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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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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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善他在善堌燃起抗日烽火燃起抗日烽火
———记—记组织农民抗日的共产党员王右池组织农民抗日的共产党员王右池

王金鸥说，1938年 3月底
至 4月初，中共滕县特支在农
民抗日训练班的基础上组建起
一支约 50人的武装。根据王右
池的提议，最初这支武装叫

“农民抗日救国军”，王见新任
政治指导员。队伍发展非常
快，不到一个月即达到 70 多
人。为了更广泛地团结各阶层
爱国志士，壮大抗日力量，把

“农民抗日救国军”改名为“滕
县人民抗日义勇队”，于公任队
长，渠玉柏任指导员。

义勇队建立之初，经费、
武器、粮食和被服等物资筹集
十分困难。负责募捐和统战工
作的王右池千方百计保障义勇

队生存和发展之需。
他不仅动员全家族带
头捐款捐粮，还充分

利用世交和宗亲的人脉广泛联
系，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做大量
深入细致的工作，争取和团结一
批地方士绅。桑村李佑肃便是一
例，李佑肃与王家世交，他思想
开明，同情革命，支持抗日，一
直与滕县党组织保持友好关系。
在善堌训练班和义勇队初创期，
他捐献了 2500斤高粱以解燃眉
之急。羊庄南塘村刘儒嵩也捐粮
1000斤。此外，王右池还组织
义勇队员分成若干小组，背枪推
车，走村串户募捐。每到一地，
先唱抗日救亡歌曲，再进行抗日
演讲，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普
通群众踊跃捐献，开明的地主和
富户也主动送钱送粮。

抗日义勇队成立后，特支商
定必须选择时机真枪实弹地与日
本侵略者打一仗，充分体现我党

领导的武装抗日的决心，鼓舞全
县人民的抗日斗志。经过多次周
密侦察，义勇军选择在官桥南边
二里余的岗头山伏击日军。1938
年4月的一天，渠玉柏和王右池
带队，义勇队早早整装从驻地羊
庄出发，拂晓时进入设伏地点，
在公路上埋设炸药，然后隐蔽待
敌。上午8点多钟，日军一辆汽
车进入伏击圈，炸药瞬间爆炸，
敌人乱作一团，队员们立即开
火，打得日军措手不及。待后续
日军集合兵力赶到时，义勇队已
经安全撤出战斗。队伍在官桥东
边某村稍作休整时，受到了当地
群众的热情款待，送来熟鸡蛋、
煎饼等食品。岗头山一仗打响了
滕县人民抗日武装对日作战的第
一枪。消息迅速传遍全县，抗日
义勇队的名声大震。许多爱国青

年慕名投奔，一些开明士绅也积
极为义勇队捐枪捐物，滕县人民
抗日义勇队很快发展到 120 多
人。

滕县人民抗日义勇队在与敌
顽斗争中日益壮大，各类群众团
体应运而生，抗日小学的开办，
使周围许多有志之士慕名而来，
善堌成为人们的向往之地。一些
地主、士绅也主动和义勇队联
系，请王右池及义勇队其他领导
前去商谈抗日卫国大计。山亭、
东江、庄里、南塘、艾湖村等地
方士绅开会请王右池到会讲话。
党组织利用这种机会，反复宣传
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和许多
开明人土建立了“统战”关系。
至此，一个以善堌为中心的滕东
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王右池同志是我市早期的共产党员。抗日
战争时期，他在善堌搭建农民协会骨架，办农
民抗日训练班、建立抗日义勇队，善堌被后人
誉为“滕县的延安”。近日，本报“纪念抗战
胜利70周年”采访组一行，联系上了王右池
的侄子王金鸥，听他讲述了伯父王右池在抗战
中的故事。

王金鸥说，他们老家在山亭
区山城街道沃里村，王右池是他
的二伯父，早年就离开家乡参加
了革命，在抗战爆发之前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

卢沟桥事变后，王右池回到
家乡，同地下党员多次召开密秘
会议，全面分析形势，商讨对
策。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与上级
党组织取得联系，发动群众组织
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整个秋

天，他把大部分精力放到了在家
乡组织农民抗日协会上。

王右池首先从王氏家族成员
入手，分别在沃里、善堌搭建协
会骨架，然后由骨干分头动员农
民入会。经过数月的努力，沃里
村成立了近 30 多人的农民协
会，会长为王永田；善堌成立了
50多人的农民协会，会长为许
培泉。协会成立后，王右池将我
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文献

和自己编撰的揭露日本军国主义
侵华罪行、抗日救亡内容的材料
在沃里家中油印成小册子和各种
传单，作为培训教材发给协会成
员，并向群众广为散发。他亲自
授课，向会员和群众宣传党的抗
日主张，动员每家每户踊跃捐款
捐枪。1937年 l0月 27日，在王
右池的策划和推动下，以沃里、
善堌两村农民抗日协会为主，联
合附近村农协会，召开了 2000

多名群众参加的“滕县农民抗日
协会成立大会”，推选李子成为
会长。经过王右池的努力，以沃
里、善堌为中心的地域，成为全
县乃至鲁南地区群众动员最充
分、我党抗日主张贯彻最广泛、
抗战力量最活跃的地区。这为以
后创建抗日武装打下了坚实的群
众和组织基础。

1937年，王右池与上级党组
织取得联系。五所楼懋臻小学支
部书记张学周，通过曾在羊庄小
学教书的泰安藉党员燕遇明，找
到泰安地下党员夏辅仁、张北华，
顺利与山东分局接上关系。同年
12月 9日，省委派巡视员王见新
(化名孙俊才)来滕县。王见新在
五所楼听取了滕县党支部张学
周、李淑铭、王右池工作情况的汇
报，随后，传达了中共中央洛川会
议、山东分局关于组织抗日武装
起义的指示精神。后来，王见新
再次返回滕县，他直接到沃里找

到王右池，并在此住下。为了壮
大革命力量，王右池将临近大赵
庄的李乐平介绍给王见新。李乐
平自上海出狱返回家乡后，一度
与组织失去关系。王右池主动与
之联系，并把李乐平纳入到滕县
党员自发的活动中。此后，他们
共同发动群众，组织农会，成为这
一时期滕县党组织东部的骨干。

王见新住在沃里村后，和王
右池、李乐平以及农协会负责人，
一起搞社会调查，组织农协会成
员办班上课，宣传党的抗日救亡
方针，组织大家利用逢集日上街

散发传单、演讲，走访骨干农户家
庭，为建立武装做准备。1937年
末筹备创办抗日训练班，王见新
负责对外联络，李乐平负责内部
事务和班务主持，王右池则负担
起当时最困难的选址、各项物资
的筹备和募捐、动员学员及联络
等各项工作。训练班的地址最初
想选在沃里村，因没有合适的房
子，最终选定善堌村王玉殿的一
处半闲置的院落。此处共有十间
房屋，北屋四间，东、西屋各三
间。训练班所需被褥、粮食全部
靠征集、募捐所得。为此，王右池

首先动员沃里、善堌、洪山口、黄
沟等全体王氏宗亲参与，为建立
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做了准
备。

为了广泛宣传、动员群众，增
强人们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
王右池与王见新商量，在善堌村
开办了全县第一所抗日小学。善
堌后来被誉为“滕县的延安”，“训
练班”被誉为“滕县的抗大”，善堌
也由此成为中共滕县地方组织领
导全县人民奋起抗日的摇篮。

农民抗日训练班第三期结业
之时，日军已逼近滕县北部的两
下店。l938年 2月，为使滕县抗
日活动得到更广泛支持，王见新
受组织委托去徐州，想借鲁南人
民代表之名争取第五战区李宗仁
的支持。其间，王见新与苏鲁豫
皖特委接上关系，并从平津同学
会把曾在八路军随营学校培训过
的两位军事干部于化琪、于公
(原名袁永辉，两人均是中共党

员)带回滕县。他们的到来，强
化了训练班的师资力量，于化琪
任政治教员，于公任军事教员。

1938年3月初，滕县保卫战
前奏界河阻击战打响。为支援前
线，使训练班学员经受战火的煅
练和考验，经研究，由王右池组
织训练班部分骨干和农民协会大
部分成员奔赴前线，支援川军作
战。经过紧张筹备，由数百人组
成的担架队、小推车队冒着敌人

的炮火，往返界河与县城之间，
协助部队运送弹药和给养，抢运
和救护伤亡人员。其间，他们多
次遭遇敌机空袭，担架队 10余
人负伤、2人牺牲。正是由于支
前队员们舍生忘死的协助，千余
名阵亡将士遗体被运回安葬，
2000多名伤员被运往临城后方
医院治疗。

农民抗日训练班办到第五期
时，滕县城失守。外县学员大部

分返回本地发动群众，组织武
装。滕县藉学员在党组织的领导
下，积极投身到反侵略斗争中。
尽管善堌农民抗日训练班只办了
五期，但为日后鲁南地区培养了
数百名抗日骨干力量，如杨广
立、杨斯德、司中锋等，为开展
敌后游击战和创建抗日根据地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 建滕县抗日义勇队

□ 组织农民抗日协会

□ 办农民抗日训练班

□ 勇奔前线支援川军

▲ 王右池当年在善堌住过的老房子还保存完好

◀ 王右池晚年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