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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身贫寒，在极其艰苦的环境
下建立刘园子秘密联络站；他加入青
沧交县第三区小队，带领队员与敌人
斗智斗勇；他为保护冀中粮库，呕心
沥血，为青沧战役的胜利作出了突出
贡献。他，就是沧县杜林镇权王庄人
常秀魁。

虽然常秀魁已于1949年去世，但他英
勇杀敌的故事在家乡依然耳熟能详。

“好过的杜林，难过的权王庄”

常秀魁 1908年出生，长大成人后
一直给地主家干活。1941年，一次扛
活时，他巧遇前来开展工作遇阻的中
共地下党员杜希真，二人相谈十分融
洽。杜希真通过考察，成立了刘园子
秘密联络站，由常秀魁负责。此后，
他们白天在常秀魁家隐蔽休息，晚上
出去开展抗日活动。

为宣传中共抗日思想，杜希真经
常派常秀魁给潜伏于杜林据点的地下
党员送信。他也因多次出色完成任
务，成为第三区的党员骨干。

1944年 5月，中共党组织安排常
秀魁以佃户找活为名，来到权王庄居
住，加入青沧交县三小队。

一天，一名战友外出探亲，在大
褚村一带遭遇伪军。伪军觉其可疑，
将其抓到杜林据点，严刑拷问，没有
得到有价值的东西，便用滚烫的开水
将其烫死。常秀魁等人怒火满腔，伺
机为战友报仇。

当时，据点的敌人时常去崔尔庄方
向烧杀掠夺，权王庄是敌人的必经之
路。三小队决定在村东打一个伏击战。
这天，三小队得到消息，天黑时将有几

十名伪军从杜林去施屯。战士们埋伏道
路北侧，待敌走近，突然向敌人开枪射
击。敌人措手不及，被打得晕头转向狼
狈逃回。三小队俘虏5个汉奸，缴获了
七八支枪。逃回杜林的敌人纠集其他据
点的汉奸连夜前来将权王庄围住，但三
小队和群众已经转移。

常秀魁带领大家挖地道，构筑地
下防御工事，多次利用地道伏击敌
人。一时间，敌人有了“好过的杜
林，难过的权王庄”的说法，还被迫
把施屯的据点撤销。

勇斗暗杀团

有一时期，青沧交县县委办公的
地方在钱海庄，晚上秘密前来工作
的，不仅有县委领导，还有各机关负
责人。为了确保上级领导安全，常秀
魁在首长们居住的地方屋内挖有地道
通往村外，四周屋顶有民兵站岗，路
上埋好地雷。其子常凤合埋雷、起雷
也受过专门培训。即便如此，也几次
与死神擦肩而过，其危险可想而知。
但在常秀魁认真细致周密的安排下，
首长们来权王庄住宿没出现过任何差
错。

1944 年 8 月的一天，因判徒告
密，区委政委韩林在王庄子村被敌人
包围，壮烈牺牲。常秀魁根据韩林政
委生前的建议，与王庄子村协商，两
村正式合并。合并后，民兵增至 40多
人，多次挫败“暗杀团”的袭击。

保卫冀中粮库

1945年冬，青沧交县县委领导根

据冀中八军分区指示，在权王庄建立
了冀中秘密粮库。权王庄位于杜林鬼
子据点西南方五里，交通四通八达，
十分便利。权王庄四周有围墙，村内
有佃户十几家，群众基础好，村内多
有财主逃亡城内后，空出房屋 30 余
间，是储存粮食的好地方，加上一支
抗日民兵武装，最终促使青沧交县县
委下此决心。

为了粮库的正常工作，上级派张
庆臣前来负责帐目管理，常秀魁为粮
库主任，并任命常凤合为民兵队长，
负责对粮库的保卫工作。

1946年，粮食运来，常凤合带民
兵加强了巡视安全措施，黑夜布雷，
白天起雷，对可能发生的意外，做好
民兵增援准备。

粮食运来不久，有人报告沧县城
内的敌人计划前来破坏粮库。这一消
息立即引起了常秀魁父子的高度戒
备。为了粮食的安全，常凤合采取了
一系列的安全措施。首先动员民兵和
村民男女老幼齐上阵，连夜将堆积如
山的木材用土掩埋，待敌情解除后再
交回。来不及转移库内的粮食只得用
砌砖和泥封门。又命令民兵沿路布
雷，将地雷埋入离围墙稍远的路上。
还安排民兵一部分在村内，一部分在
村外，内外夹击敌人，同时向上级报
告，并请求增援，做好了一切迎敌准
备。

常秀魁带领民兵将村前的大道彻
底挖掉，只剩下一条通往倪杨屯的小
路，供粮车运进运出。

从 1946年下半年开始，粮食首先
供应韩正庄。韩正庄驻有搜集情报等
我部队人员近五百人。

1947年 5月，青沧交县县委根据
上级布署，下达了碾米指示，权王庄
粮库碾米工作随之全面展开。当时，
权王庄粮库存放小麦 25 万多公斤、
大豆 20 多万公斤、谷子近 40 万公
斤，为迎接青沧战役做了充分的准
备。

100多名村民响应号召参加碾米
工作，几盘碾米的石磨昼夜不停，
歇人不歇磨，将碾好的小米打包装
袋，随时运往前线，村民热情高
涨、热火潮天的碾米工作直至战役
胜利结束。

青沧战役中，常秀魁动员组织权
王庄村民二百多人自备大车小车十余
辆，运送粮食战需物资，出色地完成
了支前任务。

冀中权王庄粮库随着青沧战役的
胜利结束，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也已完
成。然后，区委指示，将粮库剩余的
粮食装袋于 1947年秋天运往献县，对
随后发起的解放石家庄战役发挥了重
要作用。常凤合组织近十辆大车带领
民兵经崔尔庄押送献县，往返一趟两
天两夜，不知过了多少日夜，运粮工
作终于完成了。

冀中权王庄粮库从 1945年冬筹建
至 1947年秋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筹集
粮食 50多万公斤，木材近 15万公斤，
为夺取青沧战役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1949年秋，上级安排常秀魁去县
里工作。一次，他在庄稼地干活时突
然晕倒，等儿子常凤合与一民兵赶到
时，常秀魁已奄奄一息。

时至今日，他为党的革命事业所
作的贡献仍被村民们称颂，家乡人为
之感到骄傲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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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献县文化爱好者赵志忠
在梳理淮镇文化时，在《献县教育
资料汇编》一书中，发现了一张
1933年油印报纸的复印件，报纸
名称为《益世报》，是民国期间天
津出版的报纸，出版时间为 1933
年2月23日。

文章详细记载了 1933年淮镇
南排、中排、北排的区域划分，
淮镇石马、关帝阁、真武阁及育
英小学的国术教育、淮镇国术团
赴河间演武的信息等，为了解不
同时期的古镇地域故事、风土人
情提供了重要依据。

这篇文章留下的历史资料丰富
了淮镇镇区的区域划分。据目前的
历史文献记载，关于淮镇的区域划
分，仅有只言片语。淮镇镇区以排
为单位划分了南、中、北排。另，
淮镇人孙鸿泉在《我的家乡》一书
中称淮镇共分东、西、南、北为四
排。

淮镇石马为明朝遗物，有较高
的历史和艺术价值，1995年被定
为“沧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淮镇，石马的民间传说有数个版
本，流传最广的就是“天马吃麦
苗”的民间故事和“沧州狮子景州
塔，淮镇街上的石儿马”乡谣。如
今的淮镇人把马的最美姿态，以青
石的形式永久定格，在精美雕塑中
烙印成永恒。淮镇人对马的图腾，
延续了淮镇先民对关帝“义”精神
的膜拜，以传神的姿态，给人一种
视觉冲击力。现在的石马，是淮镇
的图腾之物并升华为淮镇的地标。

文中提到沧石铁路原本在淮镇
设车站的事，淮镇老辈人曾讲过，
原来的沧石公路是要修铁路的，在

淮镇设车站，他们都出过工。后来
因北洋政府忙于内战没钱了就没有
修成。抗战时期，为了国家和民族
大义，淮镇人民同八路军、建国
县、献县、献交县以及地方抗日队
伍开展了破路运动，最后日军只得
改修德州线。现在上了年纪的淮镇
人还把沧石路，也就是 307 国道
（淮镇段）称之为铁道。

淮镇义学始建于清初，其私塾
遍布镇域，在民国时就有高小、初
小，其毕业、肄业者多入天津、河
间、泊头中学等。而初级小学，全
镇就有七座，学童约二百余，成绩
优良者，当推中排的育英小学及清
真小学，国术会考为全县之最。

赵志忠说，关于赴河间会武人
员及在献县国术会考为全县第一的
事情，正在和献县关东拳传承人远
玉华求证并进一步核实。其国术团
约百余人中的大部分应为关东拳的
习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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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农村走出来的孩子，
父母都是农民。而我之所以改变了
命运，就是因为读书。

我的父母从小因为抚养我们
三个孩子，没少费心受累。父亲
种地，母亲养猪、养兔子。后来
上学了，虽然母亲文化水平不高，
但是依旧认为读书是最好的出路。
这在重男轻女的农村，面临着很大
压力。最大的阻力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老实巴交，可要担负三个孩子
的教育费用，确实是有怨言。但
到最后，也默默同意了母亲的想
法，买了一辆农用车，跑粮食，
跑水果，跑蔬菜……来回倒卖赚
钱。

还记得我上初二那年，我们
姐妹三个上的是私立中学，光学
费就得六七千元，这可急坏了父
母。父亲外出打工挣钱，母亲则
留下来照顾我们。一次一次登门
借钱……每次想起这些场景，我
都泪眼模糊。

看着父母这么辛苦，我也有过
退学的念头，想出去挣钱供姐妹读
书，可这个想法直接被母亲拒绝
了，她还是坚持让我读书。

我心疼父母的方式就是继续学
习。

到了高中，我学习成绩一般，
只考上了县城一所普通高中。2007
年第一次高考失利，差 10分不到
二本，母亲坚持让我复习。我很害
怕，担心再一次失败。最终，复习
一年后，我如愿考上了二本院校。

读书，让我走出了农村。
4年后，我本科毕业，那时家

里生活条件缓和了很多。母亲坚持
让我继续读书，说我可以考研。通
过努力，我最终考上了研究生。

现在回想，都不知道母亲拿到
我的硕士录取通知书时是什么心
情，也许是自豪，也许是欣慰。3
年后，我研究生毕业，顺利工作。

读书不仅让我走出农村，还让
我取得学历，能够享受我想要的生
活。

工作后，我依然坚持读书。每

次去图书馆，浩瀚书海，我一下子
就觉得自己很渺小。

高兴的时候读书，在书中寻找
前行的力量，让我觉得神清气爽；
难过的时候也读书，想要在书中人
物命运中寻找共鸣，让我觉得悲痛
不是个人的，是普遍的；平静的时
候读书，书中跌宕起伏的情节让人
心潮澎湃；难过的时候也读书，想
起书中那些似曾相识的人物的话语
和命运，我似恍然隔世，愿与其同
悲共愁。

工作后读书，起初是对周围世
界的逃离。接下来是温习或探秘，
然后是走进去深深被吸引，再读读
出不一样的味道。读书，应该是孤
独者的对话吧。

书，简直是世界上最好的发
明。人类漫长的文明都在一本本
小小的册子里。不必穿越，不必
请教他人，你都可以从书中寻找出
答案。读书，开拓了我的视野，让
我知晓了很多事情；读书，使我心
态更加平和，汲取人类智慧，让
我少走一些弯路；读书，让我更
加从容，当我面对不同场景，我
努力从记忆搜索相关知识，努力
自如应答……

多读书吧，从物质而言，书是
最便宜的。可它却能够给你力量，
给你精神，给你灵魂，给你对这个
世界的丰富而多彩的认识。多读书
吧，书是无声无息的好友，不管你
现在得意还是坎坷，人生如此短
暂，尽早结识这位好友，更能让你
对自己有清醒而又理性的认识；多
读书吧，哪怕不经意的一句话打动
了你，都要心怀感激，也许这一句
会成为你人生的座右铭，在你人生
谷底，支撑你苦苦坚持的救命稻
草。

人生实在短暂，就像一场考
试，铃声响，发卷。白驹过隙，
时间如流水，铃声一响又要交
卷。可即使如此，我们不更应该
有意义地度过属于自己的这一生
吗？毕竟，没有什么比读书更好
的选择了。

1938年 3月，抗日战

争烽火正烈，武汉会战

即将爆发。16 日，一架

军机满载 25 名苏联援华

志愿航空队成员和数名

中国军人飞往武汉。谁

知，飞机起飞后不久，

发动机出现故障，不幸

在 兰 州 皋 兰 山 上 空 失

事。这次事件被认为是

抗日战争时期最大的一

次空难，备受中外关注。

而飞机的驾驶员叫郭

家彦，是献县商林乡二分

村人。

“郭家彦为了同伴安

全、避免地面人员伤亡，

在生死关头没有选择跳伞

求生，一直坚持到了最

后。最终以身殉国！”79
岁的郭祖昌说，他与郭家

彦同为献县商林乡二分村

人，爱好文史多年。

虽然村里流传着郭家

彦烈士的种种故事，但真

实情况一直鲜为人知。作

为同宗族人，郭祖昌始终

想走近了解那段历史。

最近，经过献县文史

爱好者的帮助，尘封多年

的往事在他的执着追寻下

逐渐清晰起来。

爱好文史的郭祖昌爱好文史的郭祖昌

兰州空难 以身殉国

从小，郭祖昌就总听老人们讲
述，村里有一位抗击日寇的航空英雄
郭家彦。

“郭家彦在家中排行老二，兄弟
五人。他从小聪敏孝悌，勤奋好学。
1931年3月，考入了黄埔陆军军官学
校，后来成了一名航空兵。”他说。

郭祖昌说，在郭家彦短暂的一生
中，关于他的生前往事，家里人了解
得也不多，唯一可以在史料中查阅到
的就是那次震惊中外的事故——兰州
空难。

时间回溯到 1938 年 3 月 16 日，
作为飞机主驾的郭家彦和另一名飞行
员驾驶着一架苏联 TB轰炸机改装的
运输机，从兰州飞往武汉。飞机上有
阿列尼科夫·彼得·伊万诺维奇大尉等
20多名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成员。

“郭家彦是中央航空学校第二期
航空班学员。历任空军侦察第一飞航
队飞航员、第五队队员、空军第八大
队第十队分队长，抗战开始后，参加
过多次空战，飞行技术过硬。”郭祖
昌说，当时郭家彦已经是空军少尉。

飞机从兰州拱星墩机场顺利起
飞，郭家彦沿着航线，沉稳熟练地驾
驶着飞机飞行。飞过黄土高原上空，
一切还很正常。飞到平凉上空时，突
然，飞机剧烈地摇晃起来，引擎也发
出了异响，机舱里有了烟味。

平凉没有供 TB轰炸机降落的机
场，郭家彦果断决定：“返航！返回
拱星墩机场！”

飞机在摇晃颠簸中继续飞行，距
拱星墩机场越来越近，仅剩 20 公
里、15公里……再坚持一会儿，只要
飞过皋兰山，就是拱星墩机场了。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无法继续
支持飞行的发动机燃起熊熊烈焰，飞
机瞬间在空中解体……

飞机着火坠落，仅有两名坐在尾
部的苏联人幸存。

“郭家彦本可以选择跳伞求生
的，但为了航伴安全、避免地面人员
伤亡，他一直坚持到了最后。最终以
身殉国，年仅26岁！”郭祖昌说。

为武汉运送中外精英

兰州空难，震惊中外。史学界普
遍认为，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最大的一
次空难。

为什么这次事件备受关注？这还
要从它的历史背景说起。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主要党
政机构移驻武汉。中共中央也派董必
武到武汉筹办“八路军武汉办事处”
和“湖北省工委”。武汉成为国共两
党领导全国抗战的中心。

1937年9月中旬，日本不断对武
汉狂轰滥炸，国共两党提出了“保卫
大武汉”的口号。为保卫武汉，中国
军队抽调力量，积极组织武汉会战。

当时，日本空军实力远远强于中
国空军。尽管如此，中国空军仍然同
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杀。站在世界反法
西斯统一战线的角度，苏联政府不仅
将大批的飞机、火炮、坦克等武器通
过西北国际交通线运往兰州，支援中
国抗战，而且派遣志愿航空队来中
国，帮助中国空军抵抗日寇。

兰州，作为西北国际交通线的中
心基地和中国空军的战略集结地，多
次遭到日军轰炸。中国空军和苏联航
空志愿人员同敌寇在兰州上空进行了
殊死搏杀，谱写了一曲曲壮歌。

不仅如此，在郭家彦驾驶的飞机
上，而且人才济济。

李仲武是顶尖俄语专家，最早报
道十月革命的中国记者，和瞿秋白是
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同学；张培泽在抗
战爆发后担任南京无线电台台长，早
年在美国芝加哥工程学院学习……中
国方面有 1名俄语翻译、1名无线电
专家、2名飞行员、2名爆击士、1名
射击士、1名军械士、8名修理飞机
的航空机械士。他们都是前方急需的
直接参战人员，其他航空机械人员和
军械人员，更是武汉方面急需的后勤
力量。

英烈往事 鲜为人知

经过众多研究者的努力，兰州空
难的事故经过和遇难名单等不断详
尽，并被外界所知。

郭祖昌说，现在，在南京抗日航
空烈士纪念馆内的纪念碑上，镌刻着
郭家彦等 4 位烈士的名字。纪念馆
内，还有郭家彦生前照片和相关文
物。

“在我们村，很多人知道郭家彦
为国牺牲，却不知他牺牲在何处。”
郭祖昌说，直到后来，他不断查阅史
料，在献县文史爱好者的帮助下，才
了解了那段悲壮的历史。

在查阅史料中，郭祖昌还发现，
在当年的一张报纸上，曾有一人为郭
家彦写下诗篇：“家彦我的友人，这
次你的死，是为了飞机上的航伴安
全。飞机上起火的一刹那，你可以从
保险伞上跳下来，可是你不肯。你的
两只手还紧握着机轮。啊！怎么世界
上的英雄们，都有忠毅，杀身成仁的
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