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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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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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 10月 3日，毛泽东
致电刘少奇，希望他到延安参加
党的七大。此时，刘少奇离开延
安已两年，他完成了中共中央交
给他的“发展华中”的任务。
1942年7月下旬，在山东检查工
作结束后，由山东分局驻地临沭
县朱樊村返回延安，途经鲁南过
微山湖，时任鲁南区党委书记张
雨帆，组织部长魏思文带领张冠
伍和十多名安保人员赶到分局接

受任务，组织上制定了两个护送
方案：一是派主力部队一个营护
送；二是由地方派武工队员化装
护送，刘少奇选择了后者。时任
教导二旅旅长的曾国华负责随同
安全工作，张冠伍和鲁南铁道大
队、微湖大队负责探路和后勤保
障工作。当时微山湖周围都是敌
占区，由于事先做好了沿途各据
点伪军的工作，从而顺利通过了
数道封锁线、跨过津浦铁路、抵

达微山湖边的郗山码头。负责接
应的微湖大队，用船只将刘少奇
一行护送到大捐岛，在湖面行驶
中，微山岛上沟北村陈东林、墓
前村姚永祜 （系张冠伍的四舅
父）为船员提供了饭食。

来到大捐岛上，正遇湖西大
扫荡，一时过不去，就在此暂
住。其间，刘少奇先后接见了鲁
南铁道大队政委杜季伟、大队长
刘金山、副大队长王志胜，沛滕

边县县委书记张庆林，微湖大队
大队长张新华和临沙工委情报站
站长杨家顺等人。在听取各方汇
报后，刘少奇就当时的工作作了
五条指示，张冠伍作了笔录。7
月底，鲁西南区党委派员护送刘
少奇继续西行。刘少奇在大捐岛
上作的五条指示，现存在山东省
档案馆。

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许多省级媒体刊发了鲁南人民的抗战故
事，其中有不少文章中都提到了张冠伍——薛城区沙沟镇黎墟村走出的抗日老
战士。日前，张冠伍的儿子同爱人、孩子回到老家黎墟村，在叔伯兄弟张健
（枣庄市国学研究会理事）的陪同下，对父亲张冠伍曾生活工作过的地方进行
了寻访。

张冠伍原名张立峰。1914年12月24日出生在一个亦商亦农的家庭，年
幼时就读于临城三育小学（今北临城小学），后考入山东省曲阜师范学校。
1934年春毕业，回到家乡在茶棚抗日小学当教员、校长。1937年参加鲁南民
众抗日自卫军，任直属营一连连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9月，抗
日战争进入艰苦阶段，八路军115师抵达鲁南，张冠伍所在部队编入115师鲁
南支队，转战在滕县、峄县、兰陵、白彦、费县一带。1940年10月，调入鲁
南区党委任机要秘书。

1940年 7月 1日，中共鲁南
区党委机关报《鲁南时报》在抱
犊崮山下的徐庄创刊，115师政
委罗荣桓为报纸题名。因条件简
陋，先用油印、后用石印，八开
四版，不定期出版，每期印发约
200份，主要在抗日武装组织间
传阅，这份报纸在当时对贯彻党
的方针路线，团结教育人民，打
击敌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鲁南时报》初创时，林乎
加任鲁南区党委宣传部长兼社
长，张冠伍任责任编辑。报上发

表的社论、时评等重要稿件，区
领导罗荣桓、肖华、赵镈、王鹿
水都亲自执笔。特别是张冠伍在
编发铁道游击队、运河支队、微
湖大队、文峰游击队、独立大队
和115师战况等文稿见报前，这
些领导也会逐篇审核。张冠伍生
前曾回忆说：“那年年底，在罗
书记（当时罗荣桓兼任中共山东
分局副书记）住处葫芦套村，召
开关于进一步办好《鲁南时报》
工作座谈会，《大众日报》记者
匡亚明到会讲课使我们受益匪

浅。会上罗书记讲，报纸传播
文化是人的灵魂，《鲁南时报》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诞
生，办报人一手拿笔、一手拿
枪，是保卫人民对革命精神的
响应，也是对抗战的无私奉
献。”张冠伍负责编辑工农干部
的文章，发现有错字错句时，
在括号里加上正确的字句，从
而提高写作者的水平，增强大
家的投稿信心，深受读者的欢
迎，而这一做法受到了时任山
东分局宣传部长李竹如的称赞。

护送少奇过微山湖

撰稿编辑《鲁南时报》

1945年 12月 1日，一千余
名日军在沙沟火车站西侧一片开
阔地里，放下武器，举手投降。
张冠伍身为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
第二情报站站长（负责鲁南区党
委下辖一百多个情报点的工
作），见证了这一时刻。张冠伍
曾回忆，抗日武装铁道游击队在

浴血奋战七年后，终使日寇在沙
沟低头。1945年 12月 3日，《大
众日报》在重要位置以《在我军
事压力政治攻势下鲁南千余日军
向我缴械》为题作了报道。

鲁南区党委、鲁南军区为迫
敌就地缴械投降，命令鲁南铁道
大队、运河支队、工人支队等人

民抗日武装，立即破坏铁路，阻
止敌人逃窜。与此同时，枣庄抗
日军民还奉命破袭了许多重要公
路和敌人的通信设施，使鲁南之
敌变成“瞎子”和“聋子”。在
此期间，朱德总司令发布命令，
要求各解放区抗日军队向被包围
的日军发出通牒，限期投降，对

拒不投降之敌，坚决予以歼灭。
其间，鲁南军区决定派铁道大队
大队长刘金山与日军铁甲列车大
队队长太田谈判。在我军军事压
力和政治攻势下，日军缴出了武
器，举起了双手、低下了头。

见证日寇在沙沟受降

张冠伍参加淮海战役结
束，回到鲁南区机关继续担
任军属管理委员会生产委员
（系党委班子成员）。1949年7
月 24日，从山东分局党校出
发，跟随邓小平、刘伯承南
下，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
野战军西南服务团副团长。
在途中，解放了安徽凤阳县
城、四川秀山（今属重庆）县
城，为10月1日的开国大典献
上了一份厚礼。张冠伍的名字
同参与南下的众多齐鲁儿女的
英勇业绩一起被川、皖人民铭
记。入川后，张冠伍任川东剿
匪工委副主任兼巴县县委书
记，后任江津地委常委兼工业
交通部部长。

1964年，第三个五年计划
开始实施，1965年
初，毛泽东指示

“全面重点抓好三

线建设”。4月 20日，一千多名
济南汽车制造总厂员工，离开家
乡来到四川支援内地建设。根据
中央要“靠山、隐蔽”的战略部
署，厂址选在永川县双路镇山谷
中，建厂时张冠伍到会讲话，当
工人们知道讲话的领导是山东老
乡时，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在后
来的工作上，张冠伍帮助他们解
决了许多生活和生产中的困难。
1967年 7月 1日，红岩牌重型军
用越野汽车诞生，张冠伍作为地
委领导同家乡人一起举杯同贺。

张冠伍的大儿子张鲁渝1968
年高中毕业，张冠伍带头遵照毛
主席指示，给儿子张鲁渝报名回
山东老家插队务农，跟着爷爷、奶
奶、婶母学种地，接受贫下中农再
教育。劳动中，时常受到公社书
记杨学聚、大队支书褚思章的表
扬，后考入北京矿业学院。鲁渝
把亲身经历的往事写成《回乡插

队在黎墟》，在媒体上发表，后
收编进《薛城文史》一书出版。

1979年 3月，张冠伍的二弟
张立昆时任薛城区计划委员会副
主任。张立昆和薛城区农业委员
会副主任曹广修到渝出差，完成
公务后，张冠伍带他们一行五人
重点参观了永川地区的农副业。
就家乡来人咨询茶树种植，张冠
伍安排地区农口的专家、教授给
予讲课。1986年秋，张冠伍回山
东探望祖父母时，听说南常公社
在山坡上植茶成功特别高兴。

树冠摩天，不忘根深。张冠
伍虽然离开山东，但依然挚爱着
这片热土，给子女们取名鲁渝、
鲁南、鲁玲。两个儿子很小时就
被送回老家读书，接受齐鲁文化
思想。张冠伍一生立党为公，
1954年，张冠伍的妹妹张立英从
老家来四川，希望哥哥给她安排
工作。张立英在哥哥张冠伍家住

了三个月，张冠伍不断做妹妹的
思想工作，希望她回到家乡建设
社会主义，最终妹妹返回山东，
嫁到滕州姜屯镇仇官庄村，后当
了村委干部。

2000年元旦，重庆市委领导
前来慰问病重在床的张冠伍，
问：“张老，你还有什么要求
吗？”张冠伍回答：“党和政府对
我照顾得很好，没有别的要求。
但有一点，我死后不搞仪式、不
开追悼会，不通知老家亲人。”

2000 年 1 月 17 日张冠伍去
世，1月 19日，中共重庆市委在
《重庆日报》一版刊发张冠伍生
平，评价：“张冠伍同志为祖国
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奉献了光
辉的一生。”

“古村黎墟走出家，鲁南大
地跃战马。南下执政再冲锋，
为国为民把敌杀。”这是抗日老
战士张冠伍一生的真实写照。

为国家解放一生无悔

鲁南大地跃战马鲁南大地跃战马
———记—记《《鲁南时报鲁南时报》》编辑张冠编辑张冠伍伍

张冠伍1949年在鲁南区党
委工作照。

张冠伍撰稿编辑的《鲁南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