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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力量红色力量””在驳山头在驳山头
———记—记滕县及滕东滕县及滕东县委驻地县委驻地

1939年2月，根据鲁南特委的指示，中
共滕县委员会在大赵庄李子成的家中成立。
办公地址设在驳山头村的天主教堂。1939
年8月，因形势需要，山东分局指示，滕县
以津浦铁路为界，分为东、西两部分，并分
别建立滕东、滕西县委。中共滕西县委书记
由生碧泉同志担任，中共滕东县委书记由王
丹墀担任，办公驻地仍是驳山头村。县委直
属鲁南特委领导，县委对外名义称“滕县工
作团”。

记者跟随沈印骞与张令海见到了 1927
年出生的驳山头村革命残废军人杨成营，老
人带领我们来到了当年中共滕东县委办公地
点——驳山头天主教堂，说：“当年的天主
教堂是一个高 4米多，宽 6米多的五间石砌
草房，建筑面积100多平方米，两个门，一
个门向西，门上方悬挂十字架。一个门向
南，在房的中间。地处驳山头村的中部最东
端，南北各有一个稍门和炮楼，西面为驳山
头村住宅。教堂在名为‘骂人台’的山崖之
下依山整平而建，东面没有住家，出门就是
驳山的南山头和北山头，如遇紧急情况，非
常有利于疏散隐蔽。教堂的最东头是讲经
台。当年住着德国、法国、英国三个神父，
大家都叫德国的神父为盖神父。当年的日本
鬼子来到这里一看是德国的教堂和盖神父，
他们就不敢‘乱来’了！”

当时的驳山头村已完全被日伪控制，驳
山头村离顽军刘广田的老巢东江村只有一河
之隔，朱十英的特务营就住在驳山头村名为

“山峪”的大户赵玉英家里。因此，中共滕
县县委的活动只能是地下隐蔽活动。依据天
主教堂得天独厚的地理和安全优势，王丹墀
就把办公室设在天主教堂里边．公开职业是
传教先生和驳山头小学的教师．其他领导都
是“传教先生”。

县委建立之初困难重重。王丹墀制定了
“动员群众，发展组织，组织武装，做好统
战工作，开展对敌斗争”的政治路线，为今
后全县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方向。为了给县委
主要领导干部隐蔽创造更好的条件，王丹墀
批准当时协助滕东县委工作的鲁南特委会道
门工作科的丁一同志与驳山头村的吴茂同、
张成起、赵明钦、刘振法，张成伦等人拜了
仁兄弟，并让丁一认张勇王大娘的儿子王宪
堂为干儿。这样丁一在驳山头就有了一串的
亲戚。因为丁一排行是老五，老年人都叫他
老五，青年人喊五哥，年龄小的喊五叔。

滕东县委

设在天主教堂内

驳山头村位于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政府驻地西南10公
里处。1939年2月至1941年10月，这里先后是中共滕县县
委、中共滕东县委驻地。

2015年7月8日至10日，记者跟随《山城历史文化》
丛书资料征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沈印骞、张令海、杨延标、
刘学兵以及刘西圣同志，来到77年前的中共滕东地下县委
驻地驳山头村，找寻在这里发生过的桩桩往事。

王丹墀，又名王修庭。山东滕县南沙
河镇仓沟村人。1938年2月参加革命。同
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
在滕县善堌抗日训练班学习。后历任鲁南
人民抗日义勇队班长，滕县地下党工作小
组组长，滕县县委书记，滕东县委书记，
鲁南区党委组织部接待员。

在村里，我们找到了赵建奎的孙子，赵
明钦之子赵光朋先生。赵光朋拿出他家珍
藏 70多年的王丹墀亲笔书写给其祖父赵
建奎延益堂宝号开业的贺联，并对我们讲
述了王丹墀、以及他的仁叔丁一的故事。

赵光朋的父亲赵明钦，1938年参加
革命，与当时在滕东县委协助工作的鲁南
特委道会门工作科的科长丁一同志是结拜
兄弟。丁一原名丁盈舟，淄博市博山区朱
家庄人，1936年参加工作，1938年入党，曾
先后任省委党校大队长、鲁南军区统战科
长、津浦铁路办事处主任等。解放后，任华
东局财办徐济铁路办事处主任、华东铁路
总工会秘书长、鞍山铁道工厂厂长。

王丹墀在驳山头以传教先生和小学教
师的身份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得到赵建奎
的大力支持，并以统一战线为由，组建了

驳山头抗日自卫团。后在此基础上，组建
了滕东县委县大队。

1940年，庄里村被日本人占领并设
为大兵营，王丹墀为及时了解庄里的敌伪
信息，便于与大赵庄、南塘等村抗日自卫
团联系，决定由赵建奎出资，在庄里街开
设“延益堂”大药房作为地下联络站。赵
建奎曾亲笔书写对联一副以示祝贺。贺联
引首为：延益堂宝号开张誌禧。上联为：
延年增寿岐黄之术；下联为：益世济人同
经银花。落款为：杨润斋、王丹墀同鞠躬
敬贺。

开设药房作地下联络站

1938年3月17日，王丹墀参加了两次
抗战行动，英勇顽强，赢得战友们的赞誉。
由于表现突出，当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因滕东形势恶化，鲁南人民抗日义勇
总队东征。为继续开展地方上的工作，保
持与上级党政军机关的联系，党组织决定
留下一个党小组转入地下活动，指定王丹
墀为组长。此时，以东江刘广田为首的顽
固派嚣张起来，到处抓人、放火，残害革
命志士及革命家属，致使党小组的徐培
泉、徐广元无处隐蔽，不得已返回部队。
这时仅剩下王丹墀一人在白色恐怖下坚持
工作。他在驳山头以教书为掩护，秘密建

立情报点，通过各种关系、渠道搜集敌人
的兵力部署及活动规律的情报，经过梳理
核实，将情报及时传递到山里，为我党我
军制定对敌斗争策略提供了依据。

11月，鲁南抗日义勇总队司令员张光
忠、政委李乐平为加强滕东党的领导，派李
子成返回滕东开展工作，命其与王丹墀联
系，发展党的组织，适时建立县委。李子成
回滕东后，与王丹墀研究了贯彻落实领导
指示的活动措施，拟定建立县委事宜。

1939年秋，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
队和王丹墀军地相互配合，消灭了在滕东
为非作歹的土顽分子，使滕东出现了团结

抗日的新局面。王丹墀随后在山亭和羊
庄，相继建立了滕县第三区办事处及滕县
第二区区公所。

日伪军惶惶不安，将王丹墀的父亲、
妻子、弟弟等五人作“人质”迫使王丹墀
就范，借以达到瓦解滕县县委、扼杀革命
力量之目的。敌人的如意算盘终未能实
现，但也没对王丹墀的家人下毒手。

1991年秋，在中共滕州市地方党组
织建立 60周年之际，滕州市委党史办请
王丹墀题词，他欣然应允，题词曰：滕州
党史六十年，党与群众心相联。改革开放
谱新篇，光荣传统代代传。

王丹墀危难时刻担重任

赵建奎等人为对滕东县委的各项工作
给予了支持和帮助，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
威信。赵建奎的两个儿子赵明钦和赵明达
都参加了革命，特别是赵明达，个大、力
大，还有一手好枪法，机智勇敢。

2015年7月8日，记者等人找到了杨
继争的曾孙，现任驳山头村文书的杨运广
先生，他回忆说：“我的爷爷杨成忠在他
父亲杨继争的影响下，于 1940年参加了
八路军苏鲁支队，一生历经百战，为中国
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汗马功劳，后担任武

汉纺织机械厂书记、厂长，一直到后来离
职休养，1973年逝世，遗体安葬在他的
故乡驳山头村”。

驳山头村的地主赵景礼弟兄几个都参
加了革命。伪村长赵玉英积极地帮助县委
工作。王大娘（即革命烈士张勇）也夜以
继日地为党工作，当时她的三个儿子一个
女儿都参加了革命。

“一次，丁一从曹王墓陈桂成家回
来，下山后，碰上了出来烧杀抢劫的日本
鬼子，一直追丁一到驳山头，张勇见到后

急中生智，一把将丁一扯到家中，打扮成
一个庄户老头，假称是自己的丈夫，伴着
丁一到天主教堂念经。全村人为了逃避日
本鬼子，都到天主教堂去念经了。日本鬼
子到天主教堂来搜查，群众也不能念经
了，当时乱成一团，丁一混在了群众中
间。为了掩护丁一，赵明达、刘振发主动
出来应付敌人。有些群众回家拿来了鸡
蛋，有的拿来了鸡，日本鬼子大吃一通后
就撤走了。在群众的掩护下，保住了丁一
的安全。”杨运广老人说。

驳山头人民大力支持县委

1939年 2月，在组建滕县县委的同
时，在驳山头组织了抗日自卫队，中共滕
县特支成员军事部长朱慕堂任武装委员。
由于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同年八月，根据
我党统战工作的原则，县委决定以驳山头
村赵建奎领导的自卫团为基础，改编为顽
匪司令王玉申、朱十英部“独立营”，共
同商定由王玉申派朱传英任营长，县委派
武装委员朱慕堂在营内做政治工作。

1939年秋，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
队来到鲁南。王丹墀代表县委与一一五师
取得联系并共同谋划了消灭滕东土顽的军
事行动。县委为了更好地开展滕东的工
作，决定召开党员大会。对此，丁一曾有
这样的回忆：“当时滕东县处于敌、顽占
区，工作又非常紧张，没有时间学唱国际
歌，一天深夜我们在驳山头的山坡上，用
低声学唱了国际歌”。

同年 11月，中共滕东县委决定，将
独立营、赵庄、南塘等村的武装合并组成
滕县县大队。朱慕堂任大队长，此时他改
名霍先锋。李贵斌任副大队长，杨海娃任
教导员。县委书记王丹墀兼任政委。从
此，驳山头村这个虽然仅有二百余户人家
的小山村，在敌顽统治区的包围下，却成
了滕东地区一个可靠的根据地。

驳山头村成为滕东地区可靠根据地

88岁的驳山头革命老人杨玉营在述说
当年滕东县委驻地--驳山头天主教堂 ▶

当年的滕东县委所在地驳山头村 ▼

1946年滕县留影的王丹墀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