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都镇强 报道
昌邑市围子街道孙斜村组织党员和学生参观渤海走廊革命斗争陈列馆。

渤海走廊革命斗争陈列馆就在我们村委旁边，陈列

馆建成后我们村“两委”组织党员群众和学生到陈列馆

感受那段烽火连天的历史。听了讲解员的讲解、看了展

品和介绍，我感触很深。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背后是一

位位先烈的生命。作为一名村干部，在以后的工作生活

中要以先烈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忠诚事业、

锤炼作风，进一步推动村庄发展，提高村民生活水平，

为龙池镇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昌邑市龙池镇岱邱村党支部书记郝鲁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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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我党在昌邑、潍县、寿光三县北部开辟了东起胶莱河、西至寿光县东北部榆树园子村，主体为昌潍根据据地、中心在昌北的“渤海

走廊”，架起了胶东根据地、沂蒙根据地和延安往来的“红色生命线”。

1940年，胶东与鲁中的另一条通道“滨海通道”被日伪军切断。直到1943年，“渤海走廊”一度成为“敌必攻、我必守”的胶东通往清河，进而

转去鲁中的唯一通道。在那段岁月里，这条通道发挥了护送过往干部、协助跨区调兵、密运战略物资三大历史作用，为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 本 报 记 者 都镇强
本报通讯员 王鲁兵 张学健

昌邑市北部，渤海莱州湾畔，已有了些许春
日的暖意。波涛汹涌的海水不断拍打着滩涂，仿
佛在诉说这里过去发生的事情。

穿越历史时空，来到硝烟弥漫的抗战时期。
包括昌邑北部、潍县北部、寿光北部在内，我党
在这块东西长约120里、南北长不过10余里的土
地上开辟了根据地，成为胶东通往清河、鲁中根
据地和延安的红色生命线———“渤海走廊”。

钢铁之廊

抗日战争爆发后，齐鲁大地上鲁中、胶东、
清河等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然而，在日伪顽的
反复“扫荡”“蚕食”下，夹缝中生存的根据地面
临着相互之间距离较远、联系困难等难题。1938
年5月，山东省委鉴于当时局势，指示胶东特委
尽快打通胶东与鲁中、胶东与清河的道路。“这
是山东省委提出打通‘渤海走廊’的最早指示。”
昌邑市委党史研究中心党史研究者汲生昌说。

“渤海走廊”创建于最为艰难的抗战相持阶
段，其主体是昌潍根据地，中心在昌北，如同一
条带子，东西分别伸向胶东和清河抗日根据地。
尤为重要的是，在1940年胶东与鲁中的另一条
通道“滨海通道”被日伪军切断后，“渤海走廊”
一度成为胶东与清河、鲁中根据地联系的唯一
通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就在这条险恶的交通线上，胶东的黄金
安全运往鲁中和延安，无一闪失；数十万部队
和2400多名党政军领导来往调动、东征西战；
大批医药、粮食、棉花和文件运往各根据地，
为全省乃至全国抗战胜利作出了独特的历史性
贡献。”汲生昌说，我党经过“渤海走廊”最
后一次运送黄金是1944年5月，南掖独立营与
平西四区队用20头骡子、40个铁（木）箱运送
金银及小手榴弹。其中，金银送往山东分局，
小手榴弹送往渤海军区。

“扬帆东渡胶东地，穿越大泽过青烟。”1942
年6月中旬，时任115师秘书长的欧阳文前往胶
东任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他从鲁中出发，到达清
河军区后沿小清河向东，经“渤海走廊”到达昌
邑下营，改乘木船到掖县虎头崖登陆，到达西海
军分区后写出这样的诗句。

当时，“渤海走廊”沿线基本上是一望无际、
毫无遮掩的盐碱海滩，日伪军在附近驻有重兵。
单就昌邑县而言，逾千名日伪军驻扎在县城及
北部柳疃、青乡等沿海据点。坚持根据地斗争，
坚决保卫“渤海走廊”畅通，成为了昌邑、潍县、
寿光三县党政军民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1941年春开始，敌人对昌潍根据地频繁扫
荡。为此，昌邑独立营和昌邑县委组织根据地军
民在平地上挖沟，改造地形。经过一个冬天，‘抗
日沟’做到了村村相通、沟沟相连，军民外出行
动均在地平线以下。昌邑独立营利用‘抗日沟’
作战、转移，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敌来我跑的被
动局面。”汲生昌说。

英勇的三县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同仇敌
忾、不怕牺牲，用血肉之躯筑起一条钢铁之
廊。为保卫“渤海走廊”，从1940年至1943
年，昌邑先后重建改建了7次县委，包括第一
任县委书记张智忠、副书记王炳亮在内的十几

名党的领导干部光荣牺牲。

红色传承

“太伟大了！为保卫‘渤海走廊’，涌现
出了这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像宁愿牺牲
自己也要掩护干部转移的大娘，像连续几天几
夜划桨护送过往部队却分文不取的潍河老船
工……”3月4日，大型音乐剧《渤海走廊》导
演于克在参观渤海走廊革命斗争陈列馆后感慨
地说。

时光荏苒，精神永传。昌邑市自去年启动
了大型音乐剧《渤海走廊》创作，打造传承红
色文化、讲好红色故事的精品剧目，向建党
100周年献礼。“通过带领大家参观渤海走廊
革命斗争陈列馆，学习这段红色历史后，我们
更有责任和义务将音乐剧打造成精品剧目。”
于克告诉记者，眼下他们正在抓紧排练中，在
今年“七一”前后上演。

于克所参观的渤海走廊革命斗争陈列馆，
坐落于昌邑市龙池镇。为把这一宝贵的红色资
源利用好，昌邑市从2018年10月份开始，用8个
月时间打造了展陈面积2650平方米的渤海走廊
革命斗争陈列馆。

3月4日，记者来到渤海走廊革命斗争陈列
馆。一进馆，气势磅礴的大型雕塑《信仰》就
映入记者眼帘。《根据地的“识字班”》《我
送大军过“走廊”》等一件件作品栩栩如生，
让历史与现实交汇，将记者带入了那个烽火连
天的岁月。

硝烟已散，精神永驻。陈列馆以“渤海走廊”
革命斗争史为主线，根据有关历史照片、文献资
料、老人口述回忆等，多维度全景式再现了昌
邑、潍县、寿光北部地区军民保卫“渤海走廊”的
英勇事迹。从开馆到现在，已有970批次5 . 7万
人次的党政干部、社会群众、部队官兵和青少年
学生来到这里，聆听历史、感悟沧桑、缅怀先烈、
激发斗志。

“我们走访老战士、老党员和革命先辈后代
600余人次，征集实物400多件（套）、资料1800余
份，保存下40多万字的文字记录、2000多个小时
的影像资料和近3万张珍贵图片，总结提炼了上
百个有深度、有温度、有激情的革命题材故事。”
指着陈列馆内的展品，渤海走廊党性教育基地
办公室主任徐言斌说。

昌邑市还以渤海走廊革命斗争陈列馆为主
体，打造了与之配套呼应的95处红色村史馆、
9处专题展馆，形成渤海走廊全域党性教育基
地。“目前，已举办210多场次的‘渤海走廊·
红色课堂’，编印14套（本）红色教材，编拍
18部党性教育电视片，命名18处中小学校‘英
雄大队’，使可歌可泣的‘渤海走廊’革命历
史走向更多群众、走向全省全国。”徐言斌
说。

深挖内涵

不同于北方传统民居大门朝南的布局，走
进被誉为昌北根据地“红色堡垒”的昌邑市龙池
镇马渠村，部分有年头的民居却是东、西朝向的
入户门格局。

看着记者疑惑的眼神，马渠村党总支书记
魏广政解释道：“这都是当年为了保卫‘渤海走

廊’作出的调整。”原来，为便于开展游击战争，
作为昌北县委驻地的马渠村采取了堵大门开小
门、堵大街转小巷和开便门、户相通等办法改
造，使来犯敌人的行动受到了很大限制。

抗战时期，马渠村因对敌斗争顽强，民兵
威震四方，掩护干部伤员，积极参军而闻名。
如今，马渠村因为红色旅游而闻名潍坊，每年
总有游客慕名而来参观村史馆等红色景点，触
摸那段光荣历史。

革命历史悠久、红色印记众多、仁人志士辈
出，如何将红色资源的作用放大？龙池镇党委书
记马伟莲告诉记者：“我们要提升‘红色龙池’品
牌价值与内涵，继续保护红色旅游资源，深挖红
色文化内涵，陆续推出一批‘红色旅游+乡村旅
游+党性教育’的红色文旅综合体，走出一条

‘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的乡村振兴之路。”
站在渤海走廊革命斗争陈列馆往西望去，

相隔不到百米的地方就是红色文化展览中心，
半径3公里的红色教育聚集圈已有规模。“我们
重点面向潍坊及周边地区，发挥红色资源优势，
串联抗日殉国烈士祠、陈干故居、渤海走廊革命
斗争陈列馆、全武红色展馆、马渠村史馆路线，
吸纳潍坊地区乃至全省的红色研学资源，叫响

‘渤海南、昌潍北、龙池红’品牌。”马伟莲说。
“我为家乡代言”、“党的百年历程”红色文

化文物展、“红色拜年”团拜会……这是从去年
12月开始，昌邑市龙池镇启动的“红色基因传承
年”部分活动。全年开展十大文旅活动，几乎每
月都有重头戏。昌邑市龙池镇，这个昌北抗日根
据地和“渤海走廊”红色交通线的指挥中心，正
以自己的方式向建党百年致敬。

文明新风

潍河侧畔，草木长青。站在昌邑市区潍河
大堤向西望去，一座现代化城市已经跃然画卷
之上。

与不少昌邑市民交谈，他们的话语中满是
对城市变化的赞扬和肯定。“天更蓝了，潍河
水更清了，城市愈发美了。”3月5日，昌邑市
民刘少武感慨说，去年让他最为激动的事，就
是昌邑市获得了“全国文明城市”的荣誉。

如今的昌邑，文明新风扑面而来——— 流动
的“红马甲”成为昌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昔
日脏乱差的集贸市场、背街小巷，得到了集中
治理；15分钟生活圈示意图让居民生活更便
捷……

六年磨一剑，“全国文明城市”的荣誉得来
不易。更为重要的是，荣誉的取得，离不开红色
的引擎。“创城过程中，市委书记和市长挂帅,强
力推进重点难点问题‘八大集中整治行动’，高
效率高质量完成了各项创建任务。”昌邑市委宣
传部副部长张术叁说。

在昌邑，红色引擎是发展的强大动力。不论
是去年的疫情防控，还是复工复产，昌邑市党员
干部冲锋在一线，为企业、项目解难题、出主意。
去年，昌邑市在省内率先搭建基于区块链技术
的“邑办理”电子证照共享服务平台，创新建立

“招商项目管家”系统，“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
腿”成为常态。

3月3日，昌邑市总投资近180亿元的27个项
目集中开工，吹响了新一年攻坚突破、高质量发
展的“冲锋号”。

记者手记

□ 本报记者 都镇强

抗日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保卫“渤海走廊”这段
历史却显得愈发珍贵。

在素有“红色堡垒”之称的昌邑市龙池镇马渠村，
该村首任妇救会长陈志强为保卫“渤海走廊”，不顾个
人和家庭安危，把自己的家当作党的秘密活动场所。记
者蹲点期间还听闻了很多感人的事迹，究其根本，是他
们相信信念的力量。

在党的领导下，不论是反“扫荡”、反“蚕食”，
还是反顽军、反封锁，寿光、潍县、昌邑北部的人民群
众如同铜墙铁壁般，始终保卫着“渤海走廊”。正是党
政军民勠力同心、浴血奋战，“渤海走廊”这条红色生
命线才发挥出了最大作用，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
神财富。

采访期间，为体验“渤海走廊”当年的艰辛，记者
在昌邑市北部沿当年的路线走了一遭。在这片盐碱滩涂
上，伴随着气温的回升，点点绿色点缀着大地。其中，
些许绿色属于一种名为龙须菜的野菜。据当地人介绍，
龙须菜又名黄西菜，耐盐碱，用其做成的黄西菜包子，
因爽口不油腻颇受群众喜爱。

如今的美味，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让记者尤为感
触的是，在物资匮乏的抗战时期，昌邑北部的群众宁愿
自己用黄西菜掺点面做成菜团果腹，也要将节省出来的
粮食等物资让给队伍。“最后一把米拿去当军粮，最后
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这是
多么可歌可泣的军民情深。

昔日茫茫的渤海滩，如今已经迸发出新的活力。不
仅种上了庄稼，还发展了产业，几个现代化城镇也拔地
而起。如何继承“渤海走廊”体现的革命精神？看到渤
海走廊革命斗争陈列馆那些进进出出的观众，已经有了
答案：一段段记录那段历史的文字，一个个感人至深的
故事，就像是一粒种子，在参观者内心发芽、扎根，继
而生长成一棵信念的大树。

渤海溅血祭刀枪 军民如铁“廊”如钢
“渤海走廊”为抗战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如今人们缅怀先烈再创伟业

老中青三代话感悟

魏铁良 昌邑市龙池镇抗日殉国烈士祠管理员

我作为烈士祠的管理员，平时利用空闲时间收集了

很多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资料，其中就包括“渤海走

廊”这段历史的。在那一段艰苦的时期，为了保卫这条

红色通道，昌邑县委带领根据地军民，先后进行了数百

次的大小战斗，确保了“渤海走廊”的持续畅通。我们

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先烈们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一定要永

远记住为中华民族作出贡献的先烈们，学习他们的崇高

精神，传播正能量，在新时代贡献新力量，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李园园 昌邑市党性教育基地讲解员

2019年，我考入渤海走廊党性教育基地。两年多我

带领着一批又一批参观者徜徉于展厅中，和他们一起打

开记忆，回顾那段峥嵘岁月，了解发生在“三北”大地

上的感人故事，在本职工作中传递着信仰和力量。今

后，我将继续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在岗位上发挥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在工作中凝聚共识、传播信念，更加坚

定、更加努力地为发扬“渤海走廊”革命精神贡献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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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碱地上绿映红

渤渤海海走走廊廊革革命命斗斗争争陈陈列列馆馆外外景景。。

陈列馆里的展品。

（（抗抗日日战战争争时时期期
““渤渤海海走走廊廊””示示意意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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