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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蒋介石眼
见其有生力量被解放军一点
点消灭，转而对山东和陕北
解放区实施了重点进攻。陈
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灵
活机动，忽打忽停，寻机歼
敌，但因敌军高度集中，未能
达到预期目的，便于 5月上
旬率主力转至蒙阴、新泰、莱
芜以东隐蔽集结，寻找战机。

国民党军司令顾祝同见
解放军东撤，即令各部“跟踪
进剿”，并特命第1兵团司令
汤恩伯率领整编 74师以及
25师和83师，进军沂水。于
是，我军就此拉开了孟良崮
战役的帷幕。

整编 74师全系美械装
备，为甲种装备师，号称国民
党五大主力之一，是蒋介石
指定的典范部队王牌中的王
牌。师长张灵甫毕业于黄埔
军校第 4期，在陆军大学甲
级将官班受过培训，抗日战
争时期，曾被誉为模范军人，
在湘西会战中，又因战功卓
著而荣获自由勋章，因此深
受蒋介石青睐。

国民党整编第 74师及
整编第83师一个团共3万余
人全部被歼！蒋介石痛失虎
将，哀叹 74师被歼是他“最
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
事”。

孟良崮战役成果

全歼国民党

整编74师

2009

年7

月28

日

星
期
二

编
辑

刘
国
林

组
版

颜
莉

[ ]前夜

孟良崮战役[粉碎国民党重点进攻阶段]

沂蒙六姐妹 60年传奇
本报记者 张纪珍 通讯员 张圣虎

在震惊中外的孟良崮战役中，蒙阴县烟庄村有6位十八九、二十刚出头的姑娘或媳妇，她们出身苦寒，有
的是童养媳，有的是逃荒户的女儿，英勇支前，为子弟兵送军粮、做军鞋、看护伤病员，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

1947年6月10日，当时鲁中军区机关报《鲁中大众报》以《妇女支前拥军样样好》为题，报道了这支模范群
体。从此，“沂蒙六姐妹”的名字传遍了整个沂蒙山区。她们是张玉梅、伊廷珍、杨桂英(已病故)、伊淑英、冀贞
兰、公方莲(已病故)。

蒙阴县野店镇烟庄村，一个
历史上以出产黄烟而闻名的小山
村。

60多年前，年轻的沂蒙六姐妹
就是在这里，和众多沂蒙人民一起，
筹军粮、做军鞋，支援华东野战军
进行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

1947年的一天，陈毅亲自接
见了张玉梅等等六个十八九岁的
年轻妇女，并为他们取下了“沂蒙
六姐妹”的名字。

岁月将如今健在的四位姐妹
鬓角染上霜白，但她们一直没有
停止过拥军的脚步，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演绎了沂蒙儿女对人民军
队的鱼水深情。

■回忆

想起支前

还感到自豪
“沂蒙六姐妹”如今健在的有

伊淑英、张玉梅、伊廷珍、冀贞兰。
每个来看望她们的人，都想亲耳
听听她们的故事。于是，她们就常
聚在一块儿，给天南海北的人们
讲讲那些过去的事儿。接待各地
前来探望的人，如今已经成为这
几位八旬高龄老人的重要工作。

7月23日，张玉梅、冀贞兰、伊
廷珍要到临沂参加活动。7月 25
日 ，伊 淑 英 要 到 济 南 参 加 活
动……现在担任着烟庄村的党支
部书记的郑卜奎，是伊淑英的二
儿子，他告诉记者，现在健在的
“沂蒙六姐妹”是比较忙的，除了
每天要接待各地来看望的人，也
得经常参加一些活动。

那些记忆虽然遥远却仍然鲜
活：孟良崮战役前后，在半个月的
时间里，她们起五更睡半夜，有时
候通宵不休息，常常一天只吃一
顿饭，把5000多斤粮食从野店运
回村里加工成煎饼，又送回去。运
子弹24箱、烧柴700多斤，往返都
是20多里路。给部队洗了800多身
衣服，做了300多双鞋……
“当时大家都是自发自愿的，

部队要啥就给弄啥。”81岁的张玉
梅仍然喜欢穿旧式的青色大襟
褂，她说，那时候妇女给部队做军
鞋没有布料，就把大褂撕下来当
布料。

伊廷珍说，当时大家都是全
心全意支前，就为能过上更好生
活，没有想到个人的家里。自己吃
不饱肚子，自己吃树叶花生壳吃
糠咽菜，也要留着粮食给部队，就
想着让部队赶快吃点好打胜仗。

老人说，现在姐妹们在一块
拉呱，回想起那段战争岁月，想想
过去一天每人烙100多斤煎饼，想

想做那么多军鞋，还感到无比自
豪。

■荣誉

陈毅取名

“沂蒙六姐妹”
“沂蒙山六姐妹”这个集体称

谓是陈毅亲自给取的。1947年的
一天，把指挥部设在蒙阴的陈毅
亲自接见了张玉梅等六个姐妹。

冀贞兰回忆说，那时候陈毅
在蒙阴呆了一个星期，但她们都
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也不知道
他是什么领导。那天，陈毅把他们
召集起来后，问了问这些日子摊
了多少煎饼、做了多少鞋子。
“其实他那个时候早就有数

了”，冀贞兰说，陈毅接着就说给
她们起个名字，说叫大嫂呢，还有
没结婚的，叫大姐呢，还有结了婚
的，最后起名叫六姐妹。

冀贞兰到现在还能记得那时
陈毅的样子，但当时她们都不知
道他就是陈毅。后来，在孟良崮纪

念馆里看到陈毅的照片，冀贞兰
觉得面熟，旁边的人告诉她那就
是陈毅。

■朴实

过着寻常的

小日子
解放后，六姐妹都过起了寻

常老百姓的小日子，中间“官”当
得最大的杨桂英也只是镇的妇女
主任，主要管计划生育。她们和千
万个普通的农家妇女一样，下田
劳作，养儿育女，侍奉老人。

如今健在的四个姐妹，都已
经是八旬高龄的老人。有的已经
有了重孙子，当上了太祖奶奶。她
们的后代当中，也只有张玉梅的
四儿子在国税系统当干部，伊廷
珍的三儿子在野店镇当教师，其
他的全部在农村。以前，也曾安排
过她们在农村的后代到县水泥厂
等单位工作，但反而不如在农村，
也放弃了固定工作回家务农。

这几年，“沂蒙六姐妹”走出

大山，去过不少地方。但张玉梅的
记忆中，忘不了1994年的北京之
行。那是她们姐妹去过的最远的
地方，也是她们第一次走出家门。

在北京，她们观看升旗仪式，
慰问国旗班战士，登天安门城楼，
游亚运村，参观中央电视台，登八
达岭长城，瞻仰毛主席遗容，向世
界妇女大会捐款，所到之处，都受
到了极高的礼遇。

一直住在山村的她们，在北
京有点像“刘姥姥”进大观园。由
中直机关招待所改建的金台饭
店，是一家三星级宾馆，5位老姐
妹就下榻在这里。宾馆的高档服
务设施却让她们不知所措：“这么
好的地毯，哪舍得踩？”“这么俊的
床铺，一躺下就可惜了……”

如今的“沂蒙六姐妹”，去过
的地方多了，见过的场面多了，但
她们依然像最普通的沂蒙老人一
样：喜欢穿旧式的青色大褂，言语
不多，生活俭朴。

所不同的是，“沂蒙六姐妹”
一直没有停止过拥军的脚步。1996
年9月，杨桂英的外孙郑伟高中毕业
回到村后，杨桂英领着第一个在镇
上报了名参军，而后，顺利地通过了
体检、政审。1998年冬季征兵时节，
伊廷珍领着两个孙子从烟庄村赶来
报名应征。伊淑英送完儿子又送孙
子参军入伍。此外，在98抗洪、“5·
12”地震，都有六姐妹捐款捐物的
新闻见诸报道。

■感慨

“现在就像

生活在天堂”
新中国成立以后，烟庄村也

靠着开荒种果树富了起来。村里
人均一亩多果园，最少的年收入
三四万元，多的达十余万。对比60
年前，“现在就像生活在天堂”，几
个姐妹都这样感叹。

作为一个全国闻名的支前英
模集体，健在“沂蒙六姐妹”颇受
优待，民政部门每个月给发300元
左右的生活费，济南一家医药公
司还给她们每人每月发500元工
资，在八旬的高龄，她们不用儿女
养活即衣食无忧。

张玉梅的家里，挂着一个名
片———“六姐妹煎饼厂名誉厂
长”，她们四个老姐妹都是“名誉
厂长”。这个厂子是1999年下岗女
工吴楠办起来的，当时要为她们
开工资，伊淑英老人说：“俺不要
钱。用俺的名字，干好就行，挣了
钱多给国家作贡献”。现在，“沂蒙
六姐妹”牌煎饼已经成为“山东名
牌产品”和“山东著名商标”。

沂蒙六姐妹与演员们在一起。

沂蒙六姐妹中尚健在的四位老人与来客一起纳鞋垫。

老姐妹们成了“模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