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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即战役成果

开辟海上

交通运输

为了避免战火对城市的
破坏，把这座美丽的城市完
好无损地交给人民，人民解
放军在进入市区之前，决定
快速挺进，禁止使用重武器，
力避同国民党军队进行巷
战。人民解放军进入市区以
后，国民党军队完全丧失了
有组织的抗击能力，只顾逃
命。人民解放军一鼓作气，直
取大港和团岛，迫使国民党
军队乘船南逃。

6月2日中午12时，青岛
完全解放。由于解放军攻势
迅猛，加之青岛地下党发动
护厂、护校等斗争有力，使青
岛解放时水电未断，电讯通
畅，港口设备和工厂企业完
存无损，生产和社会秩序很
快得以恢复。青岛解放的当
天，为了“保障全市人民生命
财产，维护社会治安，确立革
命秩序”，青岛市军管会根据
山东军区的命令，正式挂牌
成立，并发布第一号布告：在
青岛实行军事管制。中共青
岛市委正式入市办公，青岛
市人民政府也同时宣告成
立。马保三就任新青岛第一
任市长。晚上8点30分，青岛
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音。

青即战役，自1949年5
月开始发动围攻，至 6月青
岛解放，历时一个月，共歼国
民党军队5745人，解放国土
7012 . 5平方华里。此役彻底
摧毁了国民党在山东及华北
地区的统治，使山东陆地全
部解放。这对开辟海上交通
运输，发展生产，支援全国大
进军夺取更大胜利都具有极
其重要的意义。

青即战役［肃清残敌］

膝盖上写出
解放消息
——— 原新华社胶东分社记者台旭

追忆青岛解放

□本报记者 李文鹏

“今年的6月2日，是个特
别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60年
前的今天，青岛这座美丽的海
滨城市，永远地回到了人民的
怀抱。我作为她的历史见证
者，心情始终不能平静。”这是
台旭在《追忆青岛解放》中的
开头。

1949年6月2日，他作为新
华社随军记者见证了青岛的
解放，并成了青岛解放报道的
第一人。

一天写了

三篇报道

“中国沿海著名良港、华
北重要工商业城市——— 青岛，
在我军继续进击下，于今日十
二时宣告解放，残敌从海上逃
窜。当我军进入市区时，工人
市民夹道欢呼：‘毛主席万
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各工厂由于员工英勇护厂，战
事结束，水电立即恢复供应，
入夜全市即大放光明。”就是
台旭写的这条消息，60年前
把青岛解放的消息传向了全
世界。
“这是我最满意的报道之

一。”说起60年前写的《青岛完
全解放》，台旭老人依然颇为
自得，这篇稿子和此后写出的
有关郝建秀工作法、“东方红
号”机车晋京献礼、天安门广
场英雄纪念碑碑石开采记都
是老人的得意之作。“在新华
社当了8年的记者，具体写了多
少报道，确实是记不清了，但这
几篇印象很深。”台旭这样说。

老人说，自己是1948年4
月正式进入新华社的，此前他
还 只 是 一 名 普 通 的 战 士 。
“1949年4月，我接受了新的采
访任务。”台旭回忆说，他成了
专门负责报道青岛解放前线
记者团的成员。
“关于青岛解放，我一天

内写了三篇报道，《青岛完全
解放》只是其中之一。”台旭老
人说。

坐在背包上

双膝上写稿

“我原来写的稿子要有二
三百字，领导审稿之后，才修
改成了后来的样子。把一些过
程中的细节给去掉了，稿子更
凝练了。”台旭回忆说，青岛市
军管会主要领导人当时亲自
审阅，他们看得十分仔细认
真，并一起商量提出修改补充
意见，甚至还帮着润色文字，
斟酌某些字句的运用，台旭则
当场修改稿件。这是因为青岛
是山东境内最后解放的一个
城市，而且在国内外都有影
响，因而一定要把解放青岛的
意义和这个城市的特点写出
来。

1949年6月2日当晚8时
许，通过新华社总部的电台，
这篇报道青岛解放的消息随
着电波传到了世界的各个角
落。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纸、电
台均刊载或播出了青岛解放
的特大喜讯。1949年6月4日
《大众日报》头版刊发了这条
消息。

60年后，台旭依然清晰记
得当年的送稿历险经历。“当
天中午随解放军进入青岛后，
一到新华社记者组在贮水山
的驻地，我扔下背包前往大港
附近和前海一线采访。”在确
认了青岛已经完全解放，以及
城市没有大的损失和老百姓
欢迎解放军进城等几个关键

问题后，他就赶回驻地起草了
这篇消息。
“当时条件很差，屋内连

个桌凳都没有，我是坐在随身
的背包上、在双膝上写完这篇
消息的。”对于这篇永远被历史
铭记的消息的写作过程，台旭
永远不会忘记。

宣教与打击

结合着来

“我是‘社会大学’毕业
的，做记者的时候文化底子还
很薄。”台旭老人说，在老家诸
城刚读完小学日本人就打过
来了，于是13岁的台旭背着行
李从诸城徒步走了120多里地
来到高密，然后又从高密坐火
车来到青岛。来到青岛后，他
通过招工来到了岛城的一家
印刷厂。“在拣字、排字中认识
了好多字。”台旭老人说，在印
刷厂干活的过程也是一个让
他识字的过程。
“我从那时候就开始喜欢

写东西了，这得益于厂里一位
师傅的帮助，他就是闵光予。”
台旭老人说，闵光予平时就喜
欢写东西，经常在报刊上发表
点文章，“他利用业余时间辅
导我写作，在15岁的时候，在
他的帮助下，我的一篇名叫
《巴山游记》的散文发表在了
《青岛时报》上。”台旭老人说，
从此他便与写作结上了缘。

台旭老人说，到新华社胶
东分社后，他被分到了烟台支
社。“烟台、威海解放的稿子都
是我写的，胶东很多县城的解
放也是我报道的。”台旭说，
1949年5月，他被上级调到新
华社胶东分社，并参加由5名
成员组成的解放青岛前线记
者团。“在我们前线记者团中，
励群、苗达、唐永平等同志也
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今天回忆
过去，缅怀战友，心中充满激
情。”台旭至今仍难以忘怀他
的战友们。

不愿留上海

就想回山东

台旭老人告诉记者，他在
1953年被从新华社胶东分社
调到了新华社华东总分社，两
年之后由于华东局和华东总
分社的撤销而再次面临选择。
“当时组织上打算让我留在上
海，可我不习惯天天吃米饭，
也听不懂当地话，就要求回山
东。”于是台旭再次回到了山
东，不过这次不再是青岛而是
济南，他被分到了新华社山东
分社。

回到山东两年之后，台旭
由于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而
不能再在记者岗位上工作。
“当时省委正准备选拔一批干
部到高校工作，于是我就到了
山东工业大学校报做总编
辑。”台旭回忆说，在他离休之
前还为山东高校校报做了一件
大事，在1984年发起成立了山
东省高校校报研究会，并担任
了第一任理事长。
“现在共有 6 6家大学校

报，具有高级职称的编辑有
120人，其中正高职称30人，副
高职称90人。”台旭依然对现
在山东省高校校报研究会的
情况非常了解，“现在已经是
第八届了，我还经常和他们联
系”。

在 19 8 2年的时候，台旭
还曾作为三位发起人之一，
发起成立了华东区高校理科
学报编辑学会。1 9 8 5年则参
与创办了山东省老年网球协
会，并一直担任该协会主席
到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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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写的电文为解放青岛指明了方向。

济南市七里河路附近的一个小区里，住着一位83岁
的老人，他面容有些消瘦，但却耳聪目明，说起话来更是
条理清晰。

他叫台旭，60年前，青岛解放的消息，就是他发向世
界的。他是原新华社胶东分社的记者。

8月4日，记者见到了住在女儿家的台旭老人。老人今
年已经83岁，“那些事情，都装在脑子里了，不会忘的。”台
旭老人说，他对60年前的事依然记得清清楚楚。

历历在目

条件艰苦

出奇制胜

面临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