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沿泉源大道行至一座白色小桥，推开车门，
滚滚热浪瞬间紧紧将人包裹。怀着虔诚的敬
仰，顾不得一路风尘与酷热，5月31日，《文化周
末》记者和泗水县委宣传部的同志，一起来到泗
水县烈士陵园采访。

桥的尽头，泗水县烈士陵园的大门，如古城
墙一般庄重。大门正中间上方，五星红旗迎风
飘扬。走进陵园，英雄纪念碑上镌刻着“革命烈
士永垂不朽”8个大字。纪念碑左侧，有仿古设
计的凉亭；更让人感觉清凉幽静的，是一棵亭亭
如盖的雪萝树。纪念碑右侧，是一片荷塘，由此
穿过，烈士碑林进入我们的视线。烈士英名录
碑上，刻有全县已知的烈士名单，左侧题“万古
流芳”，右侧是“永垂青史”。

在英雄纪念碑后方，是泗水县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一展室，也是泗水县烈士陵园的主展室，
上方题“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陵园工作人员李
俊杰向记者介绍，这个展室主要呈现的内容，是
1927年至1949年的泗水革命史，以图片、文字
结合的方式，让瞻仰者对泗水县境内的战斗和
英烈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过许多可歌可泣的战
斗故事。抗日战争中，以泗河为界，南北群山为
依托，开辟建立了曲泗泰宁（泗北）抗日游击根
据地和泗南抗日游击根据地。面对敌人的血腥
统治，泗水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满腔
怒火化作巨大的力量，反“扫荡”、反“蚕食”、反

“封锁”，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在这块热土上，走出了曹宇光、张治贞、申

涵三位将领，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抗战颂歌。
抗战期间，在泗水境内，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地方
抗日武装与敌作战达三百多次，其中规模较大
的就有近百次，攻克敌伪据点百余处。在解放
战争时期，泗水县党组织带领全县人民全力支
援前线，积极开展地方武装斗争，作战达百余
次，为新中国成立做出了贡献。

小山战斗，是极为悲壮的。小山，位于泗水
县圣水峪镇南部与邹城交界处。抗日战争时
期，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在这里进行过一
次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斗。

1939年5月，根据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开辟
尼山抗日根据地的战略部署，八路军山东纵队
命令第四支队，抽调四个主力连，一连代号“泰
安”，二连代号“曲阜”，三连代号“宁阳”，四连代
号“泗水”，约千人的兵力，组成南下挺进支队，
由四支队副司令员赵杰任司令员，政治部主任
汪洋任政委。支队设党委，由汪洋任书记，赵杰
任副书记。

经过半个月的集中训练后，挺进支队奔赴
泗南邹东山区，开辟鲁南抗日根据地。5月31
日，挺进支队从莱芜大王庄出发南下，越过徂徕
山，于6月12日进入泗水北部地区，在中册一带
击溃了从泗水城前来拦截的二百余名日伪军。

13日，抵达泗南邹东素有“四十八寨”之称的小
山、立山一带。

司令部设在响水河、孙家庄，一连驻八士
庄、小北山，二连驻金家庄，三连驻蒋家庄，四连
驻小河村。

泗南邹东山区，是邹城、泗水、曲阜三县交
界处，方圆数十里，崇山峻岭，山高路险，素有

“三多”之说，即土匪多、山寨多、枪多。部队到
达该区后，支队党委立即召开党委会和干部会，
分析了当地形势，确定了工作方针和具体政策。

会议决定，采取多种方法抓紧做群众工作，
大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宣传团结抗战
必胜、抗日必胜的道理，创造有利条件，及时建
立乡村抗日民主政权，建立情报站，组织几个宣
传小组到各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以扩大影响。

为迅速打开局面，建立县区民主政权。支
队党委在小河村举办了党员干部训练班，泗水、
曲阜、邹东3县各区区委委员、各村党支部书记
和部队连以上军政干部，共60余人参加了学
习。经过几天的紧张学习工作，当地群众逐步
了解了我党我军，有些群众还给部队送来给养，
我党领导的抗日局面逐渐打开。

6月19日，司令部移驻东卸甲河，所属连队
分驻其周围村庄。接着，支队指战员分头到三
教乡的十几个村庄召开党支部和党小组会议，
宣传工作，扩大影响。

挺进支队的到来，使日军恐慌不安，急欲乘
其立足未稳予以消灭。为此，集结驻守兖州、邹
县、泗水、曲阜等地的日伪军千余人，于6月 20
日分4路包抄合击小山地区。获此情报后，挺进
支队决定，司令部与一、三、四连分别转移到外
围地区，由作战科长王坤和营教导员王志耕，带
领二连占领小山牵制敌人。6月21日，敌人出
动千余人，兵分四路，气势汹汹地向小山扑来。

小山是一座秃山，巍峨高峻，山势险要。挺
进支队司令部指示，利用有利地形给敌人以杀
伤后，迅速北撤，向主力靠拢，而后集中兵力打
敌一路。

9时许，敌人向小山发起猛攻。这次战斗打
得十分激烈，从拂晓一直打到黄昏。敌人调兵
遣将，连续向小山发起二十余次进攻，均被我军
击溃。山坡上、沟豁里，到处躺满了敌人的尸
体。丧心病狂的日伪军，集中了所有炮火，向小
山猛烈轰击。光秃的山顶，无遮无碍，许多战士
倒在血泊里，但活着的还在继续战斗。

为了营救小山的战友，我外线主力连续向
敌人发起十几次冲锋，终因寡不敌众，未能达到
解救的目的。在面临绝境的情况下，坚守小山
的战士毫不畏惧，英勇顽强，战斗到底。子弹打
光了，他们就用石头砸。敌人攻上山顶时，战士
们高呼着“誓与小山共存亡”“中华民族解放万
岁”的口号，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最后，在我外
围部队的接应下，杀开一条血路，冲出了重围。

小山战斗中，挺进支队83名指战员壮烈牺
牲，其中泗水籍28名。战斗中毙伤日伪军二百
余人。敌人撤走后，当地群众纷纷上山，把烈士
的遗体一一掩埋起来，还自动举行了悼念活动。

故安桥战斗，同样是发生在泗水境内的著
名战斗。讲故安桥战斗，就不得不提滋临公路
苗馆至卞桥段伏击战。那是1944年7月2日，
尼山独立营接到地委指令：7月4日，日军5辆载
运军用物资的汽车，将由兖州开往临沂，约9时
许经过苗馆、卞桥一带，命令独立营予以截击。

7月 3日，夜幕降临以后，两支部队出发
了。夏天的夜晚，皓月当空。三连在连长曹明
盘、指导员吴健的带领下，从北王出发，到达伏
击地点待命，伏击线设在了黄家岭北、临滋公路
以南的百米青纱帐内。四连在连长杜嗣存、指
导员刘涛的带领下，从香山出发，到达临滋公路
卞桥一带青纱帐内设伏。

三连进入阵地，埋伏在闷热的高粱地里，直
到4日11时许，嘹望组的同志才隐约听到汽车
的声响，发现苗馆方向扬起了几缕尘土，马上打
手势向连长报告了敌情。曹连长大眼一瞪，从
腰里刷地抽出匣子枪，喊了声：“准备战斗！”战
士们迅速将子弹推上膛，手榴弹脱掉盖，转眼之
间，青纱帐内鸦雀无声。每一个有战斗经验的
人都知道，这预示了一场激战将要开始。

当日军军车卷着黄尘进入伏击圈时，曹连长
手枪一举，大喊：“冲出去打！”战士们神速地闯出
青纱帐，手榴弹脱手而出，轰轰巨响，打得汽车前
后硝烟弥漫。百多条枪吐着火舌，伏击了东去的

5辆日军汽车，击毁2辆，3辆调头西逃。
此战，击毙日军3人，伪军5人，汉奸10人，

缴获步枪10支、子弹一百余发，缴获大米二百余
袋，军毯1车，还有1部电台，1架照相机。曹连
长带着一排、二排继续准备战斗，三排由吴健带
领，往后方运送战利品。区里负责同志和联防
队听到部队打了胜仗，也赶来协助运粮。

人多力量大，不到半小时，战利品全部运到
黄家岭、大王庄一带。缴获的大米，三分之一分
给扛粮的群众，其余的运往后方。当三连战斗
打响后，驻卞桥的日伪军一个中队前来增援，遭
到四连迎头痛击，敌人丢下二十多具尸体狼狈
逃回据点。公路伏击战鼓舞了抗日群众的士
气，也震慑了敌人。

公路伏击战后，三连撤向北王，四连留在东
鲸山一带，随时准备打击报复之敌。果然不出
所料，到了7月5日凌晨，日军、伪军分路出动
了。伪军大队长孔润谦率伪军三百余人，偷袭
黄家岭；日军小队长大寰一郎率一个小队的日
军，清剿西故安。

早已做好战斗准备的尼山独立营四连指战
员，分路迎击敌人。副连长李明德带领三、四两
个排，近战歼敌，猛冲猛打，把孔润谦的三百乌
合之众打得懵头转向，弃尸而逃。连长杜嗣存、
指导员刘涛率领一、二两个排，隐蔽迂回，对大
寰一郎布下了口袋阵。这时敌军自恃武器精
良，旁若无人闯进西故安，肆无忌惮地在村内抓
鸡、逮羊、翻东西、抢粮食。直到我军的手榴弹
轰轰地落到他们跟前，才感到情况不妙。

留着八字胡的大寰一郎，慌忙挥舞着指挥
刀，“伊哩哇啦”地吆喝了一阵，妄图继续顽抗。
这时村内响起了我们的军号声、喊杀声和枪弹
声，民兵们也来助战，打得敌人晕头胀脑，不知
东西南北，更摸不清我军兵力多少。

日军慌了手脚，放火为号，慌忙撤向村外。
一排战士和民兵们从村里冲了出来，日军顺着
村北沟溪溃退。当敌人退到村北古桥，二排在

指导员刘涛指挥下，堵住了日军的退路，猛烈对
敌射击。大寰一郎看到腹背受敌，迅速进行布
置。敌机枪抢占了桥西石灰窑一侧，日军一个
班抵挡我东南的一排和民兵，另一个班对付我
西北青纱帐内的二排，剩下的日军准备抢占桥
北高地，企图往正北方强行出逃。

这时，副连长李明德击溃伪军后，又火速带
领三排前来助战。他察觉到桥北无名高地险
要，我军若能控制高地，日军就会被压入深沟。
为了全歼来敌，李明德一声令下，要同志们快速
占领北地制高点，他第一个冲了上来。

日军的机枪哒哒一个点射，打中了李明德
的胸膛，他用手捂住伤口，咬紧牙关强跑了几
步，摔倒在地。后边上来的战士要架他下去，他
把手一摆，吃力地说：“快去抢占高地！”说完，这

位老红军战士就和部队永别了。战士们悲愤满
腔地呐喊着，要为副连长报仇！一气冲了上去。

九班长在桥北古槐一侧，向敌人机枪射
击。敌人机枪的子弹打过来，仅古槐上就穿了
七个弹洞，九班长被火力压得站不起来。敌人
一个班在机枪的掩护下，也从沟里爬了上来，同
我三排战士展开了肉搏。

石灰窑的那挺机枪连连点射，给我军造成
很大的威胁，三排长乔尚海决心拔掉这个钉
子。他不顾自己安危，从西边青纱帐里穿越溪
沟，朝石灰窑猛扑过去。他刚插到沟底，就被桥
下鬼子兵一枪打中胸部，他坚持匍匐前进，每前
进一步就留下一步的血迹。当他爬到距敌人机
枪三十米，用尽全身的力气，扔出了一颗手榴
弹，轰的一声，正巧在日军机枪手身旁开了花。
后边上来一名战士冲到窑前，一刺刀将炸昏的
日军刺死，随手缴获了这挺九六式机枪。同志
们把三排长背下阵地，但终因伤势太重，流血过
多，三排长光荣牺牲了。

日军丢了这挺机枪，好似被砍掉一条膀
臂。三排战士士气更加高涨，喊杀声震天，与日
军展开了白刃格斗。三排副排长杜青围着石
碑，同一名敌兵拚刺了三圈，未分胜负，七班的
一名战士从斜侧一枪撂倒了敌人。杜青副排长
上前，一刺刀将敌人击毙。

九班长在桥北同一名满脸串腮胡子的敌兵
围着古槐格斗，刺刀相碰，砰砰作响，刀刃相触，
火星乱迸。敌兵刺刀朝下一晃，猛的向九班长
上身刺来。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九班长机警地
跨开大步，上身一斜，敌兵的刺刀扎入古槐三寸

之深。九班长趁此往前一个冲刺，攻敌肋下，敌
兵哇的一声朝后倒了下去，那支上了刺刀的三
八大盖，仍扎在古槐上摇晃不停。

这场激战，敌我都有伤亡。凶残的日军终
于被压下沟去，三排强占沟北崖的土坌石坌、碑
楼子、古槐树等有利地形，向沟溪里猛烈开火，
又打死打伤五六个日军，其他日军龟缩到桥洞
里去了。

这时，敌人要从沟溪往东，有一、三排火力
盖顶；朝向西北，有二排断绝归路；再向北冲，又
被三排一阵手榴弹炸得血肉横飞，败下阵去。
古桥左右打成火海，密密麻麻的高粱棵打了个
稀巴烂。这时还剩下小队长以下十余名日军，
被压在三孔桥洞里。他们用死尸作掩护，挡住
洞口，妄图保住活命。

我军的政治攻势展开了。指导员刘涛亲自
向敌喊话，日军就是死不缴枪。杜连长一个箭
步飞奔到古桥上面，高喊：“你们不投降，我们就
捉活的！”战士们看到连长站在桥面，英勇顽强
指挥战斗，一声喊杀冲了过来。

日军背靠桥洞，要同我军对峙。杜连长站在
桥上，只要日军一露头，他的手枪一点，咆嗤一
声，敌人的脑袋就开了花。接连击毙三名日军，
其余的又都龟缩到桥洞里，再也不敢出来了。

狡猾的日军在桥下，顺着条石缝，看到了杜
连长的身躯，就顺着石缝枪口朝上开枪，子弹打
中了杜连长，鲜血顺着衣服流在西故安古桥
上。战士看到连长受伤了，高喊：“打！打死他
们，为连长报仇！”

敌小队长见我军攻势更猛，坐以待毙不如
冒死突围，于是率领八名敌兵冲向六班。

决战的时刻到了，四班长杜钦命令：“四班
上刺刀！”并叫六班的同志让开，他第一个迎战
大寰。大寰向杜钦连劈三刀，杜钦拨开第三刀
之后，喊了声“杀”！捅死了大寰。他忽然听到

“班长防后”一声喊，回头一看，有个背着药箱的
敌兵端枪扑来。杜钦拔出刺刀迎上去，又捅死
了一个。他一转脸，看到又一个敌兵向他偷袭
过来，在这危急时刻，他的刺刀拔不出来了，原
来是刺刀穿透硬壳药箱时弯了。杜钦急中生
智，扔掉手中枪，抢过被刺敌兵的三八式迎战第
三个。战有三五回合，又结果了一个，其他六名
敌兵全被四班的战士捅死。

此战击毙日军小队长大寰一郎以下28人，
缴获九六式轻机枪一挺，掷弹筒一个，指挥刀一
把，大盖枪28支，子弹2988发，其它物资一批。
四连牺牲副连长李明德以下8人，连长杜嗣存负
重伤，医治无效后牺牲。

战后，四连受到表彰。杜钦刺死大寰一郎和
两个敌兵，荣获战斗英雄称号。鲁南军区首长传
令嘉奖尼山独立营第四连，嘉奖令指出：该连系
一支较年轻的部队，表现得如此积极、灵活、英
勇、果断、顽强，是值得发扬与全军学习的。

从1944年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
日根据地军民，开始局部反攻，为进行大规模的
攻势作战和战略反攻作准备。在鲁南地区，八
路军的根据地不断扩大与巩固，日伪军控制的
地区逐步缩小。到1944年11月，平邑县里的日
本军队和伪军，在我军的强大压力下，被迫撤退
到泗水县，日本兵从泗水又撤往兖州。伪十军
荣子恒部，于1944年10月24日移驻泗水城后，
妄图凭借泗水城工事坚固和靠近津浦铁路的兖
州、曲阜日伪据点，可遥向呼应，互为支撑，以苟
延残喘。

荣子恒原为东北军军阀，后投降日寇，成为
敌人在鲁南地区的重要帮凶。他为虎作伥，烧
杀掳掠，欺压百姓，剿杀抗日力量，干尽了坏事，
群众恨之入骨，纷纷要求铲除此害。驻守泗水
城及城周围杨家庄、故县、寺台等地的日伪军，
共计2000余人。其中，日军26人，伪荣子恒部
1800余人，伪县大队180余人，伪县政府人员数
十人。泗水城墙较高，城外有护城河，西、南二
关有较深的封锁沟，西门两侧有独立的地堡。
城内敌人兵力多配置于城楼及制高点上，伪司
令部设在城内文庙，日军顾问、伪县政府及县大
队驻在东西大街西首的旧衙门内。

为扩大解放区，打破敌之“重点守备”部署，
山东军区决定，乘敌立足未稳之际，攻克泗水
城，消灭荣子恒，“光复山东第十个县城”。据
此，鲁南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三团，鲁中军区第三
军分区第九团，在邹县、费县独立营和泗水地方
武装的配合下，于1945年2月1日发起了攻克
泗水城战斗。

攻城之前，三团参谋长林毅率领团营连三级
干部换上便衣，到泗水城外查看地形，并通过地
下党与城内的两个人取得联系。一个是伪警察
田化方，他受我党影响，虽干伪警察，但并不是真
心向敌，主动向我党汇报了四个城门的兵力部署
情况。另一个人是我方原香山区文书孔昭然，他
在战斗中被敌人捕去，被迫干了伪事，内心尚未
叛变，主动向我方报告了伪十军在城内各个据点
的兵力和武器配备。这样，鲁南三团就做到了知
彼知己，为攻克泗水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战斗部署是：鲁中军区第三军分区第九团
围歼故县之敌，邹县独立营破袭曲阜东南公路，
并阻击曲阜出援之敌，费县独立营包围监视泗

水城东杨家庄之敌，鲁南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三
团主攻泗水城。三团决定以一营攻城，歼灭城
内之敌，二营肃清南关之敌，三营位于城东北部
负责打击出水之敌及故县之援敌。负责主攻的
一营决定，以一连由西门爆破突击，成功后，负
责打下文庙敌司令部，二连由西门以北架梯登
城，突破后控制北门，三连待一连突破后跟进直
扑伪县政府。

攻城之前，鲁中九团于1月16日向驻守寺
台村的伪十军特务营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全
歼特务营营长王仲云以下三百余人。攻城战斗
于1945年2月1日晚10点20分打响，鲁南三团
一营迅速逼近城下。一营一连、二连按部署同
时攻城。

一连进入西关后，首先解决了敌哨兵，然后
爆破西门。第一包炸药炸响后，因爆破组后续人
员未及时跟上，西门未能炸开。这时，城墙上的
敌人尚未展开火力，二连乘机从西门与城墙西北
角的空隙急速架梯登城成功，顺利突上一个排，
后续二排因上人过多，将梯子压断未能跟进。

二连突进的一个排冲入敌西门碉堡时，敌
人还没来得及穿上裤子就当了俘虏。一排占领
西门据点后，立即打开西门，一连由西门跟进。
继之二连的两个排及三连全部入城。此时西门

以南之敌前来反击，被击退。
第一连入城后，即直捣伪十军军部，生俘其

大部。第三连入城后，即向伪县政府攻击，歼敌
一部，余部固守在院内一座高楼内顽抗。此时，
二营亦顺利突入南关。激战至翌日上午7时许，
荣子恒率其一部由城东北角突围，企图跳墙逃
窜时，被我阻击部队击毙。

战斗进行至中午12时，除伪县政府和东、南
两城门三点外，城内大部已被三团占领。下午1
时，曲阜之敌前来增援，二营出城打援，将其击
溃。下午7时，对城内残余之敌发起总攻，一、二
连攻打东、南二门顺利成功。三连攻击伪县政
府，飞行爆炸奏效，守敌全歼。至9时，城内战斗
全部结束，残敌全部被歼。

在攻城的同时，鲁中军区九团全歼故县守
敌，并派人向费县独立营包围的杨家庄守敌交
涉投降事宜。迫于强大军事和政治攻势的压
力，杨家庄之敌一个团交械投降。至此战斗全
部胜利结束。

此战，攻克泗水城，收复故县、东洼、寺台、
杨家庄等周围11个日伪据点，光复村庄37个；
击毙伪十军军长荣子恒、副军长陈镇藩、参谋长
朱江、副师长朱级勋以下122人，击伤伪军144
人，俘伪师长朱复宁以下1206人，俘伪县长李
香亭和伪县大队长孔润谦以下180人；击毙日军
顾问长泽，指挥官石川以下20人，击伤日军15
人，俘日军2人；缴获重机枪2挺，轻机枪12挺，
步枪1120支，短枪82支，掷弹筒20个，各种子
弹21525发，掷弹筒弹2084个，电台4部，电话
机30部及其它物资一批。

战斗结束后，根据地委指示，为了不使泗水
城再成为敌人守备要塞，公安局发动群众扒了
墙角，拆掉并烧毁了泗水城内可能作为守备的
工事，如文庙、考棚、山西会馆的戏楼等，同时把
日军囤积在城内的粮食，一部分运往后方，其余
全部分给群众。

消息传开，远近百姓扶老携幼，带着口袋、
篮子，前来泗水城领取粮食。此时，正值1945
年春节来临之际，泗水城的解放给传统的节日
增添了喜庆气氛，人民群众敲锣打鼓欢庆胜利，
人人欣喜若狂，个个称颂共产党、八路军。

2月11日，罗荣桓、黎玉、肖华通令嘉奖攻
克泗水城的参战部队。嘉奖令指出：泗水的光
复，为我创造了打击敌人，扩展根据地的极其有
利的条件，鲁南、鲁中部队均有崇高功绩。泗水
城光复后，我部队即刻撤离。

1945年2月6日，日军在血洗戈山厂村后，
复占泗水城，妄图作垂死挣扎。1945年8月15
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9日，在八
路军大反攻的强大攻势威逼下，驻泗水城日伪军
仓皇弃城逃往兖州，鲁南军区部队遂进驻泗水县
城，泗水人民终于解放。全县人民奔走相告，沉
浸在抗战胜利的欢乐中。

在泗水县烈士陵园碑林中，每一个烈士的
名字都值得我们铭记。有的战士只有十几岁，
有的战士入伍几个月就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
烈士擦拭墓碑时，记者心中充满了敬畏与感
激。感谢他们，没有这些英雄，就没有我们今天
的幸福生活。向英雄致敬！

烽火岁月：泗水之滨的英雄赞歌
图文 本报记者 刘帝恩 本报通讯员 包庆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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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 着红色足迹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