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色记忆红色记忆
留在城市深处留在城市深处

□ 杨金丽

沧州是一片古老的土地，1500
多年建城历史赋予它斑驳的色彩，
深邃的目光。

沧州又是一座崭新的城市，75
年前，一大批英勇的战士，用热血
和生命夺得了青沧战役的胜利，换
来了沧县城的解放。

三天两夜，烽烟炮火。青沧战
役中，他们把鲜血洒在这片土地
上，赋予这座城市永远不会磨灭的
红色记忆。历史不会忘记，75 年
前，朱德总司令在河间后黑马张庄
运筹帷幄的战争智慧、沧州城头那
隆隆的炮声、大运河畔那冲锋的呐
喊……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一天：6
月15日。这是红色沧州的诞生日。

当时光滑过75个岁月，沧州已
成为一座日新月异的美丽城市。细
细寻访，你会发现，那段红色记
忆，就留在城市深处。

运河边的一座百年老宅里，主
人说，青沧战役时这里曾驻过解放
军战士，大后方的人们一拨拨地赶
来支援，送军粮、搭云梯、抬担架
……沧州商城繁华商圈中，一处房
子闹中取静。93岁的离休老干部王
玉贵，就是青沧战役的一名老兵。
75 年来，他在此居住，看云舒云
卷，沧桑巨变。胜利公园里，奋勇
的战士、重伤不下火线的营长、运
筹帷幄的指挥官……英雄的雕像，
仿佛把人的思绪带回到75年前。青
沧战役的历史画卷，由此而打开。
解放桥畔杨柳拂堤，车水马龙。军
桥硝烟已经远去，这盛世正如他们
当年所愿。

当年亲历过青沧战役的老兵
们，大多已经作古，但他们奋勇攻
城的故事，终将不朽，留在城市深
处与史册之中。

晋察冀野战军浴泥踏水晋察冀野战军浴泥踏水，，奋勇攻击兴济奋勇攻击兴济

晋察冀野战军炮兵一团向青沧作晋察冀野战军炮兵一团向青沧作
战地区开进战地区开进

解放军大部队浩浩荡荡开进沧县城解放军大部队浩浩荡荡开进沧县城

1947·75年前的那场战争

繁华的沧州商城商圈里，有一处
幽静的小院，93岁的王玉贵正坐在躺
椅上晒太阳。他是目前健在的为数不
多的参加过青沧战役的老战士之一。
当年，他是个18岁的小战士。

我们的到来，打开了老人记忆的
闸门。他打开电视，为我们播放青沧
战役的光盘。床前，挂着他生平第一
张照片——青沧战役胜利后，他在沧
州城内一家照相馆里拍下的留影。

当视频镜头切到一个肥头大耳、
面相凶残的男人时，老人高声说：

“刘佩忱！”
得有多大的恨，让93岁的老人还

记得这个早在1947年沧州解放后就被
处决了的伪沧县保警总队队长、伪城
防司令。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单方面撕毁
和平协议，悍然发动内战。1947年，
解放军在几个战场上打退了蒋介石的
猖狂进攻。5月21日，中央军委致电
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决定发动青沧
战役，牵制平津之敌，配合东北野战
军的夏季攻势。

那时的沧州城，蛇蝎盘踞。抗战
胜利后，肃宁、河间等县相继解放，
13个汪伪流亡政府龟缩到沧州，苟延
残喘。刘佩忱对革命群众赶尽杀绝，
在运河两岸掀起一股腥风浊浪。

为了打通冀中、渤海两个解放区
的通道，牵制平津之敌，晋察冀野战
军奔袭东进，兵临沧州城下；渤海一
军分区挺军北上，迅速扫清南北外围
之敌，冀中八军分区部队配合作战，
在青沧一带形成铁壁合围。

青沧战役中，王玉贵参加了解放
捷地、解放沧县城两次战斗。他是渤
海一分区的一名年轻战士，对敌人恨
之入骨：“消灭刘佩忱、解放沧州，
是我们这些地方战士日夜盼望的事
情，这一天终于来了！”

故去的英雄 永远的记忆

2007 年，青沧战役 60 周年时，
记者曾到北京采访盛治华、王世延、
鲁英等当年参加过青沧战役的老将
军、老领导。而今，他们虽已作古，
但采访时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开国少将盛治华，青沧战役中任
晋察冀野战军第二纵队六旅旅长，指
挥部队攻克军桥。采访时，他已91岁
高龄，正在北京301医院住院。说起
青沧战役，身经百战的老将谈兴很浓。

“1947年，朱德总司令在行唐县
对晋察冀野战军发表了鼓舞士气的讲
话，，晋察冀野战军二纵队四晋察冀野战军二纵队四、、五五、、六六
旅步行来到沧州旅步行来到沧州。。当时我们的分工当时我们的分工
是是：：四四、、五旅作为主力五旅作为主力，，从南侧向北从南侧向北
打打，，阻挡南面敌人增援阻挡南面敌人增援。。我所在的六我所在的六
旅自西向东打旅自西向东打，，配合主力部队作战配合主力部队作战。。
但在实际战斗中但在实际战斗中，，我旅攻克军桥后我旅攻克军桥后，，
成了攻城的主力成了攻城的主力。”。”盛治华说盛治华说，，当时当时
军桥久攻不下军桥久攻不下，，他一声令下他一声令下：“：“黄昏黄昏
前一定要拿下军桥前一定要拿下军桥！”！”他说他说，，六旅不六旅不
仅成为仅成为攻城的主力部队，也是缴获武

器最多的部队。在庆祝沧州解放的大
会上，盛治华代表纵队宣读了嘉奖
令，他所带领的十六团荣获集体大
功。

盛治华于2017年去世，享年101
岁。那一年，正是沧州解放70周年。

当年担任渤海一分区18团政治处
主任的王世延，带了一个营的兵力在
沧州城北作战。从动员到准备、攻
城、清除残敌，他参加了解放沧州的
整个战斗。

攻城时，他们和晋察冀野战军汇
合到了一起。渤海一分区负责组织炮
兵进攻。他们连续三次在城墙下进行
爆破，随着第三声爆破声响起，城墙
炸开一个大豁口。王世延带领突击队
首先登城，但由于风狂雨急，突破口
处泥泞难攀。

“搭人梯！”王世延果断下令。狂
风暴雨中，他带领战士搭起人梯，上
拉下托，奋勇登城。“进城后，有敌
人问口令，五连连长王效珂一声不
吭，端起机枪猛射一阵，带领战士向
上冲。敌人边跑边喊：‘解放军打进
来了，解放军进城了!’如惊弓之鸟纷
纷逃窜。”他说，“当时的战斗场面真
激烈，烟雾腾腾、炮火连天，但我们
尝到了胜利的巨大喜悦。”

王世延后任北京卫戍区副政委，
2015年去世。

那些故事荡气回肠

让我们记住这些英雄的名字——
刘政，当年16团一营营长，激战

中，他头、腹、大腿三处负伤，坚决
不下火线，硬是让两名战士架着，继
续指挥战斗，直到夺取军桥，攻上城
墙。

王振祥，攻打军桥的爆破班班
长，敌人用猛烈的火力封锁住军桥，
他拖着负伤的身体，匍匐前进，为胜
利打开了一条洒满鲜血的道路。

李国英，登城攻城连代理连长，
他带领战士们在如林弹雨和疾风暴雨
中，最先登上沧州城墙。

还有那些鲜血染红运河水，却连
名字都没留下的烈士……

青沧战役40周年时，英雄营长刘
政说的不是自己如何英勇战斗，而是
对沧州人民鱼水情的深深感怀：“战
斗前，老百姓抱着战士们的腿问需要
什么。我说我们要用老百姓的梯子。
老百姓的梯子小，我们用钉子把它接
上，用作登城的云梯。老百姓给我们
送饭，送的是米饭、面条。一次我们
开战前会，刚一结束，老百姓正好送
来米饭，还热乎着。”说到这，英雄
营长掉泪了，继而动情地说：“实际
上老百姓是在给战士们做战前动员，
这是最好的战前动员！”

一位住在沧州仁义胡同的回族老
大爷张福祥，也留在青沧战役的史册
上。激烈巷战中，他奋不顾身地去抢
救自家屋顶上受伤的解放军机枪手
时，一颗子弹将他射中。老人的儿子
张宝和紧跟其后上房救人，他先把战
士背下来，交给母亲，返身再去救父
亲时，张老汉已经倒在了血泊中。

战争的烽火铸造了英雄的战士，
也铸造了英雄的人民。数以万计的民
兵和群众进行后勤支援。他们运送军
粮、军火、救护伤员。据统计，渤海
一分区和冀中八分区发动组织了
41000 多名民工、 2280 多副担架、
1460辆大车、15万公斤蔬菜、2万公
斤面粉，支援前线。人民成为赢得这
场战役的无名英雄。

让我们记住这一天：1947年6月
15日。这天一早，雨过天晴，沧州解
放。城门大开，男女老少敲锣打鼓，欢
天喜地迎接解放军进城。凯歌声中，解
放军把象征胜利的红旗，高高地插在当
时沧州的制高点——钟鼓楼上。

重回重回19471947————

那些故事荡气回肠那些故事荡气回肠
当人们走过清风楼、朗吟楼、南川楼时，是否知道，运河

东岸那座高高耸立的面粉厂，1947年曾是国民党的一个城外据
点。从这里望去，今天和昨天仿佛重合在一起，红色记忆的闸
门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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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前夜

中央军委发出了“配合东北
作战，不使敌人向东北增援”的
指示。6 月 12 日，晋察冀野战军
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罗瑞卿亲自
指挥，发起了青沧战役。

——摘自《中国共产党沧州
历史》

说到青沧战役，不能不提
朱德总司令以及河间后黑马张
庄。战前，朱德住在这个村，
对青沧战役进行决策部署，晋
察 冀 野 战 军 总 指 挥 部 也 在 这
里。 6 月 10 日，朱德在河间县
冀 中 军 区 干 部 会 议 上 的 讲 话
中，着重阐明“一定要贯彻打
歼灭战的思想”。

75年前的 6月，也是这般烈
日当空，麦浪滚滚。晋察冀野战
军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
卿受命，率 3个纵队从平山等地
出发，浩浩荡荡开赴沧州。

第一站：青县马厂

三纵第八旅于6月12日15时
以隐蔽动作徒涉运河。16时向唐
官屯发起攻击，至13日拂晓全歼
河北保安第二总队一个大队 500
余人，同时攻克陈官屯。第七旅
攻克马厂，控制了减河铁桥。

——摘自《中国共产党沧州
历史》

1947年 6月 12日，青沧战役
正式打响。为防止敌人大规模向
天津逃窜，战役由北向南展开。

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兵分
四路，分别向陈官屯、唐官屯、
马厂、青县进发，在唐官屯打响
了青沧战役第一枪。唐官屯今属
天津静海管辖，沧州境内青沧战
役的首战场在马厂。

第二站：青县

12日天黑后，九旅25团杀向
青县火车站，次日晨攻克。26
团、27 团开始从东面攻击青县
城，彻夜激战未果，转而涉水从
两翼进攻，至14日凌晨一点半结
束战斗，青县获得解放。

——摘自《峥嵘岁月》
风光秀美的青县，75年前的

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当时的青县城是敌人在津浦

铁路北段、天津南面的据点，城
垣三面环水，东临运河。敌人堵
死三门，仅留东门出入，城外还
修了大量防御工事。

让我们在这里进行一次时空
转换，再现75年前的战斗场面。

13日拂晓，九旅 25团占领青
县火车站后，迅速西进，扫清外
围据点，一直压到运河边，切断
敌人退路。

27团从侧翼涉水进攻，包抄
敌人后路，其余部队从正面牵制
敌人。当夜 24时，各部队冒雨攻
城。指战员们穿墙过院逼近敌
人，推毁城楼。27团突击队炸开
城门，26团登城队同时登上青县
城墙。激烈巷战后，14 日一点
半，我军占领青县城。

第三站：兴济

14日10时，守敌高鸿基部负
隅顽抗，32团调来大炮，呼啸的
炮弹炸开围墙，突击队通过缺口
迅速突入镇内，大部队陆续进
入，与敌展开巷战，有战士将一
面红旗插在镇中心的烟囱上，兴
济宣告解放。

——摘自《峥嵘岁月》
沿着《青沧战役狙击图》行

至兴济，当年的主战场之一，如
今已成为兴济小学。书声朗朗
中，谁能想到，这里曾是枪林弹
雨的战场。

75年前，兴济是天津守敌设
置在津浦路北段的一个重要据
点。兴济镇东、南及东北是沼泽
地，西北地形开阔，镇西紧靠运
河，城内外设防严密，工事坚固。

6月 12日夜，兴济攻坚战打
响。晋察冀野战军四纵兵分四
路，向兴济进发。

14日10时，强攻开始。11旅
32团担任主攻，很快占领北门外
的炮楼，与敌人对峙激战。15
时，突击队沿河东岸飞快前进，
炸开通路，越过护城河，突入镇
内。北门、西南角相继攻克。后
续部队入城与敌人展开巷战。19
时，敌人大部被歼。

第四站：捷地

四旅10团绕道运河堤，跨越
南减河，短时间内先后攻克荣官
屯、王希鲁、曹庄子 3 个据点；
11团跨过南减河后立即奔袭张家
坟据点……13 日 1 时攻占捷地火
车站。11 团发起冲锋，5 时全歼
残敌，解放捷地镇。

——摘自《中国共产党沧州
历史》

青沧战役北起静海，南至捷
地，捷地一战尤为重要。

捷地处于津浦铁路、南运河
和减河的交叉地，兵力充足，碉
堡坚固，敌人自以为固若金汤。

为减少伤亡，我军动员捷地
据点守敌家属向敌人碉堡喊话，
却被碉堡内的国民党连长一枪打
死。敌人的恶行激怒了士兵，大
家一拥而上，将其连长打死后，
国民党士兵缴枪投降。

核心据点的敌人仍顽固抵
抗。我军向碉堡开炮，炸开碉堡
后，敌人妄图渡河逃窜，被我预
伏部队袭击，有的葬身水中，其
余全部被俘。

75年后，激战地化身御碑苑
公园。这片曾经战火纷飞的地
方，如今正成为一处运河人文景
观，成为人们了解历史文化遗存
的地方。

第五站：军桥

五旅 13 团、14 团逼向南关，
15 团于 13 日 9 时攻克沧县火车
站。六旅16团第三纵队快速奔袭
菜市口守敌，摧毁运河以西工
事，组织夺取军桥的战斗。

——摘自《峥嵘岁月》
《青沧战役狙击图》并未标有

军桥。但说到最激烈的战斗，公
认是军桥之战。沧州解放后，这
座桥更名为解放桥，以纪念青沧
战役中牺牲的烈士。75年来，解
放桥以及它周边的景致成了沧州
的名片。清风楼、胜利公园、朗
吟楼、南川楼……它们绵延成
带，书写着沧州风情。

让我们重回 75年前烽火硝烟

笼罩下的军桥，把这段记忆珍藏。
当时的军桥是菜市口通往河

西的惟一通道，桥下水深流急，
敌人在桥上设了 3道蛇腹形铁蒺
藜栏障，埋有地雷，桥东有碉堡
等工事，防御非常严密。

14 时，我军向军桥发起进
攻。敌军火力凶猛，我军伤亡较
大。五连担任冲锋任务，三班班
长王振祥抱起炸药匍匐上桥，纵
身冲向铁丝网，带伤连续炸开两
道路障。3处负伤的营长刘政坚决
不下火线，继续指挥战斗。战士
们势如猛虎，前仆后继，冲到桥
东，用铡刀砍开铁丝网，终于打
开了通路。嘹亮的号角声中，军
桥回到了人民手中。

第六站：沧县县城

14日19时，对沧县城的总攻
开始了……1947 年 6 月 15 日，解
放了的沧县城迎来了第一个朝霞
满天的早晨。沧县古城回到了人
民手中。中共沧州市委、沧州市
政府随之建立。

——摘自《中国共产党沧州
历史》

总攻号令发布后，我军猛烈
炮击，从北门到西门，暴露在城
墙上的炮楼、碉堡基本被摧毁。
此时突降暴雨，攻城部队冒雨攻
城。16团三连突击队迅速涉水渡
河，在城西南角北侧搭设人梯，
登上沧县城，并打退敌人的反
扑，荣获登城首功。

其他各门逐一被攻破，解放
军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漫过城
垣，冒着风雨，追杀顽抗之敌。
战斗延续到次日拂晓，守敌被解
放军全部歼灭。

15 日晨，青沧战役大获全
胜，沧州全境解放。硝烟缓缓散
去，蓝天旭日，红旗招展。人们
涌上街头，喜笑颜开。中共沧州
市委、市政府随即建立。

青沧战役胜利的消息传来，
朱德写下《冀中战况》一诗：“飒
飒秋风透树林，燕山赵野阵云
深。河旁堡垒随波涌，塞上烽烟
遍地阴。国贼难逃千载骂，义师
能奋万人心。沧州战罢归来晚，
闲眺滹沱听暮砧。”

回望青沧战役回望青沧战役————

重走英雄激战地重走英雄激战地
75年前，一大批青年，用热血和生命夺得青沧战役的胜利，换来沧县城的解放，

“沧州市”由此诞生。
我们身边，有一张《青沧战役狙击图》，让我们顺着它的方向，重走当年激战地，

重新寻觅75年前珍贵的历史遗存。

宗增顺宗增顺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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