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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命危难 夺机枪当队长

“老刘命苦，6 岁就没了母
亲，8岁时父亲死了，成了孤儿，
跟着奶奶四处讨饭，及早地过上
了流浪儿的生活。”说起已经过世
近20年的刘金山，时年92岁的徐
惠华（刘金山夫人）一脸的无奈。

刘金山出生于枣庄市市中区
蔡庄村一户矿工家庭，自幼父母
双亡，饱尝了资本家、封建把头
和反动狱警的皮鞭棍棒之苦，但
也塑造了他勇敢、坚毅、吃苦耐
劳的性格。1938年 4月，当他得
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在
滕峄地带活动时，便毅然加入了
这支队伍。但在一次战斗中负
伤，与部队失去联系。1940年 9
月，经人介绍加入了铁道大队。
大队长洪振海见他聪明能干，便

安排他在大队部当通信员。刘金
山进步很快，不久被提拔为铁道
大队分队长，第二年 1月份便光
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长为铁
道大队的骨干力量。

1941年 12月，数百名日伪军
对鲁南铁道大队进行偷袭、“扫荡”
在敌占区创立的小片游击根据
地。敌伪据点遍地都是，交通要道
岗哨林立，副大队长王志胜因病住
院治疗，洪振海率部与敌人激战，
不幸中弹，壮烈牺牲。铁道大队缺
兵少将，斗争形势更加严峻。为重
新开创抗日局面，30多位骨干队员
一致推选刘金山任代理大队长。

“小时候听父亲讲，当时有部
分老队员不服气，认为他资历浅、
没本事，不能当大队长。还有人提

出要按照江湖规矩来办，谁先搞到
一挺机枪谁当大队长。听到这话，
其他人还没反应过来，父亲提着枪
一溜烟跑出去了，乘临城守备队在
门口站岗的鬼子不注意，一枪撂倒
一个鬼子，抢了挺歪把子机枪就
跑，第一个把机枪交到政委杜季伟
面前，压倒了他们的嚣张气焰，大
家纷纷举手欢呼赞同！”刘金山的
五儿子刘强说道。

“党历来最讲民主，即便刘金
山第一个夺了机枪，当时，政委
还是按照鲁南农村传统习俗，通
过豆选方式，老刘以得豆多的方式
赢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1942年
5月，鲁南军区正式任命刘金山为
大队长。”现年 89岁的老游击队
员郑君伦认真回忆了当年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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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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华崭露 打高岗树形象

驻临城日军为了对付铁道队，
专程从济南搬来特务头子高岗。高
岗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风土人
情、宗教信仰等也比较了解。常通
过“拜把兄弟”、“认干亲”等手段笼
络人心。许多原来替铁道游击队送
情报的伪乡保长投靠日本人，使铁
道队的活动再度陷入困境。

为重振“飞虎队”雄威，铁道游
击队把矛头直指日军头目高岗。
高岗自接任临城站长后，深居简
出，行动诡秘狡诈，要想消灭他除
非深入虎穴，去端他的老窝。但
是，临城站戒备森严，伪军特务队
和阎成田部的另外两个营部都驻

在车站旁边的古并村，一有动静，
他们马上便可包围临城站。为做到
万无一失，刘金山先后两次派人化
装侦察，对站内警卫及高岗活动规
律和办公地点都了如指掌后，组织
了4个战斗小组，伪装后乘夜潜入
车站，直扑高岗办公室。高岗见情
况不对，赶紧摸枪，还没摸到，便被
刘金山“啪啪”两枪送回了东洋老
家，其他队员迅速取走了房间内的
全部武器弹药。整个战斗不到 10
分钟就结束了，铁道游击队除了击
毙高岗外，还缴获步枪 30余支、
机枪两挺、手枪 3支、子弹数千
发，而铁道队员却无一伤亡。

在打高岗撤退时，刘金山还
让队员们把化装戴的两顶伪军帽
子故意扔在铁路上。第二天从济
南来了一个日军少将，勘察现场时
发现了两顶伪军帽子，内有阎成田
团的番号，随即收缴了阎团全部枪
支，并把阎成田等几个主要伪军头
目绑赴济南枪毙，阎团的部下也被
押到东北出苦力去了。高岗被击
毙后，那些干过坏事的伪乡保长们
个个如惊弓之鸟，纷纷主动向铁道
队坦白认罪，表示痛改前非。“每当
提起游击战争的峥嵘岁月，我爸经
常给我们说，没点真本事，要在铁
道游击队里当大队长可真不容

易！从打完高岗时起，我爸便被
队员们称为神枪手！”刘金山次子
刘陵回忆父亲时说。

“刘金山智勇双全，他带领游
击队员们铲除了叛徒黄二，开展了
灵活多样的破袭战、组织实施了微
山湖突围，对敌伪军实行‘黑红点’
管理，成功护送刘少奇、萧华、陈毅
等领导人过路。用缴获的枪支组建
了长枪队，在长枪队和各中队全部
配备了指导员，加强和完善了党对
铁道游击队的组织领导，迅速扭转
了游击队的被动局面。他不简单！”
现年92岁的老游击队员李得福说
起刘金山竖起了大拇指。

沙沟受降 当人质险被杀

“日本人投降那年，父亲他们
确实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父亲
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就是日本人投
降前，打伪军的时候，他主动到日
本人那里当人质，差一点被日本人

杀掉！”从刘强的讲述中，我们
了解到了刘金山沙沟火车站
当人质时鲜为人知的一面。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
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由
于驻地国民党伪军从中使
绊，日本人拒绝向共产党领
导的铁道游击队投降。为
此，当年 11月份，刘金山

率领铁道游击队炸毁前后方铁
道，将企图逃跑的日军铁甲大队
及家属1500余人困守在沙沟火车
站一带。在同日军多次谈判未果
的情况下，作出了先消灭当地伪
军，迫使被困日军投降的部署。

“听父亲讲，那时日本人的兵
力很强，打伪军的时候，日军要
增援的话，那我们的部队就很可
能被日军和伪军联合灭掉了。所
以我父亲就跟日本人谈，说你们
不能动，你们已经投降，我们是
消灭伪军，跟你们没有关系，然
后日本人说：‘你怎么保证我们的

安全？’然后我父亲就说‘我在你
们这里待着作人质。’”提起人质
事件，刘强仿佛还心有余悸。

刘强说：“父亲在沙沟日军处
一开始待的地方像个办公室。结
果在消灭伪军过程中，几个漏网的
伪军慌不择路，被游击队一路边打
枪边追赶着，往沙沟火车站日本人
兵营里逃跑。日本人当场就翻脸
发火了，责问刘金山说你们不是讲
好了不打怎么又朝我们这边打过
来了？然后不容分说，马上把他弄
到一个小房间里，好几个日本人哗
啦哗啦拉开枪栓，当即就要杀他。

当时，刘金山也是一头雾水，通过
询问日本翻译官后，据理力争，
让日本人再观察了解一下情况。
日本人一查真是这么回事，知道
是个误会，把我父亲放了。”

“我爸爸他们当时真是艺高人
胆大，人人提着脑袋打仗，着实
让我们后辈叹服！”刘陵感叹说。

日军在孤立无援、忍饥挨饿
了近 10天之后，再也坚持不下
去，只能选择向刘金山领导的铁
道游击队投降，书写了抗战历史
上唯一一支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民间武装力量投降的传世佳话。

弥留之际 念家乡葬薛城

生前的刘金山为共和国
的革命和建设立下了汗马功
劳，病重时的刘金山仍然心
系桑梓，不忘他曾经生活战
斗过的鲁南大地，嘱其家人
死后将其骨灰安葬在薛城区
临山南麓铁道游击队纪念碑
东侧，以此来陪伴他曾经并
肩战斗过的战友们的英魂。

刘金山次子
刘陵说：“我爸爸
一开始，最早的想
法是想最后葬到

微山岛。他在弥留之际说，枣庄是
铁道游击队起家的地方，微山岛是
铁道游击队活动的一个根据地、大
后方，一遇到危险情况就撤到微山
岛。所以，他对微山岛的感情深得
很。他在临走之前，说想回到薛
城。铁道游击队发展壮大是在临
城，临城是铁道游击队的主战场，
铁道游击队的魂在薛城，薛城在搞
纪念碑的时候，从一开始奠基到建
造过程不断地来听取他们的想法、
意见，请他们一块参与。我印象当
中，老爸他们那时工资虽然也都不

高，可他们也都捐款了。所以，最
后他就变了想法，就说想回到薛
城！”

“我们说老头子一直有个想
法，他是生在枣庄、长在枣庄，
是党培养他长大成人，叶落归根
嘛！他说要回到自己的老家去。
我就把他这个原话，跟枣庄市委
的一些领导说了，我说老刘还想
回去，还要给你们添麻烦！市委
领导们听了以后非常高兴，他们
说老刘想回家乡来，这是对枣庄
最大的信任，非常欢迎他回家

乡！这个是当时的原话了，我就
把这个原话又告诉老刘。他说，
我没有想到枣庄市委对我是这样
的关心，我原来想的话，可能回
不去了，现在终于能叶落归根
啦！我们一家人尊重老刘的选
择，因为他是我们的荣耀，更是
枣庄的荣耀！”刘金山夫人徐惠华
哽咽着说。

巍巍青山埋忠骨，墓碑矗立
慰英魂。长眠在临山脚下的刘金
山地下有知，也应为铁道游击队
抗日传奇代代流传而慰藉。

刘金山生前照片

一曲悠扬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一部经典的
《铁道游击队》影视剧，让铁道游击队的故事闻名遐
迩，也让大队长“刘洪”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在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的铿锵号角声中，晚报记者查阅了大量有关临城铁道大
队抗击日寇的资料，又根据薛城区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万

照广同志实地采访大队长“刘洪”的原型、原江苏省苏州军
分区司令员刘金山家人的史实，详细了解了刘金山在白色恐怖之

下，席不安枕、食不果腹，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术，与日本侵略者
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

铁道英豪刘金山

▼ 刘金山夫人徐惠华
讲述刘金山抗战事迹

位于薛城区临山脚下的刘

金山英雄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