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个“奔七”的老建
筑，在工地上摸爬滚打近
半个世纪，在工棚子过国
庆节也有四十几个了。虽
然退休几个年头了，但每
逢国庆节来临的时候，我
总会想起在工棚子里欢度
国庆的温馨日子。

国庆节是老百姓最盼
望的节日之一。一年一度
的国庆长假，难得与家人
团聚或旅游，身心安顿停
歇下来，尽情地分享节日
给的快乐。而建筑工人则
不然，盼国庆盼的形式也
非常简单，晚上能提前下
班休息一个小时，喝点老
白干也就非常满足了。

上世纪80年代初，社
会上曾把建筑工人称为

“外包工”。虽然字面含
义有些不准确，可一说

“外包工”就自然与建筑
工人对号入座了。外包
工苦是苦，但苦中也快乐
着。工地上年轻人占多
数，对国庆节的盼望值，
赶 上 盼 亲 人 那 么 迫 切
了。早点下班，不扣工
资；食堂喝点小酒，弄点
好嚼咕，不扣钱。这该是
多么便宜的事啊。

在国庆节晚餐的酒桌
上，一个小瓦匠感慨地对
我说：“如果天天过国庆，
我都想当八辈子外包工，
吃饱喝足不想家了。”至今
我还记得他说这话时，抿
口“一元糠夫”一元一斤散
酒的自豪仙态呢。

虽然工地上的规章制
度是严格的，但个别工人
偷懒耍滑的事儿也偶有发
生。不过国庆节这天还属
例外，除了施工操作规程
必须加强遵守外，其他生
活小事就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了。

1990年国庆这天，我
在办公室处理完业务，看
黑白电视里的国庆新闻，
窗外有个人影站了很长时
间，我知道是钢筋工回宿
舍绕过来偷看我的电视
呢。当时我兼管劳动纪律等工作，我和气地对他说：“看一
会儿行了，马上回去干活，下不为例。”他高兴地向我做个
鬼脸，并保证把耽误的活抢出来，就跑到钢筋棚煨钢筋去
了。

最难忘的是1993年国庆节，当时我们公司承建大庆
的一个工程，地点在大庆市让胡路区红卫星村。家乡这块
儿，施工季节性很强，冬施期就停止施工，而工程又要求10
月20日必须竣工，国庆期间正是工程收尾期。

公司提出“吃三睡五干十六”精神，突击苦干30天按期
交工。这段时间工地上非常忙碌和劳累，工人们就更盼望
国庆节了，喜庆中也能解解乏歇歇身子。更诱惑的是，工
地再忙，国庆这天也得提前一个小时下班，食堂厨师要做
上十几道菜，难得白酒啤酒喝个够呀。

那个项目规模很大，有十余家大建筑公司参与施工。
有江苏的，有本省的，有本市的。工棚子都布置在引嫩河
边，一个公司一个宿舍小区，扯扯拉拉排出很长。

工地上有个规律，每在国庆节前都是最忙碌的。部分
农村务工的回家忙秋收了，而工程又着急竣工。特别是家
乡在松嫩平原，一过国庆节就马上进入冬施期，所以工地
在国庆节前都抢工期。

记得2000年我们公司开发秋林大厦项目时，我家里
有事，国庆前请假一周去办，可在国庆节前一天，董事长来
电话，说工地有个设计变更要马上与设计院沟通。当时我
正负责总工程师业务，家事还没办完就提前赶回来了。在
欢度国庆节这天的晚餐上，一个同事好心地对我说：“赵
总，正好赶回来咱们一起过节。”当时我心中既喜悦又苦
涩，话语和眼泪都同酒一块儿咽到肚子里。

建筑工地是“苦、累、脏”的代名词，但最饥渴的是缺少
精神及情感层面的生活。那是1989年国庆节前夕，我们
公司在大庆油田采油六厂施工，吃住及劳动都在远离市区
的野外荒郊。正值喇五联合站脱氧塔安装阶段，工期紧，
任务重。这时技术员小王的妻子来探亲，那会儿工地条件
很差，连住宿都是个难题，工人们睡的是大通铺，小两口便
用笆片和布帘当隔壁墙。第二天早上，有个小伙子逗笑；

“墙里是幸福了，墙外却没有睡好觉。”其实这条件还算不
错的，有的工地根本就不准许探亲。但小王倒是很有收
获，媳妇怀孕了，儿子降生时起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名字
叫“国庆”。

白驹过隙，时光荏苒。一晃，我已经退休八九年了，退
休后也没舍得离开建筑工地，被一家开发公司聘去主管工
程造价业务，而国庆节还是继续和工友们在一起度过，好
像有一种扯不清、割不断的情结一样，那些难忘的在工棚
子里过国庆节的幸福时光，一桩桩、一件件的过往经历，总
是在心头萦绕，挥之不去。 ■心飞扬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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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 着红色足迹前行

2021年9月14日，《文化周末》“沿着红
色足迹前行”栏目记者，来到了位于梁山县水
泊街道独山村的梁山抗日纪念馆。

梁山抗日纪念馆，又称梁山歼灭战纪念
馆，位于梁山歼灭战遗址纪念园内，依梁山歼
灭战遗址而建，正东面就是当年梁山抗日歼
灭战的地点——独山。梁山地区地形复杂，
地势险要，东临东平湖，北倚大小安山、大小
金山，西连大小凤凰山。独山位于梁山西北，
附近村庄树丛十分稠密。

1939年8月2日，八路军一一五师特务
营、骑兵连、独立旅一团三营等部，在陈光、罗
荣桓的指挥下，于梁山西南独山庄一带，歼灭
日军第三十二师团步兵、骑兵、炮兵和伪军共
四百余人，毙日敌少佐大队长长田敏江以下
三百余人，俘日军24人，缴获野炮2门、九二
步兵炮1门、机枪15挺、战马五十余匹和其
他战利品一宗，创造了八路军部队在敌我兵
力相当，而我军装备处于劣势的条件下，全歼
日军1个大队的模范战例，受到八路军总部
的表扬。

梁山歼灭战遗址，是山东省人民政府公
布的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8
月13日，梁山歼灭战遗址纪念园被国务院批
准为“第二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
纪念馆总体规划面积7976平方米，建设面积
1900平方米。由馆外规划、主题圆形碉楼、
扇形主题馆三大部分组成，其中主题圆形碉
楼标志塔三层，高20米。

“为纪念梁山歼灭战的伟大胜利，2012
年开工建设了这座纪念馆。”梁山歼灭战遗址
纪念园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王峰介绍说，2013
年12月，该馆被济宁市委宣传部授予“济宁
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4年4月开馆以
来，已接待参观者6万人次。

纪念园内，高耸的主题圆形碉楼格外醒
目，楼内展示了日伪军暴行以及八路军一一
五师东进山东的历史情形。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事变，日寇入侵华北，全民族抗战开
始。1938年10月，日寇罪行遍布大半个中
国，四万万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梁山周边
地区也先后被日军侵占。日寇侵入梁山后，
无恶不作，到处烧杀抢掠，民不聊生。展示区
的一组照片，记录了日寇在梁山县馆驿镇靳
口村、赵固堆乡雷那里村等地犯下的滔天罪
行。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迅速做
出向敌后进军的决定。1938年2月25日，毛

泽东提出：“用一一五师全部向东出动”。
1938年12月20日，陈光代师长、罗荣桓政委
即率代号为“东进支队”的一一五师师部及三
四三旅六八六团挺进山东。当时中共领导的
八路军，共改编为一一五、一二零、一二九三
个师，曾创造平型关大捷的一一五师，是八路
军中的一支劲旅。

一一五师的到来，对于坚持和发展山东
的抗日游击战争，巩固山东抗日根据地，都起
到了重大作用，使山东抗日斗争的局面焕然
一新。

碉楼后面，是一一五师东进的展示雕塑，
包括两幅大型浮雕和一座群雕。这组雕塑
群，展现了梁山歼灭战中军民团结一致，共同
战斗的情景。

不远处的扇形主题馆，对梁山歼灭战过
程做了详细图解，分别是第一章“军民联欢，
闻敌来袭”，第二章“众志成城，决心歼敌”，第
三章“长田示威，我军伏击”，第四章“诱敌深
入，二次交火”，第五章“夙夜筹谋，围攻独
山”，第六章“决战石窑，围歼残敌”和第七章

“胜利凯歌，日寇报复”。
一组人物蜡像，再现了1939年8月1日，

一一五师师部及其直属部队，在驻地孟家林
召开庆祝八一建军节大会的场景。时任《战
士报》主编的张秋桥为大会拟了一副对联，上
联是“想当年水泊梁山，农民聚义震撼封建王
朝”，下联是“看今朝敌后平原，八路健儿痛歼
东洋强盗”。

9时许，庆祝大会正在进行，连队突然接
到情报，日伪军约四百余人，由长田敏江率
领，从汶上县城出动，经沙河站至靳口渡运
河，向梁山地区进犯，对鲁西进行示威性扫
荡。长田敏江虽然军衔仅为少佐，但论血缘
关系，是日本天皇的远亲，论辈分是皇叔，所
以不可一世，骄纵万分。

这支日军部队是驻守在济南的32师（坂
垣师团）的炮兵的一部分，他们和1个步兵大
队，1个伪军中队，大约四百余人，带着2门野
炮，1门九二步兵炮，战马五十多匹，由长田
敏江率领。

我军指战员分析后认为，来犯日军虽然
装备精良，但十分骄狂又孤军深入。我军虽
然武器落后，但与敌人数量相当，是久经沙场
的红军部队，具备天时地利，决心歼灭来犯之
敌。这场庆祝会，也立即改为战斗动员会。

8月2日，日伪军大队人马耀武扬威地到
达梁山东十余华里的王府集以西，我游击小
分队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展开急速而猛烈
的袭击。敌人遭遇到意外打击，乱了阵脚，放
慢了行进速度。但还没等他们清醒过来，我
游击队已撤离得无影无踪了。敌人见我军火
力不强，又不恋战，以为碰到了几个“土八路”
游击队员，没什么了不起，于是漫无目的地打
了几炮，给自己壮胆，继续大摇大摆地往前
走。

就在敌人靠近梁山时，我师部特务营二
连、四连和骑兵连，又突然斜插过来，冲到敌
人侧面，劈头盖脑给敌人一阵猛射，没等敌人
还手，就迅速撤走。连遭两次袭击，敌人没有
尝到厉害，就更加麻痹，更加骄纵了。

时值大暑，天气炎热。10时许，我军侦
察员清楚地望见，一群鬼子和伪军正在架锅
烧饭，许多鬼子脱掉衣服躺在树荫下打盹，有
几个鬼子还跳进路边的池塘和水坑里洗澡，
还有的鬼子手里拎着鸡，正从民房里钻出
来。一切迹象表明，敌人直到此时还蒙在鼓
里，丝毫没有发觉我军踪迹，对我军部署毫无
察觉，毫无戒备。

我军观察到，那座光秃秃的山顶上，有少
数敌人来回游弋，没有构筑工事，估计可能是
敌人的警戒哨。日军部分人员在独山庄北石
灰窑附近的树林下休息，周围有一圈长长的
围墙，里面有平房数间，围墙外有一段开阔
地，有利于观察和防守。两门大炮在庄南大
院外面约十多米处，敌人正挖着临时工事，大
约有一百多人防守。另一部分日伪军驻扎在
南边村庄里的戏台上，周围也有围墙，配有机
枪防卫，与庄北之敌遥相呼应。独山庄东边
独立土墙院内有伪军进出，似乎悠闲自得，也
没有陷入包围圈后的惊恐迹象。

值此有利时机，我师部特务营对敌人实
施猛烈袭击，一阵猛射，三四十个敌人当场毙
命。未等敌人反应，战士们又按部署迅速撤
出战场。敌追至独山后，未见我踪影，长田敏
江随即命令炮兵向梁山方向轰击。炮击半个
多小时后，敌不见我军还击，仍以为是来骚扰
的“土八路”，便派出骑兵、伪军在附近搜索一
番，没有发现异常，便毫无防备地进驻了独山
村。

日落后，我独立旅一团和师部特务营，迅
速在梁山西南的胡坑村集结，进行战斗动员，
确定了全歼该敌的作战预案。8时许，攻击
开始，战斗一直持续到午夜。

8月3日凌晨2时许，一场围歼残兵的战
斗开始了。急红了眼的长田敏江困兽犹斗，
挥舞着指挥刀，逼着日伪军上阵拼杀。在我
军密集的火力下，敌人扔下一具具尸体，逃回
独山脚下的石灰窑里龟缩起来，长田敏江也
肩部负伤。

预感到末日来临的敌人调转炮口，连续
朝东平湖方向射击，妄图以炮声报信求援，但
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拂晓时分，我一一五师
代师长陈光亲临前沿阵地，向战士们呼喊：

“同志们，打到底，把敌人的炮夺过来！”战士
们奋勇杀敌，敌人死的死，逃的逃，降的降。
上午时分，战斗胜利结束，长田敏江切腹自
尽。此次战斗，创造了八路军继平型关大捷
之后又一次抗日歼灭战。

在独山战斗后的第三天，驻济南日寇指
挥官恼羞成怒，调集日伪军5000余人，汽车
百余辆，坦克三十余辆，骑兵二百余人，以郓
城为据点、梁山地区为中心，对我鲁西根据地
进行疯狂扫荡，在梁山附近的独山、张坊、前
集等十几个村庄，实施了惨绝人寰的“三光”
政策，未来得及撤退的一百余名群众惨遭杀
害，数十名妇女被蹂躏，7000余间房屋被烧
毁，无数财物被洗劫一空……

我军在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掩护下，坚持
反扫荡，利用有利条件，采取“打得赢就打，打
不赢就走”的游击运动战，与敌人周旋一个多
月。先后在梁山、大小安山、大小凤凰山地
区，一次又一次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最后，
敌人不得不发出“八路厉害呀”的绝望惊叹，
一无所获地败兴而归。

梁山歼灭战，是在平原地区全歼优势装
备的日军的第二次成功的歼灭战。第二天，
八路军总部就发来了嘉奖电，表彰这次战斗
是一个“模范战例”。萧华有诗赞道：“黄河滚
怒涛，梁山烈火高。青纱好伏击，夜战逞英
豪。全歼来犯敌，夺获数门炮。军威震齐鲁，
壶浆迎满道”。

梁山歼灭战的胜利，大长了我军的声
威，使我军在鲁西地区的政治影响空前扩
大，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抗日情绪，进
一步坚定了广大群众抗战必胜的信心。梁
山战斗的胜利，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
嚣张气焰。被俘的日军上等兵水野清夫在
《手记》中写道，“这对华北派遣军来说，不仅
是军事上，更重要的是在心理上和政治上，
遭到了一次很大的打击”。这次战斗，同样
震动了国民党顽固派，彻底粉碎了对八路军

“游而不击”的无耻诽谤。国民党鲁西行营
主任李树春也来信祝贺，并寄上五百元钱慰
劳我军将士。他还亲自打电报给蒋介石，认
为一一五师转战山东，抗敌有功，要求将一
一五师留在山东。这份电报说明，一个国民

党的地方要员，也不得不承认八路军是抗击
日寇的真正砥柱。

胜利的根据地人民，深深懂得胜利果实
来之不易，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援着在
前线作战的人民子弟兵。仅在梁山周围和东
平湖畔，就有两千多群众踊跃报名参军，涌现
了许许多多父母送子、妻子送郎、兄弟相争上
战场的生动事例。各阶层爱国人士自动捐献
大批枪支弹药、粮食、衣物支援抗战，使鲁西
根据地进一步得到扩大和巩固。

各地人民群众抗日武装组织，如雨后春
笋遍布高山、平原、湖泊，陆续成立了许多支
队和独立团，各县也分别成立了独立营或大
队等抗日武装。年底，在东平县岱庙镇召开
了鲁西地区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鲁西
行政分署和鲁西军区。从此，抗日斗争的烽
火，在鲁西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熊熊地燃烧起
来。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
梁山战斗英雄连和其他抗日英雄群体一起接
受了检阅。

军威震齐鲁的梁山歼灭战
图文 本报记者 刘帝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