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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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

近日，本报“纪念抗日战争胜
利 70周年”采访组一行，驱车四
百多公里，辗转薛城、滕州张汪
镇、滕州大坞镇、山亭徐庄镇，对
渠玉柏烈士的战斗故事进行了采
访。在薛城区的国浩美都小区，记
者一行见到了居住在这里的渠玉柏
烈士的胞弟渠玉松老人，他向我们
讲述了哥哥渠玉柏参加革命、奋勇
抗日、英勇牺牲的经过，并带着记
者来到了他的老家——滕州市张汪
镇皇殿岗村采访。

81岁的渠玉松告诉记者，他
的胞兄渠玉柏，字茂亭，曾经化名
为渠新民、渠为之等。渠玉柏
1914年冬出生于薛国故城内的皇
殿岗村，自幼聪颖好学，深得老师
的喜爱，而且打小就有忧国忧民的
意识。1930年秋，滋阳四乡师招
生，渠玉柏毅然报考并被录取，在

学校图书馆中接触到了《呐喊》、
《彷徨》等进步刊物。学校举行各
项活动，他都积极参加，因此受到
同学们的好评，更受到地下党员谷
敬默、孙铁夫老师的高度关注。
1931年底，在谷敬默、孙铁夫两
位地下党员的介绍下，渠玉柏光荣
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化名渠新
民。四乡师地下党的工作开展非常
活跃，因而也引起了反动当局的仇
视。1932年3月的一个晚上，伪滋
阳县调集十几名军警将渠玉柏及谷
静默、孙铁夫两同志一起逮捕，辗
转到国民党第三路军指挥部，后又
押解到济南。国民党军法委员会多
次对渠玉柏提审，审问四乡师有关
党的组织活动情况，为保全党的秘
密，渠玉柏即使遭毒打也宁死不
屈。后经托人营救，渠玉柏才被释
放出来。

救亡线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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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玉松拿出几页早已发黄的
纸片给记者看，上面密密麻麻的
钢笔字记录的是渠玉柏的事迹。
这是渠玉松的父亲渠若真先生在
解放后所写的回忆文章，弥足珍
贵。渠若真先生早年师范毕业后
参加同盟会，并辗转多地办学执
教，曾担任阳谷代县长的职务，
他的很多进步思想应该对渠玉柏

的影响非常大。
渠玉松说，哥哥渠玉柏出狱

后，在地下党员王临之（又名王慎
庄）安排下，化名渠为之，到滕县
南门里国民书店，以卖书为掩护，
秘密开展党的工作。1932年农
历九月十四日下午，山东军阀韩
复榘驻滕县旅部的军警，突然重
兵包围了国民书店，再次将渠玉

柏逮捕，并严刑拷打，但他坚贞不
屈，不向反动势力低头。后来由
兖州押解到济南第三路军总指挥
部，自称青天的韩复榘，亲自对渠
玉柏进行讯问，并软硬兼施，希望
渠玉柏向其低头认罪，和他合作，
但渠玉柏不为所动。韩复榘一无
所获，恼羞成怒，让手下将渠玉柏
拉下去重打四十军棍。渠玉柏被

打得遍体鳞伤，鲜血直流，再次
晕死过去。又过了多天，渠玉柏
被移送到山东省国民党军法审委
会庭审，时任监狱长的吴贞赞见
到他后说:“你这小孩怎么又来
啦!你可是一个重刑政治罪犯，
又是一个重犯。”随即宣判，判
处无期徒刑，于 1932年 12月送
山东省第一监狱服刑。

再次入狱

七七事变，国共谈判，经过
党组织的营救，渠玉柏得以出狱
回到家中。但满怀爱国之心和报
国之志的他无暇在家休息，立刻
又投入到了抗日之中。渠玉松
说，哥哥渠玉柏同党的交通员渠
若朋，以探亲访友为名，去滕

县、赵庄、沃里村、夏镇、河西
沛县联络李乐平、王右池、张运
海、张光中及乡友杨广立、杨继
元等革命志士，一起共同研究如
何开展党的工作。渠玉柏在本村
小巷张贴救亡标语及抗日宣传画
等；向邻居渠玉连、渠玉平一伙

青少年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引导
他们如何爱国爱家。

1938年春，日寇先后侵占了
滕县广大城乡，到处奸、淫、烧、
杀，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根
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省委指示，
在农民抗日训练班的基础上，建

立抗日斗争武装。定为滕县农民
抗日救国军，后改为滕县人民抗
日义勇队，于公（又名袁永锋）
任队长，渠玉柏任政治指导员，
同年五月，更名为鲁南人民抗日
义勇军总队，滕县为第二大队，
哥哥渠玉柏任政治教导员。

加入抗日队伍

渠玉松说，鲁南人民抗日义
勇军总队成立后，曾多次给气势
汹汹的鬼子兵以重创和打击。当
时鬼子的汽车队经常行驶在官桥
岗头山的便道上，四月份的一天
晚上，队长于公及渠玉柏率领十
多名队员埋伏在山旁，天刚拂
晓，鬼子兵的车队由滕县开往临
城，进入埋伏圈，渠玉柏一声令

下，万弹齐发射向鬼子，土制的手
榴弹，在鬼子的车队里“开了
花”。鬼子集中兵力进行反扑，义
勇军顺着十字河凯旋。这一仗，
炸坏敌军车一辆，打死、炸伤鬼子
数人，义勇队无一伤亡，大涨了
义勇军的士气。

六月份的一天，义勇总队司
令员张光中、政委李乐平命令二

大队执行炸断滕北大桥的任务，
渠玉柏带领队员侦察地形，摸清
敌情，预埋地雷、火力配置，进攻
及撤退路线，均作了详尽布置。敌
军列队通过时，战士们拉响地雷，
炸毁、炸翻车皮十多节，鬼子死伤
数人，并缴获布匹、粮食、军火等
物资。义勇队对日斗争一次次的
胜利，很快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间

传开，消除了一部分人认为鬼子
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鼓舞了人
民抗日救国、能战必胜的信心。

渠玉柏还率领义勇军在反顽
反霸斗争中屡建奇功，先后消灭
东沙河巧村马卫民、汉奸孙永胜、
土匪头子申宽武、羊庄反动头子
李井周等，为民除了害，为抗日斗
争的顺利开展扫清了障碍。

痛击日寇

——寻找渠玉柏烈士的抗日足迹

在薛国故城内的皇殿岗村，
记者一行来到了渠玉柏烈士的老
家。渠玉松老人在 1996年自筹
资金翻盖了老屋，陈列了渠玉柏
烈士过去使用过的桌椅板凳等。
墙上挂满了省内外名家的书画作
品，都是缅怀纪念渠玉柏烈士的
内容。渠玉松老人说，几年前还
在老林里为渠玉柏建了一个墓，
并立了一座碑，为的就是不让后
人忘了这位为国捐躯的革命烈
士。

在滕州市烈士陵
园内渠玉柏烈士的纪
念碑前，我们向纪念

碑三鞠躬，并到了鲁南人民抗日
武装起义纪念馆里,对渠玉柏烈
士的英勇事迹进行了缅怀。随后
驱车来到了渠玉柏烈士的牺牲地
——山亭区徐庄镇水城子村（原
名旱河子）采访。

热情的村民听说是来了解抗
战烈士的事迹，都围过来向我们
介绍自己知道的线索。村主任李
满法更是亲自开车带着记者转了
好几个村子，寻找知情者，以求
还原渠玉柏烈士在他们村头牺牲
的经过。

据渠玉松和一些老人回忆，
1938年 8月 25日，义勇军总队

为保存革命实力，避开日寇的锋
芒，奉命向抱犊崮山区转移，渠
玉柏带领二大队担负掩护总队撤
退的任务。由于队长于公在前次
的作战中已经牺牲，队伍就由渠
玉柏指挥撤退。在旱河子村附
近，队伍遭到顽匪刘宇华队伍的
截击，经激战，渠玉柏掩护总队
已经突围过去。但听到后面仍有
枪声，遂带领杨继元等五名队员
返回增援，冒着密集的火力支援
后续部队，与敌人浴血奋战。杨
继元同志当场牺牲，渠玉柏身中
数弹，腿和胳膊被打断，鲜血直
流，陷入敌军重围之中。后来三

个顽匪抱着他，夺去手枪。在弹
尽援绝的情况下，渠玉柏与敌军
展开肉搏，咬着敌人胳膊不放，
并大骂汉奸没有好下场。残无人
道的敌人将浑身是伤的渠玉柏装
入麻袋，捆上石头，活生生地扔
入山涧激流中，被洪水冲走，英
勇就义，献出年轻而又宝贵的生
命，年仅二十四岁。

薛河水哗哗流淌，似在诉说
着当年悲壮的故事。我们在河畔
肃立，默默地向这位抗日英雄致
敬。青山不老，薛河长流，渠玉
柏烈士永垂不朽！

血染碧水

渠玉柏烈士故居

渠玉柏旧照▶

在滕州市大坞镇境内的滕州市烈士陵园里，立有几座革命烈士纪念碑，其中
一座是为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渠玉柏烈士所立。渠玉柏，字茂亭，化名渠新民，
渠为之。他是爱国学生，二战时期的共产党员；他是多次身陷囹圄，又是把牢底
坐穿的汉子；他是抗日灭顽的指挥员，又是身先士卒赤胆铁骨的勇士;他是有高
尚情操的人，又是典型的无妻无子无业的光棍；他的热血染碧水，忠骨埋荒野，
是被人民永远怀念的英烈。他的英勇事迹同时展示在鲁南人民抗日武装起义纪念
馆里，供后人瞻仰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