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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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

1938年 3月 18日，日军攻
陷滕县，后进入临城，杜学贵和
哥哥避难到微山湖畔。杜学贵在
上学的时候，有两位老师是滕县
八区郗山人，一位是陈正时，另
一位是殷茂凛。他逃荒时，曾先
后到这两位老师家里居住。

台儿庄大战后，国民党军南
撤，鲁南沦陷，其县、区政府亦随
之撤退，滕县、临城、峄县相继陷
入敌手，日军占领了铁路沿线的
重要城镇。中共山东党组织领导
了沛县、滕县、峄县等地武装起
义，开展创建根据地的工作，同年
5月，在滕东（今属山亭区）西集
镇老古泉村成立了“第五战区苏
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总队长张
光中、政治委员何一萍、政治部主
任王见新，领导和指挥苏北、鲁
南各地方武装的抗日工作。

此时的鲁南抗日运动风起云
涌，殷茂凛的五弟殷华平，初中

毕业后在家务农，后在枣庄早期
中共党员褚雅青、董尧卿的引领
下步入地方抗日队伍。满腔赤诚
的杜学贵，在两位老师的动员
下，跟着殷老师的弟弟殷华平打
游击，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开始了戎马生涯。

1938年6月，杜学贵经时任
滕县八区区长殷华平介绍，到当
时的敌伪区临城维持会做地下情
报工作。后来，滕县县委又派来
共产党员吕修祥、杨家顺与杜学
贵一起开展工作。

杜学贵立足临城，积极开展
地下活动，与运河支队、铁道游
击队、微山湖游击队合作，及时
准确地提供日伪军活动情报。鲁
南各地方武装根据临城情报站张
立峰（南下时更名张冠伍）提供
的敌情信息，不断加强对日军的
袭扰，致使滕县、沛县、峄县的
日军寸步难行。此后，他成了临

城铁道大队、鲁南民众抗日自卫
军的情报员，为鲁南地方武装抗
日杀敌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2年9月，铁道游击队和
临城日伪军在姬庄附近展开了激
烈的战斗。战场是一片开阔地，
没有什么隐蔽物，双方均趴在铁
道旁边的田埂里，因伪军人多枪
好，铁道游击队不但处于劣势，
而且还出现了伤亡。杜学贵立即
将情况报告给殷华平。殷华平得
到消息后，迅速带人前去解围，
铁道游击队立即组织撤退。正是
杜学贵的重要信息，才及时化解
了一场残杀，保护了游击队员的
生命和力量。

1943年，抗日进入相持阶
段，临城是日军重点“扫荡”的
地区，杜学贵因在临城的工作性
质暴露，奉命到鲁南军区二军分
区敌工股学习，3个月学习结束
后调任临夏武工队任短枪班班

长。这时候的杜学贵已经锻炼成
一位意志坚强、经验丰富的革命
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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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抗日革命队伍

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国民
党统治集团积极准备发动大规
模内战，妄图消灭我新生革命
力量，抢夺抗战胜利果实。鲁
南的战争形势非常严峻，按照
山东军区的统一部署，临夏武
工队、铁道游击队和山东枣庄
工人支队编入鲁南军区特务
团，团长汪平，政委杜季伟，
副团长刘金山，杜学贵任特务
二营文书，继续在滕县、临
城、夏镇及微山湖区的广大区
域活动。

1945年 10月上旬，国民党
第十九集团军进驻临城、夏
镇，并在临、夏之间的制高点
柏山（今金河山）驻扎了一个
营的兵力，妄图扼守山东的南
大门。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在
临城及周边的军事部署，杜学

贵所在的部队奉津浦
路前线指挥部的命
令，迅速侦查清楚敌

情并配合主力军歼灭柏山上国民
党伪军。

10月 11日深夜 11时，鲁南
特务营从埠岭向北于庄一带发出
了攻击信号弹，柏山攻击战打
响。杜学贵所在的特务营出其不
意地从“国军”侧背发起猛烈攻
击，以勇猛神速的动作突破了“国
军”的防御工事。经过 4个小时
的激战，守军大部分被歼，仅剩
下柏山西南角那个高大的碉堡没
有攻下，碉堡内七八十人在副营
长的指挥下，不断向外打枪投
弹，负隅顽抗，企图固守待援。

柏山是微山湖东数十里平原
上唯一的制高点，紧紧地控制临
城、滕县之间的津浦铁路，地理
位置十分重要。柏山大捷后，鲁
南军民为了纪念陈金河烈士，把
柏山改名为“金河山”，华东军
区追认他为“战斗英雄”和“津
浦前线第一名爆破英雄”。

1946年，杜学贵在滕县鲁

寨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7 年
夏，鲁南军区特务团陆续从临
城、滕县、峄县等地开始向滨海
区撤退。在途经山亭桑村陈家湖
时，被鲁南军区任命为鲁南军区
特务团三营七连连长。

1947年5月底起，国民党军
10万余人，对鲁南解放区进行

“扫荡”、“清剿”。上有国民党飞
机轰炸，后有国民党的部队追
赶。杜学贵身背机枪、子弹和干
粮袋，靠着自己喝几口水，休息
一会儿，游一段距离，和战友艰
难地渡过了 5 里宽 3 米深的沂
河。到达沂河东岸后，特务团在
滨海军区的帮助下驻扎在郭庄
村。三天后，在特务团政委杜季
伟的带领下与十九团、二十一团
合作，运用口袋战术一举摧毁驻
扎在滨海区的国民党反动派。

1948年7月在兖州战役胜利
完成之际，华东军区将鲁中、鲁
南军区各分区基干团组成华东野

战军鲁中南纵队。鲁南军区特务
团改编为鲁中南纵队 47师 139
团，刘金山担任该团“负责作战
指挥”的副团长。鲁中南纵队成
立后经过一个多月整训再赴战
场，参加了著名的济南、滕县两
大战役后，随即参加 1948年 11
月6日打响的淮海战役。

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
慑于解放军的威力，于11月5日
至7日放弃临城、枣庄、峄县城
南逃。山东兵团直插徐州以东，
包围了国民党 12万余人的黄百
韬兵团，激烈的阻击战中，双方
伤亡都很惨重。在淮海战役中，
杜学贵与鲁中南纵队的官兵都经
受了激烈战斗的严峻考验，服从
大局、积极配合，为祖国的解放
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杜学
贵结束了戎马生涯，转业到徐州
火车站、后调薛城火车站工作，
1973年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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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屡建奇功

1943年 6月，中共鲁南区党
委和鲁南军区针对当时的对敌斗
争情况，决定在军区建立武工队，
曾明桃任军区武工队总队长，王
少庸兼任武工队政治委员。

杜学贵所在的临夏武工队主
要活动在临城、夏镇及微山湖
区，负责收集敌人的活动情报并
予以打击。他们身穿便衣，利用社
会关系在敌占区进行隐蔽活动，
组织和发动群众抗粮、抗税，打击
和钳制敌人的“蚕食”，破坏敌人
的交通运输；分化、瓦解敌伪顽反
动势力，争取抗日力量，以突袭的
方式打击敌伪军据点。

1944年3月，临夏武工队奉

命搞一批敌人的武器以便武装自
己。杜学贵利用在临城工作多年
的关系，将临城日军驻扎在黄瓜
架铁桥的一个警务所情况摸清，
准备偷袭。20日下午，临夏武
工队由夏镇南庄出发，队员身穿
西装洋服，足蹬皮鞋，有的还戴
上从敌人处缴获的金边眼镜。杜
学贵带领武工队员从临城火车站
北头七孔桥处上了铁路，直奔黄
瓜架铁桥。这次行动共缴获三八
式新步枪 13支，手枪 23支，子
弹 1000余发，胜利而归。这次
行动充实了武工队的装备，提高
了武工队的实战能力。

1944年农历腊月廿四，临

夏武工队获得确切情报：日军正
从临城出发，以后学为中心对武
工队出没的村庄进行扫荡。敌人
穿便衣伪装成普通百姓，用白毛
巾包在枪托上为标记。武工队也
穿便衣，以白毛巾围在脖子上为
标记。晚10时，武工队从西万河
北村出发，在蟠龙河东岸的店子
村停下，在村东的一条河沟里隐
蔽，准备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不久，日军在汉奸的引领下
从后面包抄，武工队员中有人会
说日语，把鬼子指挥到武工队隐
蔽的东边，开始有条不紊地往西
转移，刹时，武工队就从蟠龙河
东岸撤到西岸的有利地形，对鬼

子开枪射击，敌人死伤不明。队
员们星夜赶回抗日基点村后学。

第二天晨，日军在两个汉奸
的带领下，突然对后学进行大扫
荡。日伪军用刺刀刺死我岗哨
后，团团将队员的住处围住。此
时，队长挺身而出，一边打枪一边
引散敌人。武工队员赵学海匆忙
拿枪往屋外跑，刚出屋门又被敌
人堵回屋内。杜学贵从腰间拔出
一枚手榴弹，拉开引火从屋门口
扔出去，此时四名队员抓住时机
开枪射击，敌人在慌乱中边隐蔽
边撤退。队员们冲出屋门，爬上
墙头迅速突围。交战中，班长周
绍荣不幸牺牲。

武工队里数次歼敌

山坡上，松柏郁郁葱葱、四季常青；山涧
里，泉水清澈见底，叮咚作响；山脚下，小溪潺
潺流淌，源远流长。清澈的溪水蜿蜒而下，环绕
着山下的村庄——来泉山庄（今属枣庄市薛城区
巨山），1914年，铁道游击队队员杜学贵就出生
在这个秀美的地方。

杜学贵童年时父母相继去世，跟着哥哥艰难
度日。1920年，哥哥在临城（今薛城）火车站
打短工，兄弟俩在古井村找到一间小屋住了下
来。7岁时入古井私塾读书，11岁到临城天主教
堂开办的三育小学学习。因为是一名孤儿，在学
校里亦工亦读，开学上课，放假时就留在教堂里
打扫卫生，坚持到六年级毕业。苦难的生活磨练
了他坚强的意志，铸就了他不屈的品质。

杜学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