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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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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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游击队里的铁道游击队里的““福将福将””
———记原铁道游击队长枪队指导员李德福—记原铁道游击队长枪队指导员李德福

“当年，我和父亲一起去了
苏鲁支队特务连，父亲是班
长，我是普通战士。母亲和姐
姐参加了滕县妇救工作团。当
时，我们一家人都投身到抗日
的斗争中去了！”忆起当年，时
年 91岁高龄的李德福老人一脸
的骄傲。

李德福老人 1924 年 7 月出
生在高碑店新城镇军庄村，5岁
时随母亲宋安和姐姐李明投奔
在山东临城 （现枣庄市薛城
区） 铁道电务段当工人的父亲
李连生。1938年，日军开始进

犯鲁南，14岁的李德福刚读完
高小。临城沦陷后，李连生、
李德福父子俩加入了苏鲁支队
（后被八路军 115师编为 115师
教导 2旅 5团）。1940年，经赵
凤杰教育介绍，年仅 16岁的他
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经过几年战斗历练，李德福出
任了鲁南独立支队下辖的鲁南
铁道大队长枪队指导员，成为
了队伍中年龄最小的共产党
员。这个队伍就是后来大家熟
知的“铁道游击队”。

全家抗日 父子同班

时间一晃过去了70年，那些爬火车、

炸桥梁，令日寇闻风丧胆的铁道游击队英

雄如今何在？踏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铿锵鼓

点，记者一路南行，专程到湖北武汉采访

了原铁道游击队长枪队指导员李德福老人。

1943年底，李德福来到铁
道游击队，当时的任务是，以指
导员的身份对队员们开展思想政
治工作。

“我当时是从垛庄区群众队
调动过来的，那时候郑惕和我一
起到城工部王绍荣处报道，之后
我就当了长枪队指导员。开始好
像还没有长枪，只有马步枪，三
个人一组。”李德福老人回忆道。

然而，到铁道游击队当一名
指导员，并没有李德福想象的那
样简单。据老人回忆，铁道游击
队因为游民习气比较重，队伍整
体比较散漫，很多群众经常躲着
他们。说起群众路线道理，没人
愿意听，再加上他是从正规部队
派去的，被当时很多队员看不
起。

初入队伍，时任政委的张鸿

仪给予了他莫大的帮助。送了他
一枚印章，告诉他要想当好指导
员，首先要适应新的环境，和队
员们打成一片。

由于李德福虚心好学，主动
适应队员们的生活习性，很快就
成为队员们心中的“好伙计”。
他还经常教育和引导队员们帮当
地百姓收种庄稼，逐步拉近和群
众的距离。

“刚开始说是在一个院子里
练习射击，几个队员提着枪在我
身边跑来跑去，突然间，一个队
员故意瞄准我头部偏上位置就打
了一枪。我一点也不惊慌的反
应，把那几个想看看我胆量的人
给镇住了！我借机给他们上了一
堂安全课，彻底让他们信服
啦。”李德福老人说。

虚心好学 融入队伍

熟悉铁道游击队影视作品
的人对影视剧里小坡弹“土琵
琶”的画面是再熟悉不过了，
游击队员们乐观、豪迈的战地
情怀一览无余。

“铁道游击队队员不仅会
弹土琵琶，还敢在敌占区里打
篮球呢！”李德福老人回忆说。

据老人介绍，铁道队里还
有许多爱打篮球的体育迷。有

一回竟然在敌占区郗山小学的
操场上，跟校师生打起了篮
球。大队长刘金山、政委张鸿
仪，还有副政委郑惕都是队
员，李德福打前锋。虽然张鸿
仪人有点胖，但投篮一投一个
准儿，郑惕则比较灵活。球赛
吸引了很多人来“看热闹”。其
实铁道游击队的战士们在敌占
区打球，也是给百姓一种暗

示：抗日队伍就在身边，就在
敌窝里活动自如，鬼子没什么
好怕的！同时，也检验出队伍
与百姓的鱼水深情和良好的群
众基础。此外，他们还经常自
编自演一些激励抗日斗志的舞
台剧，动员和号召更多的人投
身抗日革命。

“张鸿仪比较有才，文武双
全。战斗之余，他经常编快

板、双簧等节目，和郑惕、宋
杰他们一起在茶棚村一带演
出。我也合唱过革命歌曲，饰
演过小放牛一类的角色。”说
着，老人主动给我们哼起了当
时他们经常唱起的《红缨枪》、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等革命歌
曲，激昂的唱腔中透露着一种
激情与力量。

战斗间隙 浪漫情怀

虽然李德福是抗日家庭出
身的政治工作者，但打起仗来
也毫不含糊。在铁道游击队的
日子里，他和队员们共同参加
过许多战斗，最出名的是在李
家楼村击毙了臭名昭著的特务
头子渡边一郎，成为人见人夸
的第一“英雄”。

为了对付铁道游击队，日
本鬼子专门从日本请来了擅长
研究铁道战术的作战专家、高
级特务头子——渡边一郎，渡边

一郎通过组建伪铁

道大队，假冒铁道游击队队员，坑
蒙拐骗、打家劫舍，破坏铁道游击
队的名声，害得百姓不敢再帮真
队员们办事，让队员们吃了不少
苦头。

那时，李德福刚刚到长枪队
里，不少人认为他是光说不练假
把式，不服气。在茶棚演出时，
铁道游击队遭到渡边一郎带领的
伪铁道游击队的偷袭，李德福和
队员们撤到沙沟一带，在李家楼
住了下来。

伪铁道大队扑了个空，于是

又赶到附近几个村，冒充铁道游
击队入室抢劫。当时，刘金山带
着部队追赶他们到下殷庄，长
枪、短枪、手榴弹一起上，打得
鬼子哇哇叫。刘金山打完以后就
带领队伍转移到铁路西面去了，
可鬼子们一路逃跑到李家楼。李
德福一看，没退路了，就带领队
员们趁鬼子们气喘吁吁、惊魂未
定，奔着他们就冲过去了。黑夜
之中，一阵乱枪过后，敌人被全
部消灭。

“事后，听消息说，就在那

晚，渡边一郎被乱枪打死。当
时，王志胜还在其他村领着短枪
队员们烤火呢，听到信息非常高
兴，直接上报到鲁南军区。徐广
田他们不住口地夸奖我，说多少
人都没立的功，让我办到了，不
简单，真是一员福将！”回忆起
那晚的战斗，李德福老人满脸的
骄傲。

采访结束，李德福老人感叹：
“薛城不是我的故乡，胜似我的故
乡。愿铁道游击队精神薪火相
传，祝红色薛城繁荣昌盛！”

奋勇杀敌 击毙渡边

李德福同老战友们一起重返枣庄合影

说起日军的罪行，李德福老人义愤填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