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持人：

抗战时期，沧州区域有冀鲁边和冀中两
大根据地。在根据地，我党是如何密切联系
群众、发动艰苦卓绝的民族抗战的？

刘德利：冀鲁边区根据
地之孟村地区是民族聚集
区。党组织通过以下几种方
式，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民族
抗日斗争。

一是建立堡垒户、堡垒
寺。抗战初期，日伪汉奸刘
佩臣利用反动口号，妄想瓦
解人民的斗志。当地党组织
提出“国家民族共存亡”等
口号，针锋相对，进行斗
争。与此同时，派出敌工秘
密开展活动，使日寇、汉
奸、特务防不胜防。在乡里
建立堡垒村，在村中发展堡
垒户，在民族活动场所建立
堡垒寺。堡垒村、堡垒户、
堡垒寺的群众不畏艰难，不
怕牺牲，作出了突出贡献。

二是时刻把人民利益放
在首位，模范执行“三大纪
律八项注意”。冀鲁边区回民
支队支队长刘震寰每次行军
过村，都去看望烈士家属和
乡亲，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战士们担水扫院，耕田种
地，与群众亲如一家。1941
年8月下旬，日寇在宣惠河两
岸烧杀抢掠，仅粮食和衣物
就装满了 16大车。回民支队
组织截击，把群众财产夺了
回来。1943 年，久旱不雨，
敌人封锁森严，部队给养极
为困难。为减轻群众负担，
指战员们常以枣糠和苜蓿为
主食，或用棉籽、干黄菜磨
成面蒸团子，有时用玉米
瓤、榆树皮和树叶子等充
饥。乡亲们纷纷把节省下来
的粮食送给回支兄弟，可部
队却只留少部分粮食用于伤

病员，且照价付款，其余退
还。

三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
民族和宗教政策。部队不允
许战士有任何违反民族生活
习惯和危害民族利益的行
为，深得各族人民的支持和
信赖，人们都以子弟加入部
队而感到光荣。由于回民支
队正确贯彻执行政策，不少
宗教界人士加入到抗日行
列，多次冒险保护藏于清真
寺内的干部战士。

群众把自己的命运和回
民支队紧紧联系在一起，把
战士当成亲人。部队住到哪
里，乡亲们就热情地腾屋腾
炕，嘘寒问暖；部队打到哪
里，乡亲们就支援到哪里。
每次取得胜利后，乡亲们总
要带着最好的礼物去慰问。

张 莹：民族抗战我们取
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就是我
党密切联系群众、团结群
众，形成了强大力量。首
先，我党在抗战时表现出的
坚定和顽强，鼓舞了人民的
抗敌斗志，使群众时刻感受
到抗日力量的存在，鼓舞着
人们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挽救民族于危亡。其次，在
抗日战争中，真正的共产党
员，都坚决遵守党的号召，
一切以群众利益为先，以民
族利益为上。打鬼子的同
时，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
群众、维护民族利益。党员
和抗日战士带头为群众服
务，与群众打成一片，建立
起鱼水深情。对团结人民进
行战斗具有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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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八仙桌”系列访谈

主办：沧州日报
承办：沧州日报《人文周刊》

追寻沧州红色足迹系列之三

主持人：

人民群众以什么样的方式，融入到抵御
外侮、锄奸杀敌、保护党员干部、积蓄抗战
实力中来的？

孙正开：河间流传着这
么一句话：“东村的乡，西村
的线，双塔的公安局，半截
河的联络站。”每句话都有一
个含义。特别是联络站，就
是掩护站，负责保护过路的
干部，为军队送军粮、送物
资，它是民众自发组织，在
党的领导下工作。抗战时
期，日寇包围了河间兴村，
把怀疑对象集中在一起，让
老百姓认。如果认识，说是
亲人，就可以领走。最后剩
下一个八路军战士，还没有
人认，形势非常危急。这时
一个姑娘站出来搂着这个战
士，说是自己丈夫，拉着往
家走。汉奸说，如果是你丈
夫，你们就亲亲嘴。姑娘非
常大方地和战士亲了亲嘴，
然后就把他领到自己家。这
是我拜访孙毅将军时，他亲
口讲的。他讲得非常动情，
我听得更动情。

张 莹：堡垒的巨大作用
在抗日相持阶段，表现得最
为充分。“五一大扫荡”后，
冀中和冀鲁边根据地被敌伪
分割，斗争异常艰难。抗日
武装化整为零，一夜会转移
好几个地点。如果没有群众
堡垒，抗日武装将难以进行
斗争。群众拿起武器，利用
地道、交通沟、青纱帐等多
种形式，对敌进行袭扰。当
时，“村村相联、户户相联、
一村遇险，村村支援”，全民
皆兵。沧县人民一手拿锄，
一手拿枪，开展大生产运
动，保障战时供应。妇女们
积极为子弟兵做军鞋缝军
衣、递送情报、站岗放哨、
抬担架、救伤员。儿童也参
加抗日，协助民兵站岗放
哨、送信带路、侦察敌情、

防奸防特。
刘德利：根据地人民采

取各种形式对敌斗争。如：
修交通沟，建破路队，破坏
敌人通讯设施。交通沟纵横
交错，遍布各村，能阻滞敌
人进攻，保护自己。破路队
先后破坏敌占区修筑的盐山
至 南 皮 孙 清 屯 （时 属 沧
县）、盐山至新县、盐山至
沧县等 4 条公路。敌人白天
修好，破路队夜间挑开。青
年抗日先锋队民兵经常配合
中心村武装队、区中队，破
坏敌人的通讯设施。仅抗日
堡垒村杨村民兵，3 年以来
割掉的电话线就扔了满满一
井。群众进行反“经济封
锁”，禁止附近向敌占区贩
运粮食、棉花等农产品；距
日伪据点 5000 米以外的村
庄，坚决不给敌人拿钱、拿
粮，不出民伕；距日伪据点
2000米的村庄，能不给就不
给，能少给就少给，能晚给
就晚给。敌人控制煤油、火
柴、纸张、布匹、医药等物
资，军民就用豆油、毛头
纸、土布、中草药取代。妇
救会发动妇女站岗放哨，救
护伤员，传递情报，做军
鞋。女共产党员高洪军，白
天走街串户，发动妇女，晚
上与其他党员贴标语、撒传
单。各堡垒村党支部在区委
领导下，协助部队征粮筹
款，动员适龄青年参加抗日
队伍。日伪据点附近的群众
多次配合回民支队到据点前
喊话，教育策反伪军，镇压
汉奸。在反“蚕食”斗争
中，民众把英雄事迹搬上课
堂，把日本侵华暴行编印成
宣传材料，发到各村，取代
日伪课本。

主持人：

革命堡垒是用血泪凝聚而成的，我们的
群众作出了哪些巨大牺牲？

孙正开：我准备了
一组数字，这组数字是
用血泪写成。 1942 年，
日 寇 发 动 “ 五 一 大 扫
荡”，对冀中实行了灭绝
人性的“三光”政策，
给 根 据 地 造 成 空 前 灾
难。6万多平方公里的面
积被分割成 2676块，建
立 了 1750 多 个 据 点 炮
楼，修筑了 7500多公里
的 专 用 公 路 ， 开 挖 了
4000 多公里的封锁沟。
我军部队伤亡 4671 人，
减员 5500多人，区级以
上地方干部牺牲三分之
一，村民 2 万多人被杀
害，5万多人被抓送做劳
工，大批物资被扫荡一
空，一时间，“无村不戴
孝，户户闻哭声”。面对
严酷的形势，一心爱民
族、爱国家、爱军队、
爱抗日干部的堡垒户，
宁愿自己牺牲，也要保
护抗日军人的安全，作
出了重大牺。这组数字
证明，在那样困难的情
况下，老百姓把党看成
指路明灯，把革命战士
革命干部当作主心骨，
当成亲人，时刻用生命
来保护他们。这些堡垒
户，保存了抗日火种，
为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
献。

张 莹：据不完全统
计，抗战期间冀鲁边区
的沧县抗日干部、战士

和 群 众 被 害 人 数 多 达
7779 人，其中男性 5168
人，妇女 2611人；经济
上，以抗日战争胜利时
的全县总人口 219235 人
折 算 ， 人 均 损 失 高 达
6330多元（北海币）。山
东省档案馆有关文件，
记载了抗战期间沧县仵
龙堂村群众被害和财产
被毁的主要情况：仵龙
堂村是堡垒村，时有 310
户，是“三光”政策的
重点区域。1940 年农历
八月二十七，仵龙堂村
被日寇包围 3天 3夜，烧
成一片废墟。房基砖、
井里砌的砖被扒去盖了
炮 楼 。 共 计 毁 坏 房 屋
4695 间，流亡乞讨 148
户，寄居他乡 94户，失
散 76 户，被惨杀及吓、
愁而死的 44人，被打伤
打残的 19人，毁坏农具
15651 件 ， 衣 服 13761
件，被褥 4314床，粮食
453653市斤，驴3头，猪
羊153头，鸡1213只等。

刘德利：根据地人
民同敌人进行了艰苦卓
绝的斗争，堡垒村、堡
垒户、堡垒寺的人民更
是作出了巨大牺牲。有
些 堡 垒 村 曾 经 村 毁 人
亡。1942 年，驻新县据
点日军三森和驻沧州日
军头目长谷川，接连三
次“围剿”抗日堡垒村
杨石桥，烧光了全村房

屋 ， 杀 光 了 全 村 的 家
禽，抢光了群众的牲畜
和财物，屠杀抗日军民
20 多人。7 月 25 日，盘
踞盐山县城的 300多名日
伪军，将大姚庄(今东西
姚庄)、后姚庄包围，以
搜捕共产党、八路军为
名，将群众赶在一起，
用木棍、皮鞭等抽打之
后，开枪打死 7人。1942
年秋，5000 多名日伪军
在石桥、新县一带杀害
无辜群众 150多人。仅新
县一村就有 25 人被杀。
从 1940年到 1942年，日
军共在孟村一带杀害群
众达 1300多人，烧毁房
屋万余间。有些堡垒户
为 革 命 不 仅 失 去 了 房
屋、财产，还献出了生
命。塔上村是一个堡垒
村，刘志刚大娘家就是秘
密交通站，她扮成要饭的
模样为抗日队伍送情报，
丈夫被敌人杀害后，坚持
送次子参加回支。不久，
她的次子牺牲，房屋也被
敌人烧毁。在灾难面前，
刘志刚大娘又送长子参加
了回民救国会。刘大娘多
次遭敌人严刑拷打、受
尽折磨，却从未屈服，
经她保护的党的干部和
子 弟 兵 达 几 十 人 。 另
外，孟村区域 20多座堡
垒清真寺皆因掩护和抢
救抗日力量遭到过日寇
毁坏。

主持人：

在有关回忆录和民间流传中，有哪些群
众掩护革命干部和战士的故事？

孙正开：“齐会战斗”打响后，
白求恩冒险到河间四公村为伤员做检
查。检查完后，他被敌人包围。突围
时，白求恩骑的马鞍具没备好。危急
时刻，四公村的两位群众挺身而出，
给白求恩整好鞍具，亲自牵马，冒着
生命危险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刚才
我发了几张照片，是当时贺龙部指导
员张银山的名片和他写给堡垒户的
信。信的背景是，抗战时，张银山在
堡垒户家住，把房东看成亲哥哥、亲
嫂子，把重要文件交给房东保存，后
因战斗需要取走文件之前留下这封
信。重要文件交给堡垒户保存，可见
这家堡垒抗日的纯粹性。还有我本族
爷爷为保护戴季农、林峰等革命干
部，被日本鬼子毒打，铁锨把都打断
了，他也不承认。他叫孙慎龄，是河
间诗经村半截河村人，人们管他叫

“打不怕的孙五”。后来，被保护的干
部常托人带信来，管他叫五哥。

张 莹：在沧县，有堡垒户兰竹
坡、卢秀英、周兰芬、邢大娘等，还
有许多没有名字的，如为掩护抗日战
士捂死自己女儿的大嫂，她们的故事
可歌可泣。

沧县茅草洼村兰竹坡一家就是典
型。抗战爆发后，兰竹坡参加抗日救
国活动，1941年，他与长子兰丕涛
被捕入狱，遭酷刑折磨。出狱后，他
立即将兰丕涛送到沧县抗日政府，随
后又将 16岁的二女儿兰淑玮送上革
命道路。不久，他又把大女儿兰岩青
和 15岁的小女儿兰英、11岁的次子
兰丕桢送进抗日队伍。5个儿女全部
投身抗日战争，并先后入党。沧县五
区区长兰丕炜因事回茅草洼，被敌特
侦知包围。敌人搜索不到兰丕炜，再
次抓走兰竹坡刑讯逼供。兰竹坡咬紧
牙关，拒不吐露真情。抗战期间，在
沧县工作过的孙轶青、王沛云、张厚
智、刘德甫、孙志宏等都曾长住兰竹
坡家，在他家人的保护下展开工作。
兰丕炜家也是堡垒户，兰母不仅支持
儿子抗日，自己也参加了抗日工作。
县区抗日干部孙轶青、张厚智、王沛
云等，也都在她家开展过抗日工作。
一次，一位抗日干部被敌人包围在她
家，兰母急中生智，让这位干部躺在

炕上，说这是她的儿子，得了严重的
传染病，吓走了敌人。

1942年冬，沧县五区妇救会主
任晓山在中涨沙村被敌人包围。堡垒
户李大娘临危不惧，让晓山装作李家
二女儿，“母女”二人纺线、做饭蒙
骗敌人。敌人抓来村干部，在李家院
子里吊打拷问，村干部一口咬定“村
里没有八路军”。敌人又哄骗李家的
小孩，两个小孩机智地称晓山为“二
姐”，终于骗走了敌人。当晚，晓山
转移到王宅村积极分子五嫂家借宿，
恰被同一伙敌人围住。五嫂急中生
智，安排几个妇女假装做针线活，她
说：“这是我姨家二表妹，来走亲
的。”再次骗走了敌人。同年，沧县
妇救会王木兰在某村被日伪包围，与
群众躲进一个小场屋。有个孩子吓得
大哭。危急关头，孩子的母亲脱下孩
子一只鞋，捂住了她的嘴。等敌人离
开时，孩子已没了呼吸。

刘德利：中共沧县县委委员、组
织部长李延年，到台庄工作时常住村
长李保祥家。李保祥十几次护送李延
年。1942年9月的一天黎明，敌人直
扑台庄，正赶上李延年一家三口住在
这里。李保祥掩护李延年奔向东洼青
纱帐时，李延年的爱人和孩子却不见
了。李保祥跑回村，发现她娘俩正守
在自己卧床不起的母亲身边。本来李
保祥可以把三人同时救走，但那样
将大大拖延时间。情况紧急，他留
下母亲，先将她们救出。当他返回
时，敌人的机枪正向村里扫射。
1941年冬，日寇在董林村拷打董恩
波，让他指认党的干部，他闭口不
说。日寇将他吊在大槐树上，点着
木柴熏烤。他几次昏死过去，醒后
又被灌辣椒水，受尽折磨，但他宁
死不屈，不吐一字。王庄子交通站
长冯宗凯曾 3次被捕，敌人威胁逼
供，冯宗凯大义凛然。敌人再施以
电刑，造成他神经痉挛，但始终没
屈服。脱险后，冯宗凯留下头疼摆
动的后遗症，仍坚持为党工作。这
样的事迹还很多，仅塔上村就涌现
出黑连爷被敌人打断肋骨不松口、
假认干部刘景亭为孙子、刘三爷冒
死智救干部刘石勇等英雄壮举。

主持人：

关于革命堡垒，当前做了哪些研究工
作，有哪些遗迹可供凭吊？

张 莹：堡垒户，无论是从精神
层面还是物质层面，对根据地生存和
发展壮大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感人的
事迹和故事，不断被挖掘出来，呈现
在媒体和各种宣传媒介上。通过挖掘
整理，人们真切地体会到群众和党的
鱼水情。正是这种情感才创造了历史
奇迹，这种精神的传递，必定会为地
方建设提供精神食粮。目前，沧县有
的村庄，已把烈士墓地进行修整，以
更好地让后人凭吊缅怀，激励大家努
力奋斗。

刘德利：抗战时期，新县村是一
个堡垒村，新县清真寺是一座具有光
荣革命传统的清真寺。1940年 8月，
渤海回民支队就诞生在这里。为追寻
先烈足迹，传承红色基因，在此创办
渤海回民支队纪念馆的呼声日渐高

涨。在上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支持
下，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2021
年7月16日，纪念馆终于落成。在建
馆过程中，本人作为主要参与者搜集
整理资料，策划展馆布局，编辑展览
内容，为打造这一红色教育基地贡献
了一份力量。此外，本人参与建设的

“津南革命纪念馆”“孟村回族自治县
烈士陵园”，也是供后人凭吊的红色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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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利刘德利张张 莹莹孙正开孙正开

火烧自家门楼智
救战士的邵敏，送五
子女参军的兰竹坡，
宁愿抗战血染衣的大
娘崔兰仙。（人物从
左到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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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轶青看望当年的堡垒户孙轶青看望当年的堡垒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