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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品质滨州 畅享品质生活

11悦读滨州·文史

渤海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革命
根据地，是山东抗日根据地五大战略区和解
放战争山东三大战略区之一。渤海区前身
是冀鲁边区和清河区，诞生于战火纷飞的抗
日战争时期，1950年奉命撤销。

渤海区东到胶莱河，西抵津浦线，北止
天津南，南接胶济路，东北濒临渤海，下辖六
个地委（专署、军分区），42 个县、市，版图面
积 5.4 万平方公里，其鼎盛时期人口达 1114
万。山东省内大致包括今滨州、东营全境；
济南市济阳县、商河县及历城区、章丘市胶
济铁路以北地区；淄博市桓台县、高青县及
张店区、临淄区、周村区胶济铁路以北地区；
潍坊市寒亭区、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寿光
市及潍城区、奎文区、坊子区、青州市、潍坊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胶济铁路以北地
区，昌邑市胶莱河以西地区；德州市德城区、
陵城区、乐陵市、宁津县、庆云县、商河县、临
邑县及禹城市、平原县京沪铁路以东地区，
齐河县京沪铁路以北地区。

渤海革命老区具有长期的革命斗争历
史和光荣传统。早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
这里便开展了党的早期活动。这里曾珍藏
并传承了陈望道翻译的首版《共产党宣言》
中文全译本，这里曾养育了中国共产党第一
批工人党员之一史文彬，这里曾建立了山东
省最早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中共寿（光）广

（饶）支部，这里曾组建了中国北方最早的农
民武装津南农民自卫军，这里曾爆发了博兴

“八四”暴动、益都“郑母暴动”、庆云马颊河
民工大罢工等。

抗日战争时期，这里爆发了一系列由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起义，广大军民坚
持冀鲁平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立并巩固
了清河区抗日根据地和冀鲁边区抗日根据
地，创造了平原抗战的典范。

渤海区成立前的冀鲁边区，位于河北省
东南部与山东省西北部接壤地带，东濒渤海
湾，西靠津浦铁路和运河，南北两端紧逼日
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据点济南和天津，徒
骇、马颊、鬲津等河流横穿其间，下辖 26 个
县，人口 600 万。1937 年七七事变后，冀鲁
边区党组织成立了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和
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0月，中共冀鲁边区
工委成立。1938 年 7 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
第五支队（永兴支队）、第一二九师津浦支队
增援冀鲁边区，加强了边区的军事力量。随
后又建立了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中共冀鲁
边区特委和冀南区第六督察专员公署、冀南
军区第六军分区。冀鲁边区党、政、军、群领
导机构陆续建立，边区抗日根据地初步形
成。9 月，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政治委员
萧华率旅部机关部分人员到冀鲁边。27日，

萧华等 100 余人抵达乐陵城，随之将冀鲁边
区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
进纵队，进一步统一和加强了边区党政军领
导，开创了边区抗战的新局面。从1939年开
始，驻边区的八路军主力和一部分当地抗日
武装，先后分八批近两万人奉命调至鲁西、
鲁南。边区部队主力转移后，日伪军向边区
反复进行“扫荡”、“蚕食”，推行“治安强化运
动。”国民党顽固派也趁机制造“磨擦”，积极
反共，进攻抗日根据地。边区党委向全区军
民发出“恢复元气，振兴边区”的号召，加强
党的建设，扩大抗日武装，开展统一战线工
作，广泛地发动群众，坚持反“蚕食”、反“扫
荡”、反“磨擦”。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坚持
和巩固了边区抗日根据地。同时，为了打通
冀鲁边区与清河区的联系，先后进行了四次
南下军事行动。1942 年 6 月 9 日，日军“扫
荡”冀鲁边区，边区形势极度恶化。冀鲁边
区党委提出“精干组织、化整为零、积蓄力
量、等待时机”的战略方针，坚持分散性、群
众性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1943年年底，冀
鲁边区党政机关移至清河区垦区抗日根据
地。

渤海区成立前的清河区，位于山东省东
北部，东至昌（邑）潍（县），西抵章（丘）历

（城），南枕胶济铁路，东北濒临渤海，是八路
军山东抗日根据地鲁中、胶东和冀鲁边三大
战略区之间的交通联系中枢。七七事变后，
清河地区党组织先后发动了黑铁山、牛头
镇、潍北蔡家栏子、昌北瓦城等抗日武装起
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 5 军，八
路军鲁东游击第7、8、9、10支队，临淄青年学
生抗日志愿军训团，博兴抗日人民志愿军
等。1938 年 5 月，中共清河特委和八路军山
东人民抗日游击第 3 支队相继成立。1939
年 9 月，清河特委改为清河地委。1940 年 2
月，根据八路军第一纵司令员徐向前和政委
朱瑞的指示，第 3 支队和清河地委北渡小清
河，在博兴、邹平、广饶、高苑、青城等县区开
辟平原抗日根据地。5 月，成立“三三制”抗
日民主政权——清河区行政专员公署，下辖
14 个县，人口 350 万。9 月，清河区部队改编
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 3 旅。10 月，中共清河
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清河区党委成立。
1941年，北渡黄河，进军垦区，打通了与冀鲁
边抗日根据地的联系。1943 年,清河区抗战
进入最艰苦时期，党政军民团结一致，粉碎
了日军“二十一天大‘扫荡’”。经过反“蚕
食”战役的胜利，陆续收复了1942年被敌“蚕
食”的益寿临广四边和邹长等县，恢复小清
河百余里的南北联系，使日伪军不得不暂时
放弃对小清河以北、黄河以南地区之“蚕食”
计划。

1944 年 1 月，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
冀鲁边区和清河区合并组成渤海区，今天的
滨州市是渤海区的中心地域，渤海区党政军
领导机关曾长期驻扎在滨州市境内。抗日
战争胜利后，为贯彻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
防御”的战略方针，渤海子弟兵——山东老7
师和渤海新编师挺进东北。

解放战争时期，获得翻身解放的渤海区
人民为保卫胜利果实，掀起了空前规模、轰
轰烈烈的参军支前、土地改革、剿匪反特、治
黄立功等群众运动，克服重重困难，光荣地
承担起华东战场可靠后方基地的重任，为赢
得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和突出
贡献。尤其是在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
时期，接待华东局、华东军区机关等 40 多万
转移军民，渤海区一时成为整个华东区和华
东战场的战略大后方。

据统计，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渤海区近
20万优秀子弟参军，四大野战军中都有渤海
区的子弟兵部队。

1949 年，为迎接全国的解放，渤海区抽
调 5000 多名党政军干部随军南下上海、浙
江、福建、四川等地，接管新解放区，建立和
巩固新生红色政权。1950 年 5 月，根据形势
和任务的需要，渤海区胜利完成光荣的历史
使命而奉命撤销。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无论多么艰难困
苦，无论遇到什么坎坷挫折，渤海区人民都
始终不渝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革命
理想信念，百折不挠、奋斗不息，为民族独立
和人民解放进行了前赴后继、英勇顽强的斗
争。陈毅、粟裕、张云逸、邓子恢等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在渤海区留下了光辉的战斗
足迹，景晓村、杨国夫、廖容标等在当地人民
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留下许多传奇故
事;著名烈士黄骅、马耀南、杨忠等牺牲在这
片土地上……

渤海区人民始终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
军队无比热爱，对革命无私奉献，用小车推
出了革命，用心血养育了革命，用生命保卫
了革命，书写了一段党政军民相互依托、提
携奋斗、同生死、共命运的革命斗争史，党领
导人民争取自身利益的艰苦奋斗史，是共产
党与人民群众血浓于水的真实写照。在渤
海区党政军民的培育下，在革命战争血与火
的熔炼中，铸就的“不屈不挠、艰苦奋斗、顾
全大局、无私奉献”渤海老区革命传统，与井
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脉相
承，已经深深熔铸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渤海区光荣的革命斗争历程、 付出的
巨大牺牲和卓越的历史贡献，在中国革命史
册上写下了光辉一页。（本文原载于《渤海红
色文化故事》）

光荣的渤海革命老区

80 年前，英
勇无畏的渤海区
军民坚定革命理
想信念，不怕牺
牲、艰苦奋斗，团
结一心、浴血奋
战，创造了彪炳
史 册 的 辉 煌 战
绩，谱写了荡气
回 肠 的 英 雄 赞
歌，在这片光荣
的土地上孕育形
成了“不屈不挠、
艰苦奋斗，顾全
大局、无私奉献”
的“ 老 渤 海 精
神”。

新时代下，
传承和弘扬这一
优良传统，重温
渤海区光辉的革
命斗争历程，缅
怀渤海区党政军
民的丰功伟绩，
对激励全市上下
加快推进品质滨
州建设，奋力谱
写中国式现代化
最美滨州篇章具
有重要意义。本
报特开设《渤海
老区印记》栏目，
进一步深入挖掘
新时代背景下渤
海革命传统的现
实意义和时代价
值，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红色血
脉、汲取信仰力
量，更好助力新
时代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和现代化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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