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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抗战时期，沧州境内津浦路以西有冀中
回民支队奋勇杀敌，以东则有冀鲁边区回民
支队浴血抗战。两支部队是在什么背景下成
立的？

刘增祥：冀中区回
民支队是马本斋在 1938
年1月组织起的东辛庄回
民义勇队。后来响应冀
中区的号召，到河间进
行整编，和原先的抗日
回族干部教导队合并，
成立了回民大队。冀鲁
边 区 回 民 支 队 成 立 于
1940年 8月 1日，开始叫
回民大队。两支回民支
队成立时间有前有后，
但成立之前就参加了抗
日战争，特别是东部。

冀鲁边的抗日行动
在全国最早。“七七事
变”的次日，沧州东部
党组织和知名进步人士
就分析形势，认为日军
将大举进攻。7 月 14 日
晚，马振华等7人召开了
筹备会议，15日上午正
式宣告成立华北民主抗
日救国组织和救国军，
这是华北最早的抗日组
织，也为冀鲁边区回民
部队的创立准备了力量。

王吉仓：冀中区回
民支队成立情况是，“七
七事变”后，马本斋组
织了抗日回民义勇队，
此 后 经 历 了 改 编 、 合
并、更名等变化。在马
本斋入党后，于 1939年
正式命名为冀中军区回
民支队。

冀鲁边区回民支队
的 成 立 ， 有 多 方 面 背
景。一是这里是回族聚
居区，少数民族受到阶
级压迫。二是较早积聚
了党领导的革命力量，
建立了抗日武装。三是

这支部队组建时，正当
萧华率部转移鲁西，边
区仅剩2个营和几个大队
的抗日力量，日寇回师

“扫荡”，边区抗日力量
空虚。1939 年冬，沧县
县长丁润生和刘震寰商
议并由丁向上级汇报组
建回民武装，得到边区
军政委员会书记周贯五
的赞同。马本斋部丁溪
野和曹奎对冀中回民支
队的介绍，也给边区领
导很大启发。1940年7月
20日，冀鲁边区回民大
队 在 山 东 宁 津 魏 家 庵
（一说宁石寨子） 成立，
8月 1日，又在孟村新县
镇清真寺正式宣告成立。
刘震寰任大队长，王连芳
任政委，初建时由 18名
干部战士组成，至正式宣
告时已发展到 30 多人。
到 1941年秋，回民大队
充实到400余人，遂扩编
为冀鲁边区回民支队。

吕少军：华北民众
抗日救国会和华北民众
抗日救国军是冀鲁边区
回 民 支 队 成 立 前 的 雏
形，于 1937年 7月 15日
就成立了。萧华挺进冀
鲁边后，沧州东部很多
人加入抗日洪流中，输
送了大概 15000多名抗战
力量。随着萧华部队的
转移，冀鲁边区抗日形
势急转直下，回民支队
（大队）成立于这段抗战
最为残酷的时期，是我
军军史上历史最长、活
动地域最广的一支民族
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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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增祥: 抗日战争
中，两支部队分属两个
根据地，但是一直互相
支援、互相支持。如冀
鲁边的何仕兴、冀中的
郭陆顺都为两支回民支
队的整编、改造、教育
成党领导的一支铁军，
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王吉仓：交集有两
个方面。

其一，抗战时期，
冀中军区党委对冀鲁边
区 的 情 况 不 太 了 解 ，
1939 年底决定在津南和
津浦铁路东开辟新根据
地，派丁溪野、曹奎利
用阿訇身份到冀鲁边区
开展工作。当时冀鲁边
区的沧县有县长，丁溪
野从夹衣层中取出冀中
军区党委的任命书后，
冀鲁边区党委代书记李
启华开玩笑说：“这下好
了，我们的沧县抗日政
府有两个县长了”。丁溪
野和曹奎的到来，促使
边区党委和军区最终下

定了组建回民支队的决
心。

其二，两支部队有
两个月的会师。冀鲁边
区回民支队政委王连芳
与马本斋，曾有书信往
来。1942年6月，马本斋
部进入冀鲁边区，王连
芳立即前往看望，进行
了长谈。两天后，两支
部队会师，交流了平原
地区开展地雷战和地道
战、部队教育、回救会
与回民支队的关系等经
验教训。

两支回民支队相处两
个多月，威震敌胆，使日
伪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出
来。马本斋奉命南下时，
给冀鲁边区回民支队、回
救总会留下了几位领导骨
干。王连芳曾满怀激情地
表示：“冀中回支到我
区，时间虽然不长，却给
我们送来了宝贵的经验、
送来了友谊、送来了军
威、送来了干部，还送来
了新的文化……”

主持人：

两支部队或负责人是否有过交集，具体
过程怎样？产生过哪些影响？

追寻沧州红色足迹系列之一

吕少军：冀鲁边是平原，在平原
怎样对日作战是非常严峻的问题。冀
鲁边区抗战军民主要利用青纱帐和黑
纱帐。青纱帐都知道，是利用长高了
的庄稼进行掩护；黑纱帐，主要是利
用夜间与敌人斗争。沧州东部多盐碱
地，荆条很多，这也是有利条件。为
保护荆条不被敌人破坏，战士们用煤
油桶装上炸药和土埋在荆条地里（无
杀伤力），只要敌人逼迫群众一砍荆
条就拉响，群众听到爆炸声就会四处
跑散，然后战士们在敌人背后打几
枪，掩护群众逃离，就砍不成荆条
了。其他如坟头、坡地、沟渠、树
林、民房等，都是平原作战中我军巧
妙利用的地形。

刘增祥：除了青纱帐以外，还有
黄纱帐。以往的高秆庄稼，特别是玉
米、高粱等，到秋天农民就把秸秆连
根儿都刨出来，一到秋冬，平原万里
无遮拦，无隐蔽之地。党组织于是发
动群众，在地里留下秸秆。抗日武装
利用这些秸秆伏击转移、休息，乃至
开会、学习等。地道战和地理地质有
关，沧州东部滨海，地下水位高，挖
两三米就出水了。所以冀中多、冀鲁
边少。

冀中回民支队打了很多漂亮仗。
特别是在建国县附近与日军进行的战
斗，马本斋部在交河到富镇公路的梨
树林里对日本运输队进行伏击，大获
全胜。3天后，日本运输队再次向富
镇进发，他们走到这里，觉得不会再
有事，就放松了警惕。想不到马本斋
在原地又打了一次伏击，大获全胜。
这说明马本斋对于敌我双方指挥员的

心理分析很精准，也展示了他无畏的
革命战斗精神及高超的军事指挥能
力。

刘震寰 1932 年就参加了革命工
作，1935 年入党，1936 年为支援红
军东征还组织了红军铁道游击队，

“ 七 七 事 变 ” 后 组 建 抗 日 武 装 。
1938 年，在沧县仵龙堂附近的沧盐
公路上，他们伏击了日本的一个骑
兵队，击毙了到盐山阅兵的一名日
军大佐，这是抗战中冀鲁边区击毙
的职务最高的日本指挥官。

王吉仓：冀鲁边区回民支队打了
不少漂亮仗。如智取姚庄据点，利用
该回族班长带班站岗之机，刘震寰等
冲进据点，一枪未放，俘虏全部伪
军。如 1943年春天，张九江率手枪
队，扮成送物品的老百姓，大摇大摆
进入敌人岗楼，不到 20分钟结束战
斗。如韩村伏击战，避其锋芒，派小
股部队对敌人进行袭扰，与几千日伪
军在海边捉迷藏，敌军无奈撤退，我
军集结精兵，设伏于韩村，歼敌数百
名。如攻打齐家务、吕桥、李村据
点，通过内应打开门，伪团长起义抗
日，其所辖20多个据点，一夜之间全
部占领等。

主持人：

由山地作战转向平原作战是重要的历史进程，
沧州及周边是平原抗战主战场，两支部队有哪些平
原作战的典型战例？

刘震寰刘震寰马本斋马本斋

刘增祥：他们的家庭都
具有民族正气，马本斋和他
的母亲，是两代英雄；刘震
寰的父亲被北洋军阀砍去了
双脚，但就是这样，老人家
还是骑着毛驴儿，腰里别着
短枪，去各地侦察敌情送情
报。包括他把自己的儿子、
姑爷都拉进了革命队伍。

回民支队为啥取得这么
多战果？是他们救百姓于危
难之中，把群众利益放在首
位。刘震寰转战盐山、孟村
一带，正好赶上春节，为了
不打扰汉族群众，夜里就冒
雪露宿在野外。第二天，即
初一早晨，回民支队才出现
在村口，身上和帽子上都是
雪。百姓纳闷，战士们说，
没事儿，我们在外头住宿，
青天当被、大地当床。这样
的部队怎能不赢得老百姓的

支持呢？
回民支队当中，也有汉

族战士，马本斋对战士们进
行教育，两个民族互相帮
助、互相爱护，对一些习惯
能够互相谅解。指战员有关
心战士的胸怀，战士也服
气，士气足，能打好仗、打
胜仗。

吕少军：冀鲁边回民支
队曾隐蔽在盐山北部的赵庄
一带，当时天非常冷。战士
就是靠着说笑话来转移注意
力避寒，实在冻得受不了，
就摔跤取暖。平原条件非常
艰苦，主要依托老百姓，人
民才是真正的靠山。战士们
就靠大爷大娘们掩护，养
伤、治疗、补给、脱险、获
取情报等。

1945 年麦秋，回民支
队与日伪军激战后撤退，时

为中队长的李思崇的一个班
没能撤出来，只剩下他和机
枪手小吴。敌人再次冲上
来，小吴也负了伤。李思崇
端起机枪杀出包围圈，跑进
村头的麦秸垛 不 见 了 踪
影。敌人找不着，就点着
了一个个麦秸垛，但还是
没动静。第二天，支队反
击，敌人溃逃，人们在灰
烬中发现了李思崇被烧焦
的尸体。烈士伏在地上，
两腿紧紧地并着。乡亲们
含泪翻过他的身子，发现
了那挺机枪。机枪倒放着，
他两臂紧紧护着枪柄，上身
和双腿紧紧贴在机枪上。乡
亲们费了很大劲才将机枪与
他的身体分开。这是回民大
队建立时的第一挺机枪，除
了枪柄被烟熏黑了一些外，
竟没有半点损坏。

主持人：

作战勇猛、纪律严明、军民一家、威武不屈，是两支部队
的共同特点，其间发生过哪些可歌可泣的故事？

回民支队回民支队回民支队 沧州抗战两劲旅沧州抗战两劲旅沧州抗战两劲旅

刘增祥：冀中回民支队
后来到了陕北，担负防卫北
大门的重要任务。随着抗日
和解放战争胜利，这支部队
一部分到了新疆，与张仲瀚
部合并，建设边疆，如石河
子等；一部分到了南方，成
为江西省军区的老底子。冀
鲁边回民支队后来入朝作
战，修建、保护铁路，成为
打不垮拖不坏炸不烂的“钢
铁运输线”，为抗美援朝的
胜利奠定了交通运输基础，
电影《激战无名川》里有生
动的体现。筹建宁夏回族自
治区时，部队干部集体转业
到那里参加组建，成为那里
的各级领导。

他们身上有许多可传承
的红色精神。如刘震寰坚持
实事求是，注意工作方法，
强调工作效率，干部群众都
佩服他。他的地位变了，但
联系群众的作风不变、待遇
变了，艰苦朴素的作风不
变、环境变了，忠贞的感情
不变。他夫人年龄比他大，
还缠着小脚，后来患病多
年，不能自理，但刘震寰一
直把老伴儿带在身边亲自照
顾，终无悔言。这样的领导
干部，是后人学习的榜样。

还有冀鲁边回民支队的
手枪队长张九江，济南战役
胜利后，他已经是团副参谋
长了，听说家乡遭受大旱，
他就复员回来，推一小推车
小米，救了亲属和邻居。后
来，他响应党的号召，又到
了东北林区参加建设。1991
年我在黄骅搞社教，和老人

有过多次交谈。当时他已经
退休。老人身板特别硬朗，
开朗健谈，走起路来腰板儿
直直的。后来，沧州宣传抗
战英雄事迹，张九江的传奇
故事就是重点。

王吉仓：抗日战争后，
渤海军区回民支队挺进东
北，参加了保卫平泉、长春
的战斗，同时，担负哈尔滨
城市执法队任务，保证铁路
运输安全。后来，组建铁道
部队，支援前方作战，抢修
了吉长线、松花江大桥等。
1949 年 5 月 16 日，铁道部
队改编为铁道兵团，抢修粤
汉线提前通车，参与湘桂铁
路续建任务，期间5次出击
剿匪。抗美援朝期间，抢修
鸭绿江大桥便线，取得朝鲜

“317”公里地段“三角地
区”反“绞杀战”的最后胜
利，在反“细菌战”中成绩
显著。停战后，他们帮助朝
鲜修复铁路 178.7公里。随
后，他们参加了新中国铁路
建设，执行抗美援越铁路保
障任务，参加对越自卫还击
战……至 1983 年 12 月 31
日，向军旗告别，结束了
43年光辉的军旅战斗历程。

今年7月16日，经多方
努力，“渤海（冀鲁边）回
民支队纪念馆”开馆。据馆
长、新县村党支部书记刘振
峰介绍，纪念馆收藏了回民
支队使用过的皮箱、水壶、
马灯、大刀、军号，传递情
报用的饭盒，缴获的军刺，
集合用的铁钟等物件，还有
回支战士立功嘉奖证书、军

功 （纪念） 章，供后人参
观、凭吊、缅怀。我们应传
承红色基因，不忘革命初
心，牢记历史使命，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而努力奋斗。

吕少军：光辉事迹和
红色精神很多，如马母绝
食 殉 国，马本斋继承遗
志、继续抗日等家喻户晓的
故事。还有如 1942年，冀
鲁边区发生大旱，地里庄稼
几乎颗粒无收，民众生活极
度困难。战士们靠吃玉米棒
芯、黄菜、枣糠、榆树皮和
槐树叶子等充饥。一次，堡
垒户张大娘把一块地瓜塞进
王连芳的衣兜，他没有吃，
拿出来塞给了刘震寰，刘震
寰没有吃，又塞给了一个小
战士……战士们紧攥着拳
头，眼里噙着泪花。支队参
谋长何仕兴，常把每月两元
钱的津贴送给老乡。1944
年 10月底，一个堡垒村正
办 喜 事 ， 听 说 何 仕 兴 牺
牲，参加婚礼的人都泣不
成声。70多岁的老大爷献
出自己的棺材装殓烈士，
将他安葬在村头，把坟头
培得又高又大……

在沧州大地上诞生的两
支回民支队，写下了中国各
族人民不畏强敌、抵御外辱
的光辉篇章。如今，献县的
马本斋纪念馆、河间冀中烈
士陵园、孟村的烈士陵园、
纪念馆等红色纪念地，凝聚
着的民族奋进的精神，激励
着各族人民为保护家园、建
设家园而奋进。

主持人：

这两支部队都曾转战全国并参与地方建设，其中有哪些光
辉事迹？有哪些遗迹供后人凭吊、传承红色精神？

冀中回民支队战士整装待发冀中回民支队战士整装待发

有关回民支队的电影海报有关回民支队的电影海报

吕少军吕少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