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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振民同志是周堂地道战突出重围的战士
之一，在之后的70多年时间里，很少向家人讲起
这段难以割舍的往事，当听说周堂地道战遗址展
览馆建设的消息后，老人口述了这段革命经历。

1947年，国民党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
调集大量军队，疯狂进攻我山东解放区，还乡团
残酷迫害革命群众，形势异常紧迫。为扭转战
局，按照党中央部署，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中
原，作为战略配合，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发动了
陇海路、津浦路破袭战等系列战役。

鱼台周堂地道战作为破袭战的一部分，牵
制了国民党一个整编旅，以及丰、沛、金、鱼4县
还乡团6500人的兵力。我参战人员来自数十
个单位，他们相互配合，发动群众，迅速形成战
斗力。坚守地道五天五夜，以落后的武器，击退
敌人两次进攻，毙伤敌人数百人。

这次战斗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除40多人
成功突围外，120多人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但是
以局部的牺牲换来了整体的胜利。周堂地道战
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取得重大的战果，更是淬
炼出听党指挥、顾全大局，不畏强敌、不怕牺牲，
军民一心、拼命硬干的周堂地道战精神——

来鱼台周堂之前，丰沛等县武工队员在单
县集训，按照湖西地委和军分区指示，奉命插回
鱼丰地区，执行战斗任务。领导干部我就能记
清两个名，本来是3个，我能记清两个。第一个
是朱信谟，他家是龙固区在朱大庄，朱王庄的东
北角，我上他家去过。再有一个，是朱王庄的江
心泰，他是县里的会计。

前两天敌人的进攻被打退了，基本上是打
的胜仗，咱的损失很小。打死的国民党都是一
些还乡团，没大有战斗力，不如我们的武工队
强。第3天，湖西地委叫朱信谟去参加会议，而
且要求必须去。这个时候江心泰向朱信谟说，
我该去报账去啦。朱信谟同意后，他就跟着朱
信谟一块上地委去了。一直到第5天晚上突围，
他俩都没有回来。

当时的领导还有张士彬，他是沛县的公安
局局长，解放以后到了济宁，他在济宁统战部当
副部长。当时还有一个是搞宣传的，我记得是

李超然同志，他也是副县长。当时他没参加战
斗，是外出开会，还是出去了，记不清了。

当时呢，为什么在这里（周堂）开展斗争
呢？这是地委的指示，地委的指示是什么呢？
是县不离县，区不离区，要坚守阵地。为啥我们
沛县选择这里呢？因为沛县离这里很近，在这
里能够插住脚（鱼台方言，站住脚的意思），也可
以说就是不离区了，不离县了。

这次战斗，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听说没准备
在周堂（挖地道），一开始准备在程庄寨。为啥
在程庄寨呢？程庄寨党组织建立得早，（群众）
基础好，所以说在那里。

最后实地一看，程庄寨周边都是海子（鱼台
方言，多指涝洼多水，如旧城海子。此处为类似
护城河的寨沟）。如果从庄里头挖地道，水难解
决，不行，所以才换的周堂。

周堂群众为地道战出大力了，挖的时候，群
众积极性很高，有力出力，有东西出东西，很快就
挖成形了。可是，随后的战斗也让周堂吃大苦
了，草屋都着（烧）完了，老百姓有的跑，有的藏，
损失很大。所以，周堂的革命贡献是比较大的。

听领导们讲，当时围攻咱们周堂的敌人，有
丰县的，有鱼台的，有金乡的，也有沛县的，都是
第1天、第2天来到周堂附近的，都是还乡团，没
有一点战斗力。刚开始的两天打得非常好，非
常漂亮！我们没什么损失，打死敌人不少，据说
（敌人）死了二三百，到底有多些，我也说不清，
当时大家都这么说。

我记得当时地委下了一道命令，说周堂地

道战一定还得继续坚持，援军马上到。当时说
援军是八团，八团在哪里，我不知道，反正也是
湖西的部队，还有九团，也是湖西的部队。可是
呢，到第4天我们的援军没有到，国民党就调过
来一个旅，再加上还乡团。

我在地道里（听到），这个炮啊，“哐哐、哐
哐”的，接连不断，炮搉（que，鱼台方言，强力地
撞击）得没有住（鱼台方言，停止）声，一片火海，
俺是亲眼看到的，确实就是一片火海。那会儿
都是些草屋，都烧完啦……。我还记的，在一个
洞口，（敌人）用柴火，用辣椒面子（烧）。他那边
烧，我们这边就堵，如果烟进了地道，就完了。

得知援军来的时候，我们已被敌人重重包
围了，援军也没有能够打进来。到了第5天的晚
上，听同志们议论不能再坚持了。因为我当时
在县政府里头工作，我就听着张士彬，还有邢克
斌、刘喜修说不突围不行，突围是活下来、战斗
下去唯一的方法，谁也不能靠啦。

当时在地道里的还有胡德高、邢克斌。邢
克斌是龙固区的区委书记，胡德高可能是武工
队长，不是武工队长就是区长。突围的时候，在
洞口我又碰见一个，叫王福田，是区委书记，受
伤啦，在那块趴着。我说书记你咋咋（鱼台方
言，怎么的意思）回事？他说，我不能动啦。他
就撇到（鱼台方言，有牺牲的意思）洞口那啦。

还有一个，叫杜宪君，我对杜宪君这个人
……（阎老哽咽了）。当时和他在一块已经一年
多时间了。在单县郭村集工作组，他是工作组
长，我就跟着他。他什么时候开会，无论早晚，
无论上哪去，都叫我跟着他。

他那会儿也在洞口，我说你咋的了，杜科
长？他说，我不能走啦，我不能走啦。我记的，
杜宪君叫过一个同志，我记不清是谁啦，他把枪
摘下来了交给这个同志。突围的时候杜宪君没
有出去，被俘后带到沛县杀害了，死得很惨，死
在老家门口了。听说是被活剥的啊，又把头砍
下来挂到沛县城门上。后来又知道，突出去的
两个同志回来救他，但都牺牲在地道里了。

开始突围的时候，我记得向西南方向突，但
是那边的洞口太小，一时出不来。用锨想挖大
一点，但一捣就被敌人发现了。敌人朝洞口打
了几枪后，我们没办法就把洞口堵住了，还得防
止敌人进来。随后，又调头向东南方向突。

突围的时候，谁在带头呢？就是胡德高、邢
克斌。邢克斌，他是有两下子的，个很矮。可能
还有张士彬，我觉得还有一个姓高的，叫高俊
泰，也可能叫高运泰，他拿了一个大盖子枪，其
他的我就想不起来。

突围出去一看，傻眼了。哎呦，一个庄上都
通红。除了烧着的草房，就是国民党部队点着
的秫秸串，几个人围在一起烤火。洞口离他们
大体上50米吧，离得很近。

由于天黑，我们从地道口出来的大概十几

个人，刚开始没有被敌人发现，但跑出去百十
米，敌人就发现了，接着就是打枪。听到枪声，
我们借着天黑跑得就更快了。也不知道跑了多
长时间，反正是一气儿跑到单县的西杨庙。西
杨庙的一个庄，不大，我们都住那了。大体上算
算，得有70里路，70多里路啊！

说实在的，那会儿真是害怕啊。我记得我
还抓着胡德高，还有一个小栗，他名字我不知
道。就是栗子的栗，大高个，跟着朱信谟当卫
士，我抓着他的皮带。也可以说，其实是他俩拉
着我突（围）出去的。

这次战斗我们损失很大，刚到周堂村的时
候是一百几十号人，从周堂突出多些呢？到西
杨庙集结时就剩下40多个。后来听说，战斗那
几天就牺牲了六七十个，其他的要么在突围时
被俘，要么堵在地道里被俘，杜宪君就是在地道
里被俘的。

好像是第2天，地委和专署的领导，就到了
西杨庙去慰问我们，好像是卢专员（名字已记不
清）。他告诉大家不要再哭了，这次战斗意义非
常重大；还说沛县县政府更坚强了，虽然部队减员

了，但是部队思想更坚强了，大家要把悲痛变成
力量，为了全国解放，为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继续战斗下去。

我们被俘的同志，国民党还乡团把他们分
几个地方行刑杀害的，绝大部分都是杀在他家
门口，谁（家）在哪里，就杀在哪里。带到沛县杀
害的有30多个，有活埋的，有铡刀铡头的，也有
用刺刀挑的，也有用枪打的，死得都非常惨，解

放后也多次听说过。
在鱼城被铡头的就有5个，我记的有欢口大

魏庄的魏承斌，当时他50多岁，其他没印象了。
黄玉坤，以往都在一个区里，是俺邻居，小名叫
黄孩儿，在他家门口被枪杀的，解放后我听说
过。刘大庄的弟兄仨，都是跟着刘喜修出来干
革命的，一个叫刘荣福19岁，一个叫刘荣玉21
岁，还有一个叫刘荣跃22岁，是亲堂兄弟。

还有师后楼的师方梅，他们几个都是被俘
以后，被（押）解到丰县北边常庄，在那边被打活
靶子打死的。什么叫打活靶子呢？就是当时国
民党还乡团把我们被俘的同志当成练习射击的
目标，甚至是赌博的赌注。

战斗时牺牲和被俘后牺牲的，大概120多
个，可能包括武工队，也有地方部队。俺庄上的
烈士有6个，一个是阎振喜，是俺哥，他在老四大
队；还有陈德新、于德明、于德化、于瑞连，另外
一个记不清名字了；和杜宪君一个庄的牺牲了5
个，有一个叫杜宗厚，个子不高，其他记不清了，
不知道名了。

卢专员慰问的第二天，对我说你在这里不
行，跟不上，个子又矮，就照顾我上专署了。专
署的驻地是单县，军分区常住柴庄，专署常住杨
庄。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湖西专署。湖西专
署撤销以后，我分到鱼台，先分到粮食局。我在
粮食局干了半年，就叫我当税务局副局长去了，
组织史上有。

朱信谟到了泰安，去了宁阳县当县委书记，
他来看过俺。因为他跟江心泰是老乡，来了以
后，江心泰把我叫过去，一块吃的饭。他说咱周
堂的这个战役，咱得好好的写写，能不能搞点纪
念馆这一类的。我就说：“朱书记，你想想俺这
都是些小兵小卒的，你得想（办）法，因为建设
（纪念馆）就得有钱。”

这个是在七几年，他来的时候，俺就找了辆
车，叫他上羊山看了看。回来后，我说：“咱都不
在江苏工作了，现在出钱，谁有这个力量，你还
行。”

朱信谟说，我一个外地的县委书记，现在沛
县干的（干部），咱不认识了，反正不管怎么着，
但是有提议（做）这个事的，咱得贡献，起码要积
极倡导。

我们这些健在的人，当年的幸存者，就是想
能够建个纪念堂，这就是千秋万代，教育下一
代！现在开始实现了，感谢鱼台县委，感谢咱们
周堂的党组织、干部群众，能做到这一步，就解
决了我们这些人几十年的牵挂了。

①周堂地道战遗址展览馆内的《地道战》雕塑
②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是周堂地道老战士阎

振民，已于2022年10月去世
③《血染红踵》雕塑
④周堂地道战遗址展览馆外景

■资料图片

我经历的鱼台周堂地道战我经历的鱼台周堂地道战
马培国 侯灿 整理

钓鱼台村这个名字，来源于一个古老的故
事。相传，商朝名相仲虺的城池南依鸿山，北邻
大沙河。仲虺常在大沙河边垂钓，借此体察民
情。春秋时期，钓鱼台建村，为了纪念虺王，人
们将村庄命名为钓鱼台村。

今天的邹城市大束镇钓鱼台村，位于镇东3
公里处，319省道北侧，有村民236户，党员26
人。近年来，以打造“两山理论”践行地为目标，
党建统领、借力驻村帮扶、厚植生态优势、发展
绿色产业，走出“四化融合”乡村振兴蝶变之路，
先后荣获山东省美丽乡村、山东省乡村振兴示
范村、山东省景区化村庄等荣誉称号。

钓鱼台村曾经是集体经济“空壳村”，最近
几年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借力文化“两创”示范
点创建，深入挖掘传统文化内涵资源，发展乡村
旅游，打造特色“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

“以前说是3米的河道，实际上就是一条污
水沟，经过我们的改造，变成了如今40米的河
道，村风村貌有了极大提升。”在村委办公室，钓
鱼台村党支部书记朱玉建回忆，钓鱼台村原来
是有名的穷村、落后村、空壳村，没有任何集体
收入，河道里垃圾漂浮，街上污水横流，村民对
此颇有怨言。新一届村两委班子上任以来，立
志改变村庄面貌。

借助村庄文化底蕴深厚，而又依山傍水的
优势，乘着乡村振兴的春风，更有镇党委政府的
帮扶，钓鱼台村河道变宽了，河水清澈了，路面
改造了，街道干净了。文明之风吹进了村民的
心坎，村容村貌变得人见人夸。

钓鱼台村看准了“四好农村路”建设，乡村
振兴示范片区重点示范村建设的好机遇，展开
交通基础建设，相继实施了大沙河生态修复、景

观绿化、立面改造、文化节点建设等工程。
新建、提升道路56公里，打造游河步道500

余米，硬化道路1000米，同步实施村庄道路、庭
院绿化，见缝插绿和空地整理美化，栽植绿化苗
木4690株，新建绿地6330平方米。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在全镇率先试点推行
群众参与的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网格化管理体
系，发动群众投身到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中
来，使村民养成自觉维护公共环境卫生的习惯，
确保村庄整洁、环境优美、宜居宜业，共同建立
农村人居环境管理、维护、提升的长效机制。

要说村庄蝶变的起源，那肯定离不开党建
引领。党建引领增强了党组织基层活力，引导
党员当先锋、树模范、促发展，党员争做勤劳致
富的带头人。邀请驻村第一书记、种植养殖专
家，到村里开展党建、产业发展、农业技术等方
面的培训，提高党员的党性修养、思想觉悟和勤
劳致富的本领，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朱玉建向记者介绍了村里“夜谈”的事，就
是村委成员晚上去村民家聊天，了解村民需
求。“因为大家白天都上班，所以开展这项工作
最合适的时间，就是吃过晚饭后。”通过“夜谈”，
摸清了村民心里最牵挂的事，大家的心就聚在
了一起。

“上来建设了20个大棚，挣了几十万，大家
尝到了甜头，纷纷加入进来。”朱玉建说，通过合
作，继续扩大食用菌种植面积，在现有的基础上
增加一倍，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企业+农
户”新模式，让村民长期分红受益，建立增收长
效机制，发展过程共建、发展收益共享。种植50
亩地精品果园，争取一年三季有可采摘的果子。

发展乡村旅游，结合当地优秀传统文化，探

索开展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春社钓鱼台”等活
动。依托生态资源优势，结合“钓鱼台村”村名
释义及沙河治理，探索“交通+旅游”新模式。借
助河道建设100余个钓鱼台，改造闲置农院运
营农家乐，吸引周边城市更多的游客前来休闲
垂钓、采摘观光、体验农家生活，让集体增收、让
群众致富。

钓鱼台村的发展，总结起来靠“四化”，朱玉
建这样说道。

班子建设规范化。通过“雁归工程”回引人
才，担任党支部书记；选优配强第一书记，推进
乡村振兴工作提质增效。村两委在周例会上共
同列计划、定规矩、话发展，提升工作效能。通
过“周五夜话”“民意直通车”“夜访、夜谈”活动，
收集群众诉求，解决村民“急难愁盼”，搭建有话
可说、有事可议、有求可解的党群议事平台。根
据村里的实际情况找榜样、定目标，外出学习乡
村振兴的好经验。

生态资源产业化。发展美丽经济，建设玫
瑰花基地，培育精品采摘园，开设农家菜园，打
造了休闲、采摘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发展休闲
经济，开发休闲垂钓、农家乐等乡村旅游项目，
租赁盘活两处闲置农院改造运营农家乐，将钓
鱼台村打造成为休闲旅游特色村；发展食用菌
特色经济，建设温室大棚67个，所有大棚由村
民承包，参与经营分红，实现就业300余人，村
集体增收60万元，带动15个村每年保底收入5
万元，促进共同富裕。

网格治理精细化。按照“地域相连、居住相
邻、户数相近”的原则，将村庄划分为4个片区，
推行书记联网、干部联片、党员联户、文明联创
的“一网四联”工作模式，引导村干部、党员、群

众全员参与乡村治理，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共
建、共治、共享。党支部引领、村民参与、志愿融
合，推行“零距离、零费用”乡村物业服务模式，
村民线上一键呼叫，物业线下及时服务，提升精
细化、精准化服务水平，打响具有“乡土味”的

“大管家”物业品牌，服务更便捷、更全面。
服务群众信息化。使用“文明乡村”小程

序，为每户生成独立二维码，采用积分制管理模
式，创建以文明新风、人居环境、农村改厕等内
容的评判依据，“正向积分、反向扣分”。村民凭
借积分兑换物品，实现了“一套积分量化、一个
程序管理、一根杠杆撬动”，助力基层社会治
理。依托京东云搭建数字党建服务平台，推动
服务管理升级，直观展示党员户、五保户、低保
户等人员属性，实时查看村民文明积分等信息
数据，一屏知村情、一网管全村，实现诉求全收
集、民情全掌握、服务全方位。

朱玉建说，钓鱼台村正全力争当全镇乃至
全市文化“两创”排头兵，要在文化“两创”工作
中贡献钓鱼台村的力量。

““空壳村空壳村””的的““农农、、文文、、旅旅””融合发展之路融合发展之路
图文 刘帝恩 刘鲁飞

窑湾古镇是京杭大运
河中段最有特色的历史古
镇，素有“望东于海，西顾
彭城，南瞰淮泗，北瞻泰
岱”之说，也有“苏北水域
胜江南”“黄金水道金三
角”及“小上海”之称，已
有1300多年历史。

古镇形成于春秋战
国时期，鼎盛于明清、民
国时期，曾是京杭大运河
上的重要码头，也是苏
北、鲁南重要的商品集散
地。唐代实行州县制，窑
湾建镇，始名隅头镇。清
康熙七年（1661年）隅头
镇因地震被毁，后在南运
河畔筑窑烧砖，重建新
镇，过往船只多停泊在
此，窑湾由此得名。

窑湾出土了大量的
文物，如清代的圣旨石碑、
壁画、字画、瓷器、刺绣
等。岳飞、朱元璋、乾隆皇帝也在此留下足迹。

古镇以河成街，街桥相连，依河筑屋，水镇
一体，联袂起水阁、桥梁、石板巷、吴家大院、赵
信隆酱园店、中国典当博物馆、窑湾民俗博物
馆、大清窑湾邮局、江西会馆、山西会馆、苏镇
扬会馆、天主教堂等景点，独具江南韵味的建
筑元素，体现了中国古典民居的“以和为美”。

雄伟的窑湾城门，用青砖堆砌着过去的故
事。黛瓦青砖泛着沧桑，用手轻轻触摸，指尖
的粉末，就落下了唐诗宋词的清幽。

古镇没有宽阔的街道，青石铺就的长巷
里，鳞次栉比的古风店铺林立，沿街两厢货栈、
钱庄、当铺、丝绸店、鞋帽店、药房、粮行、酒馆
等牌匾下，仍然保留着曾经的韵味，飘散着古
城淡淡的烟火。

走进窑湾古镇，走累了就在亭台楼阁中休
息片刻，或在界牌楼下品尝桂花云片糕，再吃
上一顿正宗的窑湾船菜，那才算不枉古镇之
行。饭后去临河的小店消磨时光，也可以乘一
艘乌篷船，享受美好的慢生活，悠悠之中畅聊
人生，真是美得不可一世。

尽管窑湾古镇未能完完整整地保留街道
的原貌，但还是值得庆幸的。要知道，有多少
老街早已被现代的大道和高楼彻底替代。当
然，窑湾古镇的漕运码头，曾经人来人往的景
象没有了，这是历史的必然，但古人留在古镇
的气息还没有飘远。街上现存的每一块青石
板，每一片青砖黛瓦，都可以印证古镇的热
闹。用心触摸每一处角落，都能在这里感觉到
历史行进的声音。

如今，窑湾古镇枕着京杭大运河一起变
老。老河，老街，如同一本泛黄了的线装书，记
载着厚重的历史，记载着老街上每一刻幸福的
时光，正等待着人们去翻阅，去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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