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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岸青

在沂蒙革命老区费县县城西南５公里的大
山里，有一个小村叫利山涧，因背倚沂蒙72崮
之一的利尖崮而得名，这个始建于元代的小山
村如今已基本没有人居住，而以它命名的一
个大型旅游度假区已初见规模。青山碧水，
古村石墙，在乡野风情和众多休闲娱乐设施
之外，有一个特殊的展馆吸引着众多游客的目
光：“红色记忆——— 平息利尖崮反革命暴乱纪
念馆”。

1946年6月2日晨，利尖崮上突然竖起了两
杆“青天白日”旗，在八路军从日伪手中收复
这片土地10个月之际，一场由国民党特务组
织、发动的武装暴乱震动了四邻八乡。我费县
人民政府迅速调集公安、民兵武装进剿，痛击
敌特在我红色土地上建立的“白色堡垒”，仅
用6小时就彻底平定了这场暴乱。

抗战后“敌特”渗透解放区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建立的山东抗日根据
地不断发展壮大，1944年山东我军发动局部攻
势，先后解放9座县城和大批村庄，解放人口
930余万，截至1945年初，山东解放区面积占
全省面积的68%，人口逾2000万，敌占区只剩
19%，还有13%属于游击区（边沿区）。1945年
春夏，山东根据地军民大反攻，收复县城11
座。8月15日日本投降后，我五路大军全面出
击，敌伪被压缩到铁路沿线几个孤立的大城
市（后被国民党“劫收”），短短几个月时
间，山东九成以上地域和大部分人口已为解放
区所辖。

这时的山东已成为我党建立的众多抗日根
据地中面积最大、实力最强的一块，山东军区
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麾下正规军就有27万。
1945年9月，中共中央确定“向北发展，向南
防御”的战略方针和争取控制东北的决心之
后，罗荣桓、肖华等抽调并率领9万余干部战
士奔赴东北，新四军江南部队撤到江北，军部
则率部分主力挺进山东。

与此同时，国民党一面无理剥夺八路军、
新四军对日伪的受降权，一面加紧抢夺胜利果
实，派出大批军政人员，在日伪军及美军的配
合下，进占济南、青岛等中心城市，并且借谈
判作掩护，积极准备进攻我解放区。

在此过程中，国民党当局“兵马后动，特
务先行”，训练、派遣大批特务潜入解放区，
刺探情报并进行各种破坏、颠覆活动。据档案
资料记载，到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前夕，
国民党军统（后改称保密局）、中统（后改称
党员通讯局）、第二绥靖区（1946年1月由武
汉移驻济南）等派入山东解放区的特务分子已
达10万之众，特务头子戴笠还曾飞抵济南亲自
指挥布置。

这些特务、奸细的构成五花八门，有国民
党特务组织的“正牌”特工，有仇视共产党八
路军的逃亡地主，有抗战时期伪军伪政府中的
顽固分子，有土匪强盗地痞流氓妓女叛徒，还
有一批以免费上学为名行特务培训之实欺骗拉
拢来的十几岁少年。大批国民党匪特潜入解放
区后肆行破坏，主要目的是要瓦解、篡夺我党
在山东解放区特别是新解放区的基层政权和群
众组织，动摇我党我军的根基；而其各种阴谋
破坏活动真可谓不择手段，诸如暗杀、投毒、
纵火、抢掠粮畜、刺探情报、偷埋地雷、偷割
电线、造谣惑众、贴反动标语、使用假币扰乱
金融秩序、笼络仇共反共分子发展特务组织、
利用会道门活动欺骗群众、利用封官许愿金钱
色相等拉拢腐蚀干部群众，伪装积极或假投诚
打入我组织内部、冒充八路军干坏事诋毁我军

声誉等等，不一而足。其中为害最烈、影响最
坏的就是有组织的武装暴乱。据不完全统
计，仅1946年1月到10月期间，我山东解放区
（特别是与国民党统治区相邻的边沿区）前后
发生大小暴动有58起，在暴动中被杀害的村干
部、积极分子570余人，民兵、百姓等共伤亡
数千人。

解放区反特锄奸密织罗网

抗战期间，在中共领导的山东抗日根据
地，军、地两方都高度重视反敌特工作，分别
设置有包含反特防奸职能的社会部、保卫部、
公安局、锄奸委员会等机构，1943年9月中共
中央山东分局设立锄奸委员会，书记由罗荣桓
亲自兼任。那时根据地防范打击的对象主要是
日伪汉奸，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特务的渗透和
破坏立刻成为我解放区面临的主要的、重大的
威胁，对此我山东军民有清醒的认识。就在日
本宣布投降的1945年8月，山东分局锄委会即
发出《关于目前锄奸公安工作的指示》，明确
提出民族战争结束后，“国民党特务在此时成
为中共山东锄奸斗争的主要对象”。

抗战末期和日本投降后，山东我军奋勇进
击，解放区迅猛扩大，新解放区包括近百座城
镇和数万个村庄，人口约1000万。由于形势发
展迅速，新开辟解放区的政权建设、群众发
动、土地改革、清算斗争等工作一时难以全面
铺开，中共山东分局及1945年12月成立的华东
局（由山东分局和北上的华中局合并组成）先
后从山东各战略区紧急抽调了大批干部，分赴
各地新解放区突击开展工作，尽管如此，各项
工作的开展需要一定时间和过程，群众思想认
识的提高和观念转变更非朝夕之功，在边沿区
的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我党政工作的“空白
村”，而敌特分子的入侵和破坏活动也正是钻
了这样的空子。

针对敌特猖狂活动，山东我党政军领导机
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下发了多个关于反特锄
奸公安保卫工作的指示意见，改组机构理顺关
系明确权责，1945年8月22日，中共山东省政
府决定成立山东省公安总局（成立大会于1946
年2月在临沂城举行），建立健全由省到各行
署、专署、县、区、村的各级公安机构，主导

解放区内的反特防匪锄奸工作，同时借鉴老解
放区的成功经验，通过减租减息、诉苦清算等
广泛发动和教育群众，通过民主参政、成立各
种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群众团体等组织
群众，从根本上铲除敌特生存空间，打造防止
敌特渗透与破坏的铜墙铁壁。

记者查阅了这一段时期出版的大众日报，
粗略统计仅1946年一年间，大众日报刊载的有
关山东解放区反奸防特的各类动态消息、政策
规定、经验介绍、评论文章等，就不下80篇。

根据《山东省一九四六年下半年锄（奸）
保（卫）工作概况》记载，在1946年6月—11
月的五个月中，仅鲁中、鲁南、滨海三区即破
获特务案件60余起，捕获主要分子398人，被
骗被迫参加特务组织者4100余人，扑灭重大暴
动案件9起，还清剿消灭了大批有国民党特务
参与、支持的政治土匪，有力打击了敌人的嚣
张气焰。

短命的费县利尖崮暴乱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前
夜，发生在费县利尖崮的武装暴乱及其平定过
程，就是这场破坏与反破坏、颠覆与反颠覆激
烈斗争的一个典型缩影。

抗战时期，费县一带属于游击区，中共领
导下的人民政权、国民党政权和日伪政权同时
并存、辖区相互交错并不断变动。1945年8月7
日，我鲁南军区主力一部收复费县城，周边一
些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反奸诉苦运动，没收地
主土地，建立群众组织。

国民党方面也没闲着，明里叫嚷“正统”
的国民党费县流亡政府的“回归”，暗里趁我
新解放区百业待举、群众思想尚未提升统一之
际，派遣特务大作手脚。利尖崮暴乱的策划、
组织者张传印就是其中之一。

张传印是费县九区（新解放区）张家山湾
人，曾在伪军和国民党军队任职，在乡邻们口
中，这个张家小子“不干点好事儿，什么孬干
什么”。费县解放后，他于1946年3月跑到济
南，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器重，领取了秘密组
织暴动的任务，怀揣着“国民党山东保安第一
团”的委任状，伪装成棉花贩子，潜伏回乡，
四处活动，先后勾搭上暗藏的国民党特务、曾

任伪职的陈保善，因病假释的汉奸朱志信，
“三番子”会道门头目朱玉坤，汉奸、特务侯
占荣，伪军官陈保深等人，他们又分头在费县
新解放区的数十个村庄活动，陆续网罗了250
余人，并将费县城关派出所公安队长邢秀双、
九区胡家村支部书记刘怀良等干部拉下了水。

到5月份，匪特们自感时机成熟，蠢蠢欲
动，暴乱的矛头直指费县城。5月31日晚，张
传印等人在官庄村秘密集会，商定行动细节，
计划分为三路人马：第一路由张传印带领，由
费县城南门进攻，被策反的邢秀双带他能指挥
的两个班作内应，迎接引导该部进城攻打县政
府；第二路由侯占荣带领由东门攻打县公安
局；朱玉坤率第三路武装占领四区，作为
“国民党山东保安第一团”的后方基地。成
事后固守等待国民党空运部队前来接应，再由
城内向周围各区进攻；一旦有变，将县城西南
6公里的利尖崮作为退守据点。起事时间定为6
月2日夜12时。

然而，不知出于兴奋、慌乱或者干脆就是
蠢笨，侯占荣记错了时间，他这一路于6月1日
子夜整整提前一天就出动了。他带人摸到费县
城外，既不见内应来接头，也不闻张传印那一
路的动静，倒是城门下站岗的民兵严阵以待。
侯占荣不敢妄动，遂派人与张传印联络，自率
一部退往利尖崮，陈保善、陈保深等则窜回特
务重点活动的官庄村，伙同被拉下水的村民20
多人，连夜抓捕了村党支部书记朱化清、公安
员张玉启、自卫团长陈玉贵、农会委员相明
法、妇救会长闫庭勤、宣传委员程玉存等7
人。暴徒们刀砍棒打，朱化清当场被杀害，其
他6位村干部被绑上了利尖崮。

在张家山湾的张传印得信后，情知偷袭县
城已成泡影，不得不仓惶拉起人马也连夜上了
利尖崮。

6月2日凌晨，张传印命人竖起了两面“青
天白日”旗，宣布“国民党山东保安第一
团”成立，这时山上已聚集起特务、暴徒加上
被他们欺骗裹胁来的群众300多人，共有90多
支枪。

其实，匪特们在各区的活动因群众举报早
已引起我县政府的警觉，5月中旬，埠下区一
个连的民兵被抽调进费县城，充实保卫力量，
而举止反常的邢秀双也被县公安局调离关键岗
位，严密监控起来。

县委书记孙黎明得知暴乱消息后，立即命
令公安局长刘琦带领公安武装和民兵60多人赶
赴利尖崮围剿，同时火速向周围各区调集民兵
增援。

利尖崮海拔405 . 5米，山势陡峭，且砌有
石寨，易守难攻，张传印指挥暴徒凭险顽抗，
中午前，我先头围剿队伍两次进攻均未奏效。
下午1时，从各区紧急驰援的500多民兵齐集山
下，在25岁的刘琦指挥下合力围攻，张传印、侯
占荣等少数死硬分子自知难逃法网，遂孤注一
掷，用石块将绑架的6名村干部砸死4人，重伤
2人，欲顽抗到底；怎奈大势已去，被他们欺
骗裹胁来的民兵和群众拒绝为其卖命，仅约一
个小时，我清剿队伍即攻上山顶，暴徒们四散向
山下溃逃，又遇我事先布置的伏兵堵截，至下午
5时许，参与暴乱者基本被肃清，张传印、侯占
荣、陈保深等匪特头目被活捉。这时离匪特发
起暴乱还不到一昼夜，而我公安和民兵的进
剿，从开始行动到奏凯只用了6个小时。

经过县公安局一个月的审讯、清查，此
次暴乱内幕全部弄清。7月，费县政府在官庄
村召开了数千人参加的公判大会，张传印、
侯占荣、陈保深、邢秀双等17名主要罪犯被判
处死刑。

1946年7月19日，大众日报一版头条刊发
消息《六小时内扑灭特务暴动》，同时配发社
论《勉费县民兵同志 论开展群众性反奸工
作》，总结此次平乱的经验教训，提出五个方
面的重点建议，该文成为此后山东解放区反特
锄奸工作中颇具指导意义的文件。

□ 王文珏

提起当时泪不干。《在一起》这部剧的力
量，一半是自己挣的，一半是观众心中忍住已
久的眼泪垫出来的。一个要落泪的人，只要一
句话一个眼神一个指头的力量轻轻一推，泪就
开闸般涌出来。十个故事，十种视角，每个都
取材自真实的人和故事。它们是一个个放低的
摄像头，慢慢回溯进时光里，照进年初的武
汉，湖北，中国。

全剧完成度最高的故事，是第一部《生命
的拐点》，第二部《摆渡人》，第四部《救护
者》。它们是最走心、最动人的故事，没有别
的，就是真实。凡是能真实面对时光里的困
惑、恐惧、悲伤、绝望、残酷者，便能真正得
到后来所有的希望、勇敢、坚强、热泪与滚
烫。就像没有一就没有二那么简单。

真实需要准确还原当时。《生命的拐
点》，原型包括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83岁
看护自己生病儿子的老母亲等，这也几乎是我
们在今年一二月听到最多的名字和故事。开篇
即武汉当时的茫乱，病毒不明，院长和医生们
只能凭着职业的敏感和经验前行。不要说病人
焦虑不安，医生也只堪在恐惧中仓促上阵。缺

物资、缺治疗方案，护工保安纷纷辞职……冬
日萧萧，长夜漫漫，时光仿佛被灰雾浸透，那
种惶惶难安的氛围，让所有观看的人们重回昨
日。

《救护者》，以上海援鄂医生钟鸣的视角
展开。那种仿佛被打穿了一般、初见疫情的震
惊，非常真实。ICU里早已住不下，目力所及
到处是凌乱的病床，床的上方悬挂着病人换下
来的衣服，就那么令人无望地飘立着。前几分
钟，病人还在申请一份冻疮膏，等护士拿来
时，人已经走了。走廊里随时有人死去，旁边
病床上的病号又惊又怕又急，却一点也没有办
法……朱亚文饰演的医生颓然坐下，满手套的
汗汇成一股水流，掉在地板上。

我对钟鸣医生在情势最难时接受凤凰卫视
采访印象深刻。觉得出他是一个非常悲悯的
人，彼时彼刻，无异于深深折磨。很记得当时他
那种浓重的无力与自责，深夜回到房间与记者
连线时，他说，如果有一天我们都好了，我就想
上班，上那种平平常常的班，因为太珍贵了。

难，诸如此类的艰难困苦，都在故事里得
到真实讲述。而所有难，仿佛成为一种让人类
伏地挺身的巨大力量，推着所有人，医生、病
人、快递小哥、火神山的建设者……不顾一切
往前走。《摆渡人》中，倪妮饰演的护士哭着
要辞职，对疾病的恐惧和对家人的思念混合成
情绪的爆发，在大雨的夜晚汹涌。没有人不为
之动容，观看者的心和亲历者的心会因为最真

实的艰难，而贴得更近。那一刻，护士的眼
泪，是所有人的眼泪，岩浆般烫人。本身患有
强直性脊柱炎的张嘉益，演出了渐冻症老院长
的热血、艰难与孤勇。这个形象凝聚了许多医
生的故事，技术路线上的敏锐坚持，提前布局防
止院感的小心谨慎，职业的通透与生命的无畏
互相沁染。当他瞒着同事，拖动僵腿一步步往楼
梯上挪，那样的瞬间蓄满眼泪，也储满力量。

故事对细节的捕捉是传神的。大部分演员
素颜无妆，没人考虑自己好不好看，口罩的压
痕、黑眼圈一一如昨。台词的气口、对白自然
合理，是同题材里难得的。谭卓演绎的传染科
主任，是还原度最高的角色。好演员能淡化掉
演这件事，成为医生，那种硬净，说话行动的
干脆利落，带着职业的极度清醒显得如同冷
漠。但如果去医院转一圈，最多的医生其实就
这样儿。那是她们的铠甲，尽量理性少动感
情，清清楚楚给你掰扯明白。你觉得她们有点
冷，但当疫情袭来，她们会是最硬的骨头，拼
尽力气把灾厄挡在身外。

缺憾也有，《在一起》因为十位导演分头
拍摄，有几集不如人意。但那些真实的段落，
配得上这段家国记忆。所有一线作战的医护，
所有染病却坚强求生的生命，所有一边恐惧一
边一次次出发的志愿者……与残酷对抗中迸射
的滚烫光华，最终与人们观看时的强烈感受彼
此搀扶相依。它们已经是生命再也不可磨灭的
一部分。

《在一起》：唯有真实动人心

推进大运河文旅融合发展

据新华社，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部门近日印发《大运河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规
划》，将从多方面推进大运河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带动大运河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根据规划，大运河沿线各地要做到保护优先和
合理利用并举，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
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统领，构建全域统
筹、区域协同的文化和旅游发展格局。

据介绍，此规划着力发展大运河文旅融合新业
态，措施包括加快发展数字文旅、推动乡村旅游提
质升级、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民宿，以及促进全域旅
游向纵深发展等。

根据规划，将打造“千年运河”品牌体系，促
进品牌传播推广；此外，培育一批精品文化旅游线
路，例如世界文化遗产研学游、运河红色文化传承
游、运河观光休闲游等。

据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
规划目标，到2025年，大运河文旅融合发展初见成
效，大运河文化艺术精品力作不断涌现，大运河文
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利用，同时大运河国家文化公
园基本完成建设任务。

到2035年，大运河文旅融合发展成效突出，建
成璀璨文化带和缤纷旅游带，为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重要贡献，大运河文化具有较强的国际影响
力；到2050年，“千年运河”品牌享誉中外，大运
河成为宣传中国形象、展示中华文明、彰显中华自
信的重要标志。

南腔北调荟萃非遗曲艺周

据新华社，“大江南北迎胜利，五湖四海凯歌
传，共和国勋章金光闪，人民英雄谱新篇。”近
日，说罢《岳飞传》，台下掌声刚歇，中国曲艺家
协会名誉主席、国家级非遗项目北京评书代表性传
承人刘兰芳又以新作的一段贯口《百姓心中一座
山》赢得满堂彩。

当晚，蒙古族乌力格尔、绍兴莲花落、山东琴
书、苏州弹词、四明南词、陕北说书、淮河琴
书……多位曲艺类非遗项目的传承人相继走上宁波
文化广场大剧院的舞台，观众在感受“南腔北调”
艺术魅力的同时，浙江宁波也拉开了2020全国非遗
曲艺周的序幕。

本次非遗曲艺周由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
产司、艺术司，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宁波市人民
政府主办，以“融入现代生活·弘扬时代价值”为
主题，至10月14日结束。它以“线上为主，线下为
辅”为特色。从10月9日起，所有曲艺类国家级非
遗代表性项目都在文化和旅游部官网、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网、光明网、优酷、快手、宁聚等平台上
陆续播出，共有258个优秀节目视频。作品既有经
典传统曲目，也有新创作曲目，演员则包括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和特邀的曲艺名家。

此外，非遗曲艺周将在宁波开展进社区、进学
校、进景区、进酒店（民宿）的曲艺“四进”，以
及非遗市集、非遗展演、非遗名家汇、风物大展等
系列活动，并就曲艺传承发展组织研讨。

据中新社，历时近三年，兰州大学中华诗乐文
化研究中心从敦煌文献中整理、考据、校订五言律诗

《敦煌廿咏》，首次尝试用声乐套曲演绎敦煌文献，以
现代作曲和表演方式，用歌声讲述敦煌故事。

《敦煌廿咏》，又称《敦煌二十咏》，是描写
和反映敦煌名胜古迹和历史人物的一组五言律诗。
兰州大学中华诗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刘桂珍教授接
受记者采访时介绍称，声乐套曲是从不同角度去诠
释同一主题的系列声乐作品，这二十首声乐作品与
诗对应，主题是敦煌文化与风土人情，但各自视角
不同，既同生一脉又各具个性。

敦煌文化是东西方文明互鉴的结晶与典范，是
多元文化融合的象征，这种文化的包容性在音乐上
的体现最为明显。刘桂珍说，在谱曲和编曲上，该
研究团队将《敦煌乐谱》已解译版本中的音乐素材
与当代作曲技法相结合，采用传统调式嫁接《敦煌
乐谱》中偏音的用法，部分作品还使用中亚、印度
等地音乐元素；乐器上除了古琴、笛箫、古筝、二
胡、琵琶等中国传统乐器外，适当增加大提琴等西
方乐器。

目前，该研究中心已完成二十首歌曲的谱曲和
编配，部分歌曲同时进入后期制作阶段，将以数字
专辑形式在互联网发布。

声乐套曲《敦煌廿咏》发布

据新华社，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
所了解到，考古人员在位于我国西部的阿拉善左旗
发现一座青铜时代晚期亚腰形墓葬。

这座亚腰形墓，在地表上用石块构筑起亚腰形
状的石围，并在石围四角立有角石。在亚腰形石围
的中心位置，有长方形竖穴墓，大小仅容一人。

亚腰形墓的年代范围约在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
前800年，属青铜时代晚期，主要分布在我国和蒙
古国戈壁地带。

据了解，阿拉善左旗新发现的这座亚腰形墓规
模较大、结构完整，不仅丰富了考古界对此类遗存
的年代分布、文化内涵、文化属性的认识，还为探
讨我国农牧交错地带文化互动、人群融合提供了重
要研究线索。

（□记者 张依盟 整理）

内蒙古发现
青铜时代晚期亚腰形墓

1946年6月利尖崮“激烈”6小时
——— 抗战胜利后山东解放区的反特锄奸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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