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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专访八路军惠河支队后人赵征民

三代师表传薪火 一门忠烈写春秋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艳茹 马锐青

7月1日,本报记者跟
随济宁市政协常委、文化
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
任、《大湖西》作者杨义堂，
来到济宁技师学院退休教
师赵征民的住所。这位
85岁的老人是湖西地区
的抗日组织——八路军惠
河支队支队长、曲阜师范
大学校长赵紫生之子。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80周年，我们寻访
抗日英雄的后代，听赵征
民为我们讲述他父辈抗日
的难忘岁月。

走进赵征民的书房，书柜里整齐
排列的书本和荣誉勋章，记录着这个
教育世家三代人的坚守。据赵征民介
绍，他们家祖孙三代都是教育工作者，
父亲任职曲阜师范大学校长，弟弟赵
福民在曲阜师范大学做副教授，自己
在济宁技师学院当政治老师，如今他
的女儿在济宁市第七中学从事德育
工作，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延续着红色
传承。

作为英雄后人和教育工作者，赵
征民的家庭教育非常严格。“父亲时常
提醒我，不要说自己是干部家庭，要低
调做人啊！我始终铭记父亲的谆谆教

诲，不仅同学不清楚我的家庭状况，后
来我参军的时候，也没有享受过特殊
待遇。”

三尺讲台上，赵征民找到了传承
红色基因的最佳方式。他的思政课总
是座无虚席，“我讲课还是很受学生欢
迎的，尤其注重结合实际、红色文化和
党史，让课程显得特别生动。去年我
受邀为学生讲授传统文化课程，从开
始到结束学生们掌声不断。只有结合
现实，学生才能有所启发，才能感觉受
到教育。”

如今，这位八旬老人正伏案疾书，
为父亲的回忆录做最后修订。赵征民

告诉记者：“惠河是湖西的一条河，穿
过鱼台县一直流到微山湖里，直到今
天湖两岸的景象依旧秀丽，并修建了
惠河湿地，每年的鱼台龙虾节就在那
里举行。湿地公园的每一处风景，都
沉淀着惠河支队的英雄故事。”

在他口中，那条滋养鱼台小龙虾
产业的惠河，分明流淌着永不褪色的
红色记忆。“很多济宁人特别是鱼台人
不知道八路军惠河支队的故事，也不
知道湖西这一段伟大的历史。赵征民
老师的回忆让我们更加了解了八路军
惠河支队的故事，也将铭记这些抗日
的英雄们。”杨义堂说。

教育世家 红色基因传承百年

赵征民父辈有三位红军干部，分
别是他的父亲和两位叔叔。父亲兄弟
五人在祖母的教导下，一起参加抗日
活动，后来父亲赵紫生打入汉奸李怀
阳的部队，成功把这支部队改编过来，
组成八路军惠河支队。

据赵征民回忆，祖母是鱼台县胡
姓家族的大家闺秀，早年曾被土匪绑
走，后来得知，共产党是打土匪、抗日
的队伍，因此祖母非常支持父亲和叔叔
抗日。父亲赵紫生曾就读于省立第一
师范学校，在他的亲戚、共产党员马霄
鹏的指引下，父亲赵紫生、四叔赵化
范两位年轻人在济南加入了中华民
族抗日先锋队和青年团。

1935年，赵紫生秘密入党；1937
年2月，受马霄鹏的委派到鱼台老家
组织抗日武装。当时鱼台县伪军大

队长李怀阳带领的汉奸队有1000多
人，对我党造成很大威胁。党组织
考虑派赵紫生以“师爷”的身份打入
内部。李怀阳的三姨太叫刘新如，
赵紫生通过接触发现她有爱国倾
向，便和刘新如共同努力做李怀阳
的思想工作。

交谈中，赵征民生动地描绘了父
亲英勇击毙汉奸穆金城手下的特务队
长的场景。“当时，鱼台县伪县长穆金
城手下的特务队长是臭名昭著的汉
奸，党组织派遣父亲执行锄奸任务。
我父亲有胆有识有文化，骑着马拿着
双枪，一个人闯入敌营。见到穆金城
手下的特务队长，父亲假意寒暄，‘我
来给你送东西！’特务队长看到父亲
独身前来，略显惊讶：‘师爷，你怎么
亲自来了？’父亲机智回应道：‘李队

长叫我来给你送礼，我能不来吗？’一
番寒暄之后，门一开，父亲二话不说，
便用双枪把特务队长击毙了。随后，
他骑上马喊道：‘哎呀，有八路了，有
八路了！’趁伪军还没反应过来，迅速
冲出城门，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后来，李怀阳被日本人打死了，
赵紫生和刘新如一起带着这支部队
起义，整编成八路军惠河支队。赵紫
生任代支队长兼参谋长，刘新如是副
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
紫生担任曲阜师范大学校长、山东大
学革委会副主任。赵紫生与刘新如
在斗争中结识，彼此建立了坚定的信
任和深厚的感情。1988年，赵紫生的
爱人去世，赵紫生和刘新如结为夫
妻，相互扶持走完余生，成就了一段
带着革命情谊的黄昏恋。

潜伏敌营 孤胆英雄双枪锄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