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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夏，抱犊崮反“扫
荡”结束后，罗荣桓率八路军第
115 师政治部进驻西七里河一
带，政治部机关设在西七里河
村，罗荣桓和夫人就住在村民张
传江家中。

当时，罗荣桓的一项重要工
作就是组织指导召开鲁南各界人
民代表大会，成立鲁南县级抗日
民主政权的领导机构——鲁南专
员公署。

1939年11月，在八路军115
师，特别是罗荣桓的关心支持
下，鲁南地区第一个县级抗日民
主政府——峄县抗日民主政府在
峄县北部的王家湾成立，到
1940年春间，鲁南先后建立了
邹县、郯城、苍马、滕东等 11
个县级政权(当时是大鲁南共 14
个县)，但这些县级抗日民主政
权的领导机构一直没有建立，影
响了各项工作的开展，因此，建
立专员公署迫在眉睫。为做好这
项工作，负责鲁南抗日民主政权

建设工作的鲁南区党委政府工作
部长于化琪同志多次来西七里
河，与罗荣桓商议召开代表大
会、成立专员公署等事宜。

为了开好大会，罗荣桓指示
政治部秘书长杨永松等为大会选
择地址，筹备粮食物资，行署的
大公章也由做美术工作的同志负
责雕刻。

经过 20 余天的紧张筹备，
鲁南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于 1940
年 6月 11日至 13日在西七里河
南面的九子峪村（今属枣庄市山
亭区） 召开，到会代表 400 余
人。罗荣桓和鲁南区党委书记赵
镈到会，罗荣桓在会上作了《关
于抗日民主政府的性质和任务的
报告》。会议期间，罗荣桓会见
各方代表，同他们亲切交谈，倾
听各方面意见。会议经过充分酝
酿和民主协商，按照“三三制”
原则（在政权工作人员中，共产
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
间派各占三分之一），选举产生

了鲁南参议会和鲁南专员公署，
鲁南著名爱国人士彭畏三当选为
参议长，于化琪当选为专员。专
署下设秘书处和5个科，机构较
为健全。

会议期间，罗政委会见各方
代表，同他们亲切交谈，倾听各
方面意见。会议结束后，罗荣桓
热情地招待了全体与会代表。据
杨永松回忆：“会议结束时，罗
政委请全体代表来西七里河出席
他主持的招待会，罗政委致欢迎
词。晚上，由战士剧社演出助
兴，招待会直到晚 12 时才结

束。在招待会上，因为条件所
限，八路军代表们喝农村土造的
烧酒，啃高粱煎饼，但大家都吃
得很高兴。”

专员公署成立后，罗荣桓开
始为下一步整训部队和将要召开
的 115师高级干部会议做准备。
1940年9月至10月间，115师高
级干部会议在桃峪召开，罗荣桓
在会上作了《关于第115师在山
东工作的总结报告》，全面总结
了115师入鲁以来的工作，尤其
是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建立鲁南专员公署

70 年前，中国军
民在亚洲战场牵制敌
人，为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
巨 大 的 贡 献 。 自
1937年至1945年，中
华民族与侵略者殊死
抗争，付出了巨大的
代价。2015 年，为纪
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 利 70 周 年 ，本 报

“纪念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70周年”专题采
访组一行，实地采访
调查，追索胜利背后
的家国情仇，寻访革
命先辈的光辉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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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七里河是 115政治
部驻地，鲁南区党委、军区、
专署机关都在附近，特别是罗
荣桓在这里工作，小小的西七
里河如群星拱卫，附近八路军
部队首长及鲁南党政负责同志
经常到此请示汇报工作。中共
山东分局领导、八路军山东纵
队的领导、鲁南民主人士，或
与罗荣桓商讨工作，或路经此
地。凡是来西七里河的干部，
罗荣桓都要亲自接见。山东分
局负责统战工作的谷牧、解
方，两次来与罗荣桓商讨从国
民党军队中撤退我党秘密工作
的同志。686团 1营营长钟炳
才、教导员王六生带两个连来
这里接受任务，罗荣桓命令他
们带部队出山，到峄县地区与

原有部队合编成峄县支队。山
东纵队政治部主任江华和钟辉
夫妇，从华中地区返回山东分
局时经过七里河，罗荣桓也热
情地接待了他们。

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华南地区代表团40余人由古大
存领队，在去延安的途中经过
西七里河，罗荣桓亲自接见了
他们，与古大存长谈。据杨永
松回忆：“因西七里河房屋不
多，他们被安排住在另一个小
村庄里。罗政委告诉我们一定
要想办法买头猪来，改善他们
的生活。代表团休息几天后，
罗政委派人将他们护送到天宝
山师司令部，再由师司令部派
人护送他们前行。”

数位部队首长到西七里河参会

在西七里河期间，罗荣桓
等 115师政治部官兵与当地群
众收麦、耩地，罗荣桓还鼓励
房东张传江等农户种瓜增加收
入，军民间结下深厚情谊。邻
居们看到罗荣桓工作辛苦，生
活不好，就把自家舍不得吃的
鸡蛋、花生送过来给罗荣桓
吃，可都被罗荣桓婉言谢绝。

村民张传功告诉记者：
“罗政委在俺村住了两个多
月，对群众太好了，又帮收又
帮种，还不给群众添麻烦，这
样的军队哪找去！”在村头，
一位83岁的老人张传功一边回
忆当年罗荣桓在该村生活和战
斗的情景，一边把我们带到了
当年罗荣桓居住的旧址。这里

有翻盖的居所，遗留
下了一口老井，一棵
老槐树，还有树下的
石臼、石碾。曾经参

加过抗美援朝战役的老战士张传
孝也拄着拐棍来到了树下，双手
抚摸着树干老泪横流：“这棵老
槐树从俺爷爷在世的时候就有
了，难说要有300多年树龄，它
虽然树心都空了，但仍然枝繁叶
茂，永久不衰。当年，罗荣桓骑
的军马就栓在这棵树上，马饿了
就啃树上的皮。”我们看到，树
上的痕迹依稀可见，石碾也历史
久远，是当年罗荣桓的部队战士
用炮管子当中轴制作的，很有纪
念意义。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位
82岁的老人，他叫张传启，他
家和罗荣桓是邻居。张传启老人
回忆说：“罗主任当年才 30多
岁，平时话不多，但非常和蔼可
亲，他个头不是很高，微胖，沉
稳精干，英武潇洒，他身挎匣子
枪，身边有警卫，经常掐着腰在
村南的河边上踱来踱去，看上去
有不小的心思。”张传启当年只

有 6、7岁，能记事，很羡慕八
路军，听大人们说罗荣桓是个大
军官，张传启的父亲张自奎和罗
荣桓很要好，两家经常来往。

有一次，张传启和父亲到罗
荣桓家串门，罗荣桓非常热情，
罗荣桓的爱人林月琴正在做猪肉
炖粉条，说是要庆贺一个小战役
的胜利。林月琴连忙把张传启让
到屋里，并给他盛了一大碗猪肉
炖粉条，那时乡下条件极为困
难，村民哪有肉吃呀，孩时的张
传启端起粗碗狼吞虎咽一下子就
吃完了，他抹抹嘴，“嗨”！好香
啊！罗荣桓家有两个小孩，年龄
都在一两岁，罗荣桓豪爽义气，
林月琴贤淑漂亮，他们家清洁简
朴，和睦美满。他们都很喜欢小
孩，张传启说，要是当年够当兵
的年龄准能跟着走，他的四哥张
传江当时就差一点被罗荣桓带
走。

罗荣桓在西七里河共住了一
个多月，和村民们结下了深厚的
感情，他的军队和村民情同手
足，当时部队的宣传队“战士剧
社”还在村里演出过一场文艺节
目，慰问老乡们。部队临走时，
全村的乡亲们聚集到村头送行，
据张传启老人回忆当时的情景
说，平时见不到军队，那天不知
从哪里一下子来了那么多官兵，
有的挎着匣子枪，有的拿着大
刀，有的身背“三八大盖”，全
副武装，雄赳赳，气昂昂，喊着
号子由西七里河转移。

77年过去了，政治部机关
旧址还在，罗荣桓故居前那棵他
拴过马、乘凉的古槐依然郁郁葱
葱，为他碾过米的老碾还在，这
都是罗荣桓在西七里河工作和生
活的最好见证，都是鲁南“小延
安”最珍贵的历史印记。

官兵与当地群众结下深厚情谊 ▲ 向原鲁南行政公署主任于化琪目敬献鲜花

▲ 采访八路军115师政治部在西七里河村当年的见证人

山亭区徐庄镇西七里河村位于抱犊崮西北约山亭区徐庄镇西七里河村位于抱犊崮西北约2525公里公里，，抗战时期抗战时期，，因八因八

路军第路军第115115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一度在这里组织领导鲁南抗战工作而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一度在这里组织领导鲁南抗战工作而

成为鲁南革命的中心成为鲁南革命的中心，，被人们形象地称为鲁南被人们形象地称为鲁南““小延安小延安”。”。日前日前，，晚报晚报““纪纪

念反法西斯抗战胜利念反法西斯抗战胜利7070周年专题采访行周年专题采访行””记者来到了徐庄镇西七里河村记者来到了徐庄镇西七里河村，，

在红色革命根据地探访八路军第在红色革命根据地探访八路军第115115师英雄足迹师英雄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