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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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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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丹心为抗战一片丹心为抗战
———记中共滕县县委第一任书记王丹墀—记中共滕县县委第一任书记王丹墀

王丹墀原名王修庭，曾用
名王益新。1913年 10月出生于
滕州市南沙河镇后仓沟村，少
时就读于本村小学，1933 年 7
月，毕业于济宁中西中学，后任
教于仓沟村天主教会小学。

抗战爆发后，不愿做亡国
奴的王丹墀与同学冯存贵，
1938年正月初七来到善堌，参
加了由李乐平、王见新等人创
办的滕县人民抗日训练班第三
期。在训练班里，王丹墀聆听了
训练班领导人传达的中共中央
关于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学习

了一些军事基础知识，同时也
了解到日寇野蛮侵略所犯下的
滔天罪行。虽然仅受训七天，这
对王丹墀来说却“胜读十年
书”，激发了他拿起武器奋起抗
日的热情，坚定了跟着共产党
干革命的决心。训练班一结束，
他即刻回到仓沟，向同乡和同
学大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
行，宣传抗日救国不做亡国奴
的道理。当时，日军已侵犯到滕
县县城北三十里的界河一带，
邓锡侯的川军正与敌人激烈战
斗着，形势非常紧张。滕县县城

里的达官贵族、平民百姓，纷纷
携儿带女逃难到山里。王丹墀
目睹了这一情景，更激起了他
对日寇的愤慨。他不顾个人安
危，为支援川军奔走呼号。他动
员了同学王传经、王宝仁、狄国
锡等十余人，并带着从一位刘
姓开明地主那里募集到的一支
枪和一百发子弹，参加了滕县
人民抗日义勇队，他被分配到
二中队二排任班长。从此，王丹
墀由一名乡村小学教师，转变
成为抗日队伍里的一名战士。

弃笔从戎 投身抗日战争

1938年3月17日，日军攻占
了滕县县城，人民惨遭日寇的
烧、杀、抢、掳，陷入水深火热之
中。共产党为了拯救人民，在滕
县人民抗日训练班基础上，组建
了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第二
大队，在于公队长的领导下，为
牵制、骚扰敌人，配合八路军对
敌作战，同年4月中旬，在滕南岗
头山设伏，打响了对日作战的第
一枪。此战，炸毁敌军汽车一
辆，毙伤敌数人。6月的一天，义

勇队夜袭了滕县城北铁路大铁
桥、炸翻日军货车 10余节，敌伤
亡3人，使敌军中断交通10余个
小时。

在这两次战斗及以后的岁
月里，王丹墀不怕艰苦，不怕流
血流汗，英勇顽强，赢得了战友
们的赞誉。他还利用行军作战
的间隙，主动教战友们识字、唱
歌、学文化，提高部队文化素
质。由于他表现突出，当年6月，
经渠玉柏、李乐平、王右池三人

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8月，因滕东形势恶化，鲁南

人民抗日义勇总队东征。为继
续开展地方上的工作，保持与上
级党政军机关的联系，党组织决
定留下一个党小组转入地下活
动，并指定王丹墀为组长。此
时，以东江刘广田为首的顽固派
嚣张起来，到处抓人、放火，残害
革命志士及革命家属，致使党小
组的徐培泉、徐广元（均属当地
人）无处隐蔽，不得已返回部

队。这时仅剩下王丹墀一人在
白色恐怖下坚持工作，他在驳山
头以教书为掩护，秘密建立情报
点，通过各种关系、渠道搜集敌
人的兵力部署及活动规律的情
报，经过梳理核实，将情报及时
传递到山里，为我党我军制定对
敌斗争策略提供了依据。在驳
山头村期间，他还发展村民张勇
加入了党组织，使其成为一位出
色的地下女交通员。

积极战斗 赢得战友赞誉

1938年 11月，鲁南抗日义
勇总队司令员张光中、政委李
乐平为加强滕东党的领导，派
熟悉情况的李子成返回滕东开
展工作，命其与王丹墀联系，
发展党的组织，适时建立县
委。李子成回到滕东后，与王
丹墀一道研究了贯彻落实领导
指示的活动措施，并拟定建立
县委的事宜。

1939年 2月的一天，寒风飕
飕，天气阴冷，可是滕县东南大

赵庄李子成的家中却温暖如春，
因为中共滕县县委成立会议正
在这里举行。参加会议的有王丹
墀、李子成、朱绍庭、生碧泉、马
奉莪 5名党员。书记是组织决定
的，由王丹墀担任；各部部长是
经大家商讨确定的。

因大赵庄地处滕东羊庄的
平坦地段，周边无险可据，因
此，县委的办公地点就确定为
大赵庄东北处 10里路的驳山头
村。事实证明，王丹墀他们将

驳山头村确定为县委办公地
点，是有依据的。因为自 1938
年 8月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
东征后，驳山头村一直是王丹
墀以传教先生和小学教师为掩
护秘密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的据
点，这里对于王丹墀来说人
熟、地熟，便于开展工作。而
县委的其他领导同志，如组织
部长李子成，军事部长朱慕
唐，宣传部长朱绍庭等，也都
是“传教先生”，有利于聚会沟

通。驳山头的天主教堂为德国
教堂，日本人不敢打扰，而教
徒成员身份复杂，遍及驳山头
村周边 10余里的各村，便于集
会。另外教堂的地理位置优
越，它在驳山西麓名为“骂人
台”的山崖之下依山整平而
建。教堂南北有哨门和炮楼，
西面为村民住宅，东面没有住
户，往东出门就是驳山的南山
头和北山头，如遇紧急情况，
有利于疏散隐蔽。

成立县委 担任县委书记

19371937年年77月月77日日，，卢沟桥上的枪炮声卢沟桥上的枪炮声，，使使

中华民族的热血儿女们觉醒中华民族的热血儿女们觉醒，，他们纷纷拿起了他们纷纷拿起了

武器武器，，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其中一位脱其中一位脱

下长衫下长衫，，弃笔从戎的滕县教书先生弃笔从戎的滕县教书先生，，就是后来就是后来

成为中共滕县县委第一任书记的王丹墀成为中共滕县县委第一任书记的王丹墀。。

在山亭区山城街道驳山头
村，记者一行在村书记张广华的
带领下，实地探访了天主教堂遗
址。昔日的青石建筑大部分早已
倒塌，但村里的老人们对王丹墀
一直念念不忘。87岁的村民赵景
跃说，当年天主教堂里有学校，王
丹墀就在这里教学、居住，鬼子来
时，跑不动的村民就都躲到教堂
里，因为教堂是德国人建的，鬼子
从来不敢进去骚扰。赵景跃老人
说，他的本家哥哥赵景舟、赵景礼
等人，受王丹墀的影响，也参加了

地下党，他们当年经常在一起打
游击。村民杨运广说，他的爷爷杨
成忠是位南下干部，当年也是在
王丹墀的影响下参加的革命。那
时他们家里是大户，鬼子来后，爷
爷卖地买枪，跟着王丹墀打起了
鬼子。当年驳山头村这个不大的
山村，共有 48家出人出力，跟着
王丹墀参加了革命。

依据天主教堂得天独厚的
地理和安全优势，王丹墀在县委
一班人、驳山头村民和滕东广大
抗日民主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向

日、伪顽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
谱写下千古流芳的抗日篇章。特
别是滕东县大队的成立和铲除
顽敌王玉申、朱十英的反顽斗争
的辉煌胜利，大大鼓舞了滕东人
民的抗日信心和热情，为鲁南抗
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建立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滕东飞速发展的革命斗争
形势使滕县县城的日伪军惶惶
不安，敌人经过一番密谋后，滕
县日伪宪兵队将王丹墀的父亲、
妻子、弟弟等五人“请”进宪兵队

作“人质”，迫使王丹墀就范，借
以达到瓦解滕县县委、扼杀革命
力量之目的。对于敌人的卑鄙伎
俩，王丹墀十分气愤，思想也很
矛盾。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
毅然作出了“抗战到底，杀了我
一家也不回去”的抉择，并把这
句话写到纸上转交给敌人。同时
他捎口信告知家人，干革命

“忠”、“孝”不能两全，请亲人们
多多保重。后来经过各方面的营
救，王丹墀的亲人终于脱离虎
口，敌人的如意算盘未能实现。

不畏强敌 谱写抗日篇章

1941年 10月，滕东县委撤
销，同年12月，王丹墀
调任鲁南专员公署战
时邮政局任局长，从

此，他在邮政邮电战线上一干就
是四十余年。为我国邮电事业的
创立、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83年，王丹墀从领导岗位

退下来后，不顾高龄体弱，积极
撰写回忆录，编纂党史资料。他
还把当义勇队战士时用过的补
丁撂补丁的老粗布印花被子，赠

给滕州党史办，用于加强对青少
年的传统教育。2002年 11月 23
日，王丹墀在武汉逝世。

转战邮电 编纂党史资料

滕县县委旧址

王丹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