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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战前辛召激战前辛召
■■ 记者记者 杨军杨军 孙明春孙明春 孔浩孔浩 特约记者特约记者 沙朝佩沙朝佩 文文//图图

前辛召村位于山亭区徐庄镇
西部，与原辛召乡驻地一河之
隔，沿着徐庄至山亭的公路，在
幸福庄向北行没多远就到了。该
村附近有一条河，东西两侧是南
北走向的大山，向北绵延十余里
后合为一体，因此这个村子就是
处在山套中的一个小山村。

初夏时节，山里到处郁郁苍
苍，气温明显要比城里低好几
度。一个个小山村在绿树掩映中
透着宁静，田野中已能闻到随风
飘来的诱人麦香。当记者一行来
到前辛召村采访时，恰好遇到几
位老人正在村口的树荫处打牌，
当得知我们的来意，老人们都放
下手中的扑克，向记者介绍起当
年的一些往事。

80岁的郭继法老人说，“当
年我们这一带叫双山县，后来改
为白彦县，为了纪念王麓水烈
士，还改过麓水县。”村子里有一

座建于明代的观音堂，供奉着苍
老爷、泰山奶奶、二郎神、观音等，
至今还留有大殿、配房和几通石碑
等。当年滕峄边县委设在村里，八
路军曾在庙里住过，并在庙里种过
菜、开过面坊等。目前这座庙早已
成了住家，由当年的道士后人负责
管理。同行的文史专家沙朝佩说：

“据相关资料记载，1942年3月，滕
峄边县委机关就设在这里，县委书
记兼县大队政委穆林曾指挥县大
队与前来偷袭的驻滕县日军在村
子东面打过仗。”

84岁的郭成法老人接过话茬
说：“是的，八路军和鬼子在村东
的山岭上打过仗。我的叔叔郭殿
富当时是区中队队员，在战斗中
腿被打断，鬼子将他抓住后，用
刺刀将他穿死。”81岁的郭继富
证明了郭成法的说法，他说，他
是鬼子刺死郭殿富的见证人。当
时，郭继富和两个本家兄弟一

起，跟着贩盐卖的父亲，背着盐
包躲在村外的沟里。一队鬼子向
东山上进攻时，恰好从他们身旁
经过，其中一个鬼子看到他们后
立马把枪举了起来，并且对准了
他们。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另一
名鬼子估计看到他们是农民和小
孩，及时制止了举枪的鬼子，没
让他开枪，他们这才躲过一劫。
虽然如此，但郭继富的父亲随身
携带的盐包却被鬼子用刺刀挑烂
了。过了一会儿，郭继富就看到
大概50米以外的山岭处，鬼子抓
住了受伤的郭殿富，用刺刀将其
穿死，场景非常惨烈。另外郭继
富说，他的二叔（小名房）那次
也被鬼子打伤了腿，最后流血过
多致死，任区中队队员的大叔郭

丰义后来在一次集训中，夜里被
汉奸堵在了床上用枪打死。虽然
70多年过去了，但回忆起往事，
老人依然是唏嘘不已。

几位老人说，在那次鬼子的
“扫荡”中，八路军占据村东的山
岭，鬼子就在山下、村后用机枪向
山上扫射，并且动用了手炮。由于
山上没有掩体，八路军都暴露在鬼
子的视野之内，很多往东山上跑的
八路军战士和村民被打死。仅他们
知道的，村里就有二奶奶、郭继生、
郭殿富等十几口人被鬼子杀害。当
时鬼子一来，村里的人全都跑了，
鬼子就在村里放火烧房子，还抢了
村民的很多东西。看着遭到破坏的
家园和死去的亲人，村民们心里
都装满了对鬼子的仇恨。

日军杀害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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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在前辛召村的这次战斗中，
除了有村民伤亡外，还有12名八
路军战士英勇牺牲。在穆林的子
女所写的回忆其父亲的文章中，
就有这场战斗的记载。

文章中说:1942年 3月，时任
隶属于鲁南区党委的四地委（即
沭海地委）委员兼宣传部长的穆
林，被分配任直属鲁南区党委领
导的滕峄边中心县委书记兼县大
队政委，纪华任运河县委书记兼
运河支队政委。临行前，罗荣桓
同穆林谈话，说当前鲁南地区抗
日斗争形势极为严峻，抗日根据
地面积只剩下不到1940年时的十
分之一，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武装
受损十分严重；包括抱犊崮在内

的滕峄边县，是我党在鲁
南地区仅剩的几小块根据
地之一；滕峄边地区是我
党我军的重要交通线，是
华东、华中区到党中央所
在地延安来往的必经之

地，是 115师进入山东后确定重
点建立的根据地之一。罗荣桓要
求穆林到任后，一定要和县委一
班人及当地军民一起，继续巩固
和进一步发展抱犊崮地区抗日根
据地。第二天，穆林便由部队护
送至滕峄边县委赴任。

黄昏时分，穆林一行到达距
山亭镇鬼子据点仅十二华里的滕
峄边县委驻地辛召村。住下后，
县委副书记崔晓东、县办事处主
任孙怡然、县大队长孙绍先即同
穆林谈起工作情况。穆林先问周
围敌伪据点的情况怎样。他们
说，从白天的情况看，从滕县城
到山亭镇一溜十二个敌伪据点都
没增兵，在此住一晚应该不会有
危险。穆林又问怎么布设的岗
哨，他们说除村口外，还向南到
山口处布置了瞭望哨。于是，大
家放心地谈起来，至十一点多才
休息。不料拂晓前，村外枪声大
作。先是零星枪声，继而枪声密

集起来。一会儿，又有手雷、小
钢炮的爆炸声响起，显然是鬼子
的大部队来了，而且是有备而来。

当时住在村里的有县委机
关、县大队和辛召区中队人员,共
计二百余人。县大队长孙绍先当
即带领县大队、区中队部分人员
占据村东南侧的山头进行阻击，
但受到鬼子的强火力打击，在伤
亡多人的情况下，又被迫撤到村
东，依据地形继续阻击敌人。进
攻的鬼子受到阻击后，没有过多
地纠缠，除一部分继续攻击外，
其余人员立即兵分两路，从村子
东、西两侧迅速向北移动，企图
在最短的时间内形成对村子的合
围。穆林和县委领导分别带队，
分头突围。穆林带了四五十人到
了村口，看到有敌人和我方人员
在向高处运动,而低处不容易被发
现,隧带领大家沿着一条山沟的底
部，迅速插到村外安全地带，全
队无一伤亡。到了安全地带的我

方部队，又派出少量人员到敌人
外围袭扰敌人，支援打阻击、被
敌人包围在村里的同志。敌人发
现我县委机关及大部人员已突出
包围，此次战斗的目的已无法实
现，也再无心恋战,在村里打阻击
的同志乘机突出包围。后经清
查，我方牺牲12人，轻重伤四五
十人。

后来，县委召开了一次隆重
的追悼烈士大会。辛召区长王传
章是当地人，在群众中有很高的
威信，他很快募集到了 12口棺
材，其中有村民捐出的为自己百
年后准备的棺木,将烈士装殓起
来。在集体向烈士致哀后，县委
领导讲话，号召大家向牺牲的烈
士学习，坚持滕峄边区的抗日斗
争。大家悲愤交加，异口同声地
表示，要为烈士报仇，誓死抗击
日寇，保卫根据地。

12名战士牺牲

记者一行在村里的采
访,打破了前辛召村往日的
宁静。一位村民说，想了
解八路军过去在这里打仗
的故事,还得请杨德昌老人
来。不多会儿，一位身材
高大的老人出现在记者面
前，他就是 85 岁的杨德
昌，一位抗日战争时期就
参加了革命的老战士。

谈起村里当年发生的
那场激战，杨德
昌老人的讲述其
实和其他老人的
说法大体一致,并

没有太多不同。毕竟，当年他的
年龄也不大，很难对整个事件的
前后经过了解得非常清楚。但老
人对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却记忆犹
新，甚至对一些细节至今还能娓
娓道来。老人说，那一次，只有
他一个人在家，来了位八路军战
士找铁锨用，并让他跟着到了村
子南边的梨行。这时他看到几个
人从南边抬来两个人，停在了梨
行南头的官林子处，几个人轮番
挖坑，把抬来的两个人埋上。他
因为害怕，就老远的站着，不敢
近前。后来才得知埋葬的是两名
英勇牺牲的八路军战士，但姓

名、籍贯没有人得知。
杨德昌老人说，当年村里经

常有八路军驻防，很多适龄的青
年都参加了军。14岁那年他就参
加了儿童团，1945年 7月，年仅
15岁的他成为鲁南军区的一名战
士，在军区后勤纺纱厂工作。抗
日战争胜利后，他到了特务团，
参加过临沂、郯城、马头等战
斗，随部队参加过淮海战役后，
整编到了 98师 292团，驻防在徐
州贾汪一带，并在此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建国后他参加了抗美援
朝，时在 27军 79师 235团 3营 8
连 3 排当战士，在残酷的战斗

中，他所在的排最后仅剩下 7
人，幸被彭德怀的警卫团救下，
被安置在高炮 528团任副排长。
1954年10月，杨德昌回国，1956
年复员回家，成为一名农民。

在采访中,杨德昌老人不时发
出感慨，一是感慨当年埋葬的那两
位不知名八路军战士的坟墓，现在
已经没人知道具体的位置，再者感
慨自己的老部队今在何方，当年的
老战友是否别来无恙？老人说：

“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更不能忘记
当年为了民族的解放而牺牲了的
无数先烈,是他们,换来了我们今天
的幸福生活……”

老战士话当年

▲ 采访抗战老战士杨德昌

抗日战争时期，山亭区徐庄镇前辛召村是滕峄边县委所在

地，穆林同志任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日军曾对该村进行“扫

荡”，杀害我军民多人，烧毁房屋无数，留下了令人发指的暴

行。近日，本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采访组一行来到前辛

召村，对当年的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采访了解。

在滕峄边县委旧址查
看遗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