阵势，稳步攻取，拔掉这
个据点后，可肃清山东地方封建武装
的大部，尤其是肃清张天佐、张景月
等部及土顽，这对昌潍人民来说是一
件大事，因此，山东兵团决心集中第
九纵队、七纵队、十三纵队、渤海纵

队、鲁中军区部队等共五十四个团的
兵力围攻潍县。

潍县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共中
央发来贺电，华东局、华东军区召
开了庆功祝捷大会，李耘田、王志
谦、李聚法、李延福被命名为“潍县
四勇士”。据统计，共有 9 7 9 8 人立
功，地方兵团有 2 0 个单位 1 0 2 7 人
立功受奖。

莱芜战役于1947年2月
20日发起，并将李仙洲集团
指挥所及第73军主力和第
46军全部包围于莱芜城。2
月23日晨，李仙洲向口镇方
向突围。华东野战军布置袋
形伏击阵地，有意放其突
围。12时，当李集团后尾刚
撤离莱芜城时，第4纵队即
以一部占领该城，切断其退
路；同时，第1、第7纵队由西
向东，第4、第8纵队由东向
西，展开猛烈攻击，大胆穿
插，分割围歼。李仙洲集团
进退无路，混乱不堪，激战
至17时大部被歼，李仙洲被
俘。

我军乘胜解放了博山、
淄川等13座县城，使渤海、
鲁中、胶东解放区连成一
片，打破了国民党军南北夹
击的计划，为之后粉碎国民
党军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创
造了有利条件。

(本报记者 刘国林 整理)

[莱芜]
故意放出
李仙洲

山东解放区的支前民工。 （资料片）

部分战役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