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 到 五 一
劳动节，我就想
起儿时五一节
的 快 乐 时 光 。
上个世纪的七
十年代初，我父
亲在北京的部
队 总 部 工 作 。
我上小学一年
级，在北京生活
了三年多。到
了1973年4月，
父亲工作调动，
我们离开了北
京，去了湖北省
的房县。

在 北 京 的
五一节前夕，部
队大院的公告
栏就贴出通知，
五一节组织大
家到什么什么
地方游园。那
时候，人们还没
有旅游的概念，
将这些活动称
为游园。

五一的当天，部队的三四辆大轿子车，
在总部机关大楼前等候大家。到了时间，清
点人数，带队的几名干部向大家说明今天游
园的规定，所去的公园，回来的时间。在北
京的三年多，几乎去遍了北京所有的公园。

在我的记忆里，父母要利用假期收拾家
务，都是我和哥哥跟着大院里的叔叔、阿姨
一块游园。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有一年去颐
和园，比往年热闹了许多。跟着大人们来到
昆明湖边，这里已是锣鼓喧天，热闹非凡
了。游船上，表演者穿着绸缎衣服，在船上
表演各种节目，唱歌的，跳舞的，船顺着湖边
划动，排着长长的队伍。游园的人静静地看
着，时不时地鼓掌。六七岁的我，也看不懂
什么，跟着大人们一块鼓掌。来之前的晚
上，母亲为我们准备了饼干、鸡蛋糕之类的
食物，我们背着父亲的军用绿挎包，还有军
用铝制水壶。带队的几名干部，招呼大家前
进停止，听从指挥，说休息，大家一块就地休
息一会儿，想一想，很是有意思。

也许，当时的文化生活单一，平日里也
没什么可玩可看的，人们很是珍惜这项节日
的活动。直到今天，我依然怀念这段游园的
时光。也许，今天的过度娱乐让人麻木了，
没有了新鲜感，大量的信息源刺激着人们的
神经，充斥着视觉和听觉，反到没了那份闲
情逸致，或者兴味盎然了。

有一年，部队组织去八达岭。那时候，
从市区到八达岭的路没那么通畅。一大早
走，到了中午才来到山下。我们这些孩童笨
笨磕磕地登上长城，怎么也走不动了。四名
带队干部一商量，留下一位女干部陪我们这
些走不动的孩子。

阿姨领着我们十来个孩子，咯吱窝还夹
了两张薄毡子，扶了那个又拉这个，好不容
易找了块空地，铺上毡子，让我们坐下，吃自
己带的食物，喝自己带的水。这时候，一个
孩子说头疼，阿姨一摸头，有些热，急得让三
个大一点的孩子看着我们，不得离开这里，
她快速地去找药，还把自己的军装脱下来，
给发烧的孩子裹上。我看到她，风过来时两
手把自己抱得紧紧的，五月的山风很凉，而
且几个小时里，阿姨只是穿了件白衬衣，单
薄的身子难抵风的无情。后来知道，这位阿
姨，回来后因为受凉住进了医院。

一晃几十年过去，这些过往的欢乐，总
是因节庆而让人想起，想起带队的叔叔、阿
姨，想起昆明湖上的锣鼓喧天，歌舞游船，甚
至很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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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上县烈士陵园，始建于1956年，整体占地
面积近2.6万平方米。1996年8月，被命名为济
宁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4年5月13日，被济
宁市人民政府批准为市级烈士陵园。

2021年4月7日，《文化周末》记者瞻仰了这
座庄严、肃穆，充满人文气息的陵园。步入大门，
正前方百余米矗立着革命烈士纪念塔，两侧树影
斑驳，鲜花盛开。纪念塔左侧，是著名烈士陈伯
衡之墓，右侧是无名烈士墓。纪念塔后，坐落着
汶上县革命烈士纪念馆。馆前两侧，苍松耸立。

据汶上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建科长何敬锋
介绍，清明节期间，共有6000余名市民前来扫
墓，缅怀革命英烈。汶上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通过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散葬烈士墓集中管理力度，
把陵园逐步建设成为了集烈士褒扬和环境优美
于一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在汶上县烈士陵园，那座无名烈士公墓牵动
着人们的视线。虽然这些烈士没有留下姓名，但
他们为人民的解放和幸福生活浴血奋战，永远受
到后人的敬仰。采访中记者听到一个故事，5名
未成年的小八路在部队前进途中掉队了，不幸被
敌所俘直接活埋。这5名烈士的遗体，也被移动
到无名烈士墓当中。

汶上最著名的烈士，是陈伯衡。1939年3
月22日，陈伯衡在指挥郑海作战中牺牲，时年33
岁。2015年8月24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
陈伯衡为全国著名烈士。

汶上县境内曾发生过“五大战役”，分别为永
安寺起义、汶西歼灭战、汶南战役、解放汶上战斗
和鏖战汶上城战斗。这五大战役，在汶上县烈士
陵园中的革命烈士纪念馆里均有详尽展现。在
纪念馆序厅，大型浮雕《汶南战役》展示了革命先
烈的英雄形象和惊天地、泣鬼神的革命精神。展
览分为七部分，运用雕塑、图片、文字和声、光、动
手段，展示了汶上革命历史以及革命烈士的英勇
事迹。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饱经沧桑的大地上，
汶上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寻求真理，翻
身解放，共产党员丁景宇、乔海秋、单绍曾与陈伯
衡、曹志尚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在汶上搞教育，
建农会，发展党员，开展党的秘密活动。汶上的
党组织逐步发展壮大，带领全县军民前赴后继，
英勇斗争，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汶上革命斗争史
上的光辉篇章。

1938年1月16日，日军进犯，汶上城沦陷。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汶上有志之士发起了永安寺
起义，成立了汶上县人民抗日自卫队，点燃了汶
上抗日的烽火。

1938年3月，八路军一一五师进入泰西，组
建了东汶支队，在汶上、东平一带开辟抗日根据
地。汶上军民先后发动了汶西歼灭战、汶南战役
等重要战役。

1939年3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部队进
入鲁西，5月陆房战斗后，留下部分主力，驻原汶
上县西部地区。日军在华北推行所谓“治安肃正
计划”，妄图巩固其占领区。驻扎在汶上城内的

日本侵略军第三十二师团少佐长田敏江自恃装
备精良，特别骄横凶狂。驻在汶西拳铺、蔡林一
带的八路军一一五师部分主力，早已严阵以待，
伺机歼灭敌人。

1939年8月1日约4点钟，长田敏江所属骑
兵中队、步兵和汶上县警备大队等共400余人，
开出汶上县城。前有汉奸和日军骑兵开道，后有
马拉两门野炮压阵，中间是步兵纵队，向汶西地
区进犯。途经沙河站在靳口渡河，夜宿馆驿。2
日，继续向汶西进犯。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获知
情报后，将建军节晚会改为战斗动员大会。经代
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周密分析，做好歼敌战斗
准备，命令杨勇独立旅一团、师直特务营、骑兵连
迎战日军，后派出小分队从王府集引诱和监视敌
人。

8月2日9时许，敌人到达汶上西南部，八路
军一一五师师部特务营二连、四连和骑兵连，在
事前埋伏的阵地上，利用有利地形，从侧面向敌
人猛烈射击，三四十个敌人当场毙命。八路军迅
速撤出战斗，消失在青纱帐中。敌人四处追赶，
未见踪影，气得暴跳如雷，随即命令其炮兵向汶
上西南约一公里的独山轰击，半个多小时后，敌
人不见还击，四处搜索，12时许进入独山一带驻
扎。至此，敌人被牵着鼻子，一步步进入八路军
的包围圈。

晚8时许，攻击开始了。担任主攻的我三营
十连、十一连、十二连，从东、南、西三面向独山进
攻，师部特务营二连和二营由北向南推进，形成
对敌之围歼。十几支轻、重机枪和掷弹筒，向日
军喷出复仇的怒火。

骑兵连首先从独山的西北部冲过独山村，十
连抢占了独山制高点，其它连队也迅猛冲向敌
人。日军被突如其来的火力打得懵头转向，乱作
一团。长田敏江惊魂稍定之后，组织兵力轮番反
扑，分若干梯队一次次进攻独山制高点，被坚守
阵地的十连奋力打下去。

正当敌人继续反扑的危急时刻，十一连从背
后冲入敌阵，前后突击，又一次粉碎了敌人的企
图。十二连向独山东侧的土墙发起猛攻，形成了
对敌人的钳形夹击。敌人见势不妙，龟缩到院
内，又在轻、重机枪掩护下，与八路军争夺石灰
窖，抛下一具具尸体后，又调头抢占东北方的寨
围子，企图突围逃窜。

八路军发现了敌人的企图，迅速抢占了寨围
子，堵住了敌人的逃路，敌军首领率残部再次突
围，八路军指战员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时过
午夜，敌人死伤惨重，被迫再次退回院内。八路
军部署也需相应调整，以利再战。至此，战场暂
时平静。

八路军一一五师罗荣桓政委要求全体指战
员，“要集中力量一鼓作气，穷追猛打，争取次日
十点前，把敌全歼，结束战斗。”午夜2时许，一场
围歼残敌的战斗开始了。全体指战员用手枪和
手榴弹，向固守在大车店院内的守敌猛攻。

长田敏江挥舞着指挥刀，逼着敌兵再次上阵
拼杀。敌人扔下一片片尸体，长田敏江肩负重
伤，逃回房内。敌人预感到末日来临，掉转炮口，
连续朝东平湖方向射击，妄图以炮声报信求援。

拂晓，八路军集中了十余挺轻、重机枪和掷
弹筒于独山下，组成密集的火力网，向龟缩在大
车院内的残敌猛烈射击。陈光代师长亲临前沿
阵地指挥，班长曹大顺带领5名战士，夺取了3
门大炮。三营长刘阳初率一个突击队，冲到大车
院，从屋顶和窗口向屋内敌人轰击。随着爆炸
声，日军的嚎叫声消失了，立即有几个汉奸出来
高喊饶命，又有两名日军缴械投降。东方发亮
时，战斗顺利结束。

汶西歼灭战毙敌300余人，俘日军24名，缴
获野炮2门，九二式步兵炮1门，掷弹筒两具，
轻、重机枪15挺，步枪150余支，战马50余匹，
其它战利品一宗。战斗中，汶上县地方武装白玉

普在外围围歼残敌，有力配合了战斗。这次战
斗，全歼日军1个大队，被八路军总部嘉誉为“模
范的歼灭战”。日军遭此打击后，于4日纠集日
伪军5000余人，汽车、坦克100余辆，进行报复
性“扫荡”，汶上县军民随即展开游击战。

日本侵略军对建立起来的抗日根据地视为
眼中钉、肉中刺，不断进行清剿、扫荡，“点线控
制”“全面蚕食”，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
政策。从汶上城南沿汶济公路到济宁，从昙山经
过汶宁、汶兖边境到蜀山湖，从县城西北经大古
墩到靳口等交通要道，大挖“封锁沟”，企图切断
根据地之间的联系。我根据地军民，展开了英勇
的“反封锁”斗争。

敌人在王楼设立伪五区区部，在沟头、李集、
松山设立了据点，给抗日军民的活动造成了新的
困难。为了粉碎日本侵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进
攻，鼓舞抗日军民的革命士气，1940年12月，泰
西军分区决定发动汶南战役，由泰西军分区司令
刘贤权指挥。

汶南是指东平与汶上接壤处的大汶河以南
的地区，这里群众基础较好，在1938年就开辟为
抗日根据地。1940年，日军对汶南实行重点扫
荡，我军撤离了这一地区。随后，日本侵略者在
汶南强制推行伪化活动，企图把汶南地区变成

“治安区”。因此，发动汶南战役，不仅可以在军
事上打击敌人，在政治上也将产生重大影响。

侵驻汶南地区的敌人总兵力，除驻东平、汶
上两县的日军外，还有大汉奸王鸣绍的4个伪军
中队、东平伪军中队100余人，共约500人。我
军分区参战部队，主要是基干营，县大队予以配
合，兵力近600人。

根据敌我双方的兵力态势，刘贤权决定先打
弱敌，从彭集开刀，这里没有日军，只有伪军一个
中队约60人，还有一个警备队30余人。战斗在
12月23日夜晚9时打响，“陕北营”分两个梯队
进攻，很快全歼守敌，只有少数几名伪军化装逃
跑。汶南战役第一阶段作战首战告捷。

战役第二阶段，重点是拔除敌人的碉堡。以
沟头、李集、松山3个据点为主要作战目标，仍由

“陕北营”担任主攻，每连包打一个据点，全歼守
敌，缴获了敌人所有武器装备及其它物资。太白
山炮楼的敌人见势不好，弃点逃走。第三天，宁
阳县周庄、罗山两个据点的敌人，慑于“陕北营”
的威力，也撤点收缩。汶南战役连战皆捷，历时
10天，计歼日伪军400余人，使泰西地区的军民
人心大振，敌人惶惶不安。

为防止日伪军疯狂报复，避免重大损失，泰
西军分区司令员刘贤权与地委领导研究决定，将
地委、专署机关和军分区机关立即转移到平阿山
区的狮猴山一带。为了掩护机关转移，刘贤权带
领“陕北营”等部，在汶南地区坚持斗争，与敌周
旋，牵制敌人。

1941年元旦，东平、汶上、肥城、宁阳、泰安
等地的日伪军1000余人，分五路在雾夜中悄悄
向我军驻地代村一带包围过来。一声沉闷的枪
声报警之后，在代村西面发现了日军。

因敌情不明，刘贤权立即率队向东转移，涉
过小汶河。刚到汶上县泗汶村，就和从东面围上
来的日军打响。同时，在南面也发现了日军。我
军处于敌东、南、西三个方面的包围中，唯独北面
没有枪声。

刘贤权果断指挥部队占领吉市街，凭借街
道、房屋架起机枪阻击敌人。这时发现，日军不
仅出动了步兵，还出动了十几辆坦克、装甲车，并
配备了拖着钢炮的汽车。

刘贤权立即动员群众，将大车、石碾、桌椅搬
上街口，筑起路障。他一边指挥阻击敌人的轮番

进攻，一边组织向北转移。在敌人两次冲锋的间
隙，借助大雾的掩护，迅速撤出泗汶村，安全转
移。

日军的坦克、汽车不能在狭小的村巷里通
过，等他们绕到村北时，我军已在大雾中消失得
无影无踪。日军头目看着正在燃烧的一辆坦克
和一辆汽车，气得“哇哇”乱叫，沮丧地抬着尸体
撤回去了。这次战斗，“陕北营”等杀伤日伪军
200余人，同时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军分区政治
部副主任吴涛身负重伤，60多名战士在突围中
壮烈牺牲。

纪念馆陈列的“抗日救亡艰辛路，戎马岁月
迎曙光”板块，主要展示了9次重要军事事件。
其中最著名的永安寺起义，揭开了汶上军民武装
抗日的序幕，是汶上县爱国志士、有志青年组织
的一次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武装暴动。

永安寺位于汶上原七区(今属梁山县)申垓
村东北角，与汶上、东平、郓城、寿张四县相邻。
1938年2月5日，陈伯衡、曹志尚等人在共产党
员刘星的领导下，组织汶上、东平的爱国志士90
余人发动了永安寺起义，建立了抗日武装——汶
上县抗日自卫队，揭开了汶上军民武装抗日的序
幕。

“浴血奋战歼顽敌，驰骋战场卫家乡”板块，
主要展示了9次典型战例。随着抗日战争的全
面胜利，汶上人民的革命历史进入解放战争时
期。

日本投降后，中共汶上县委领导全县军民，
与国民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46年1月，汶
上第一次解放。1947年3月，国民党重点进攻
解放区，汶上党政军主动撤离县城，转入农村开
展游击战。张汉三尾随国民党新五军进驻县城，
向人民反攻倒算。

1947年7月，华野十纵司令员宋时轮率两
个师激战敌新五军，为刘邓大军南下扫清障碍。
1948年7月14日，汶上全境最后解放。期间，万
里、粟裕来汶上指导工作。之后，汶上人民积极
开展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的支前运动，以及清
剿残匪、土地改革、抗灾自救、稳定秩序等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汶上军民共歼敌6200余人，全县
376名英雄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汶水之上英雄儿女谱写的光荣诗篇
图文 本报记者 刘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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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
动
节
专
栏

沿 着红色足迹前行

五一，是劳动者的节日；也是铭记劳动
光荣的日子。

当你静下心来，独自回味生活时，会发
现过去的时光里，就是在不停地劳动，不管
是体力的，还是脑力的。在无尽无休的拼搏
中，也会觉出自己的疲惫，可是，如果让你一
生都闲着，那种无所事事的感觉，那样一事
无成的结局，恐怕会比眼前的劳累，更让人
难以接受吧？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这是农人
的劳动，一望无际的田野，一地疯长的庄稼
和杂草，一把锄头，一轮烈日，一个农人，一
截面朝黄土背朝天、汗珠子砸脚面的时光，
在一次次看似简单的重复中，杂草倒地而
亡，庄稼精神抖擞，滴落的汗珠子，就是滋养
庄稼疯长的雨露。劳动创造了粮食，养育了
我们的肉体，也养育了我们的精神。

想起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这样的劳动，更多的是一种脑力，不是吗？至于
粮食产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劳作时的心
境，这鸟语花香的意境，这颗放逐山野田园的
心灵，就算做不到粮食丰收、仓廪满满，能有一
本诗集诞生，也算是一场不小的收获了。

靠着劳动，我们创造了五千多年的中华
文明，更创造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人活
着，其实就是要干活儿，不管是体力的，还是
脑力的，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劳作，没有高
低贵贱之分，只有岗位职责的不同。

而在劳动中，若能时时处处多一些诗情
画意，多一些开心，劳动就更加的意义深远，
也更加的吸引人了。在这样的氛围里劳动，
不仅能提高劳动的效率，还能把这些平平淡
淡的日子过成诗，多美多好。

人生就是一种劳动，而劳动就是一抹风
景。你有着什么样的心灵，你就有着什么样
的感悟，你就收获着什么样的人生。

劳动是一抹风景
姜利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