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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间市北石槽乡齐会村，布满弹孔
的老房子和老槐树还保留着，仿佛在诉说
着 82年前那场战斗的场面。齐会战斗纪念
碑前，致力于河间红色文化研究的 81岁老
人孙正开，为记者详细讲述了发生在这里
的齐会战斗。

1939年 4月 18日晚，120师独立二旅
转移到河间齐会村一带，与在该地区活动
的独立一旅会合，进行整训。22日，驻河
间的日军吉田大队约 800人及伪军，携带
两门山炮、80 多辆满载弹药和给养的大
车，北犯三十里铺。贺龙、关向应决心抓
住这一有利战机，集中主力消灭这股敌人。

23日 9时，敌人包围了齐会，向驻该
村的716团3营展开猛攻。三营和冲进村内
增援的715团7连坚守村落，打退敌人多次
冲击，与外线反包围的 716团一、二营形
成对敌人的内外夹击。任丘、吕公堡、大
城敌人相继增援，均被阻击部队击退。

孤立无援的齐会敌人企图突围，向齐

会村和师部驻地大朱村等地大放毒气。正
在大朱村前沿观察战斗情况的贺龙和司令
部 20多人中毒。贺龙执意坚守，戴上蘸过
水的口罩继续坚持指挥战斗。24日拂晓，
敌人向南夺路而逃，从齐会逃到马村、找
子营村、南留路村、张曹村，均连续遭到
贺龙早已布下的伏击部队的打击。25日，
吉田残敌除少数趁狂风大作逃脱外，其余
均被消灭在张家坟地中。

齐会战斗历时三昼夜，歼灭日军 700
多人，生俘7人，缴获大批武器粮秣。

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率领医疗
队，参加了齐会战斗的救援工作，战地手
术室设在屯庄村东南角真武庙内。这里是
只有三间半屋的小学校，离齐会仅 3.5公
里，白求恩在这里连续工作 69个小时，为
115名伤员进行了手术治疗，抢救了大批伤
员。

白求恩大夫是 1939年 2月率东征医疗
队，从晋察冀边区来到冀中前线的。他把

医疗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随冀中军区活
动，一部分由他率领，随 120师活动，直
到7月1日离开冀中。

齐会战斗是日军自进攻冀中以来，最
惨重的一次失败，也是八路军首次取得平
原歼灭战的胜利，创造了平原歼灭战的光
辉范例，打击了敌人，鼓舞了冀中军民的
斗志，震动了全国，对巩固冀中抗日根据
地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战斗结束后，中共
中央书记处为此发了贺电，并对贺龙师长
在战斗中中毒负伤及所有负伤指战员表示
慰问。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也发
表社论，庆祝齐会战斗胜利。

在齐会战斗中牺牲的抗日烈士，有的
埋骨冀中烈士陵园，有的长眠河间市北留
路东村英烈园中。每年清明前后，河间人
民都会前去祭奠。虽然已经过去 80多年
了，但在当地老百姓心中，齐会战斗永远
是光荣的战斗；在齐会战斗中牺牲的烈
士，永远是最可爱的人。

从1942年5月，日军向冀中抗日根
据地进行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妄
图将军分区主力一举歼灭。王远音与分
区司令员常德善研究，为了保存力量，
决定率主力团跳出中心区，到外线寻机
作战。从 4月底到 6月初，一直转战活
动在子牙河以东地区。

6月初，王远音和常德善司令员率
领分区机关和 23 团二营，转移到河
间、献县、建国三县接合部沙河桥以南
地区，接着又转移到献县。6 月 7 日
晚，王远音和常德善司令员根据情报作
出判断：分区机关已被发现，敌人可能
合围。他们立即率分区机关部队继续向
西转移，拂晓前到达河（间）肃（宁）
公路南之顶汪、雪村宿营。

6 月 8 日凌晨 4 点多钟，天刚亮，
肃宁方向出动的敌人进至雪村，与分区
部队遭遇。战斗打响，肃宁、河间、献
县和饶阳等四面之敌蜂拥而至。王远音
当即指挥机关部队从雪村向路北突围。
由于地形开阔，无处隐蔽，日军的骑兵
和车队从两侧迂回拦击。王远音和司令
员常德善英勇杀敌，指挥部队突围。激
战到下午，司令员常德善身中数弹，壮
烈殉国。

常德善牺牲后，王远音悲愤交加，
继续率领战士们突围。这时，大队人马
已被打散，一阵激烈的枪声后，王远音
腿负重伤。面对蜂拥而至的敌人，他从
容地举起手枪，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
自己，壮烈殉国，年仅26岁。

1964年 8月 1日，王远音烈士的骨
灰被安放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2014
年 9月 1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
王远音入选由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
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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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王远音 （1916 年—

1942年），山西省五台县

蒋坊乡泗阳村人。1936

年10月在北平加入中国

共产党。“七七事变”

后，在北平西郊组织抗

日武装。1938年8月，调

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

区政治部主任。1940年8

月，王远音任冀中军区

第八军分区政治委员。

1942年6月，在肃宁的雪

村战斗中壮烈殉国，年

仅26岁。

王王远音远音：：
2626岁岁生命永远闪光生命永远闪光
本报记者 杨静然 本报通讯员 孙福军

本报讯（记者杨金丽） 4月
11日，沧县捷地回族乡傅家圈村
举办首届沧州“大运河桃花
节”。千亩桃花盛开，众多游客
踏青至此，纷纷打卡留念。

从沧州沿运河一路南行，就
到了沧县捷地回族乡。新修的运
河堤顶路上，草木叠翠，桃花盛
开。从御碑苑景区沿运河一路向
西，行不多远，只见阡陌间桃树
妖娆，桃花灿灿，空气中弥漫着
花香。游人徜徉其间，宛如身在
桃花源。

据介绍，自1960年代起，傅
家圈村就开始种植桃树，经过几
十年的发展，这个村出产的桃子
颇受市场青睐。随着近年来乡村
游的火爆，这里又打起赏花牌，
把千亩桃花与大运河、御碑苑、
日军炮楼、津浦铁路、抗日英雄
纪念园等相结合，让捷地成为沧
州人郊游的南花园。

很多游客和摄影师慕名来到
捷地参加桃花节。在傅家圈千
亩桃园里欣赏美景，到御碑苑
感受运河水利文化，在津浦铁

路前缅怀百年历史风云，走进
当初日军侵略者修筑的炮楼，
感受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在
捷地抗日人物事迹展牌前，缅
怀英烈故事……

“原来一说捷地，觉得很
远。没想到从沧州到捷地这么
近！开车不到半小时就到了。”
市民周辉说。听说桃花节的消息
后，她和几个朋友慕名前来踏青
赏花。“置身花海，感受春的气
息，非常美好！有机会带家人再
来桃园再赏桃花。”她说。

本报讯（杨静然 陈
四雄）近日，由青县书法
爱好者李大广书写的 100
米行书长卷完成。这部书
法作品汇集了 17篇中国
经典名篇，重 15 公斤，
共 8000余字，历时半年
多写成，在全国书法界都
属罕见。

在青县李大广的工作
室内，记者见到了这幅书
法作品。《岳阳楼记》《滕
王阁序》《千字文》等 17
篇经典名著，跃然纸上，
清秀洒脱的书风扑面而来。

“几年前，朋友们劝
我写行草长卷，我觉得自
己造诣不 深 ， 没 敢 动
笔 。 想 着 今 年 是 建 党
100 周年，一年前就开
始筹划着写幅作品。”李
大广说，自己选择的是
中国传统名篇名著，用
了半年多的时间，一鼓作
气写下了 17篇、共 8000
多字。

今年 64 岁的李大广
自幼学习书法，是中国楹
联学会会员、河北省书法
家协会会员、河北大学客
座教授。2008 年书法作
品“精气神”入选全国
百名书法家为北京奥运
会写贺词征集活动，作
品 《岳 阳 楼 记》 入 编
《当代华夏两岸三地百名
书法家墨迹精选》，并
被岳阳楼纪念馆永久收
藏。

李大广的百米长卷将
参加京津冀的书法展。

百百米书卷米书卷
汇经汇经典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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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6月8日拂晓，冀中平原肃宁县雪村北，我军与日军展
开了一场恶战，年仅26岁的王远音在战斗中以身殉国。

王远音，原名王鸿业，幼名龙文。
1916年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蒋坊乡泗
阳村农民家庭。1935年夏，王远音出
席太原反对学生军训的会议，8月参加
共产党领导的外围革命团体“社联”，
从此参加革命工作。1936年3月，他遭
到反动派通缉，潜回五台，6月赴北
平。10月，王远音在北平加入中国共
产党。随后，接受党的派遣，到西安张
学良的学兵队受训，并做东北军的工

作。“西安事变”后，王远音离开东北
军回到北平，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1937年 7月 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
动了芦沟桥事变，妄图以武力吞并中
国。危急之际，王远音接受党的指示，
带领北平城里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到
北平西郊组织抗日武装，并参加夜袭北
平德胜门外第二监狱、二道河子战斗，
建立宛平根据地，进袭石景山发电厂等
战斗。

参加革命

1938年8月，王远音调任晋察冀军
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1939年 1
月，到冀中军区第三军分区任政治委
员，对分区所属部队八路军正规化和政
治工作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时，三分区地处冀中平原，是敌
伪统治的腹心地带。日军为了摧毁这块
根据地，不断调集重兵进行封锁、“蚕
食”，斗争环境极其险恶。王远音到任
后，对部队建设和政治工作抓得很紧、
威信很高。当时，三分区是敌后根据
地，他能根据敌人的活动规律，将每个
时期的部队工作安排得很有条理。在他
的带动下，分区“抗敌剧社” 在各村
唱歌演戏，十分活跃。

1940年 8月，冀中各分区与晋察
冀军区统一编序，三分区改称八分
区。王远音任第八军分区政治委员。
他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分区每次
组织战斗，他都积极和军事指挥员一
起研究决策指挥。那时，军分区机关
和部队在一个村庄最多驻扎两三天，
有时天天转移驻地，时间都在夜间。
到达宿营地后，王远音总和军事指挥
员一起，察看地形，分析敌情，拟出
作战方案后才去休息。

日军不断抽集重兵进行分割、封
锁、围攻、“扫荡”，尤其是子牙河以东
的青县、沧县、交河等县。根据上级指
示，王远音和军事指挥员一起组织部
队，在地方武装紧密配合下，发起了任
（丘）河（间）大（城）战役（也称青
纱帐战役），在任丘、河间、文安、青
县等广大地区向敌人展开进攻，端岗
楼，拔据点，粉碎了敌人企图摧毁这块
根据地的阴谋。以后又组织指挥分区部
队开展了青（县）大（城）战役，极大
振奋了抗日军民的胜利信心。

来到冀中

以身殉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