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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坡坞镇，位于阳信县城西
14 公里处，是个历史悠久、繁荣
昌盛的重要集镇，地处惠民至沧
州和沾化至德州官道的交叉点，
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山东打响
抗日战争第一枪的地方，就在这
个镇的流坡坞村。

1936年，乡农学校在山东大
力推行，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应
尽力“向乡农学校、民团等派人，
借以抓枪，进而控制乡农学校”。
阳信县的乡农学校创办于 1936
年冬，在组建和训练的过程中，
党组织安排了一大批共产党员、

“民先”队员和进步青年到各乡
农学校任职或学习，秘密开展党
的宣传教育活动，宣传党的抗日
救国主张。

1936 年底,进步青年李健、
王道和、薛汉三、刘毅民等来到
阳信，分别担任了流坡坞、洋湖、
劳店等乡农学校的校长，积极开
展党的工作，扩招学员，并对其
进行训练，为建立一支抗日武装
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1937 年 11 月 10 日，南侵日
军由庆云县境内渡过马颊河纪
王桥，驻扎在距流坡坞以北三四
里的地方，准备次日南下侵犯惠
民县城。
    根据敌情，阳信县党支部当
晚研究了阻击日军的作战方案。
首先组织群众破坏公路，设置路
障，且把北门用木头、碎砖堵死；
其次，由冯鼎平、李健任指挥，率
领流坡坞乡农学校的自卫队员
在流坡坞北大门的村围子墙上
提前设伏；第三，动员当地的国
民党保安营及县长张云川率领
的警备队共同抵抗日军，并由其
负责其他村围子门的守卫；第
四，王道和率领洋湖乡农校自卫
队埋伏在流坡坞西张洼头村，沿
村向南埋伏到张储雷家的坟地
里，以大坟头为掩护，从侧翼打
击日军，支援流坡坞的正面伏
击。

11 日拂晓，一支约 400 人的
日军队伍在飞机和装甲车的掩
护下，气势汹汹地向流坡坞逼

来。流坡坞村横跨南北大路，是
日军南侵惠民的必经之地。眼
看日军已经进入伏击圈，做好战
斗准备的自卫队员，在冯鼎平命
令下，居高临下，果断开枪，射向
日军。由此打响了鲁北人民武
装抗击日军的第一枪。

这时，埋伏在张洼头村的第
六乡农校自卫队员在王道和、薛
汉三的率领下，也积极配合作
战，出其不意地向日军展开攻
击，他们用“湖北造”“老套筒”等
步枪打了日军一个措手不及。
日军万没想到在这僻野小村竟
会受到中国抗日武装的伏击，晕
头转向地挨了一阵打之后，才气
急败坏地进行反击。

日军一面命令飞机在流坡
坞上空狂轰滥炸，一面命令装甲
车开足马力清除路障，用装甲车
撞北门。因准备充分，门内不但
用粗重的梁木牢牢顶住，人们还
运来粪土堵在后面，因此北门始
终没有被攻破。

日军指挥官见状，急令日军

绕道去攻北斜大门。北斜大门
由国民党保安营、警卫队防守。
在装甲车的撞击和飞机的轰炸
下，北斜大门失守，日军经北斜
大门进入了流破坞村。国民党
保安营、警卫队随之四散溃逃。

共产党领导的两处乡农校
自卫队员 200 余人挥动长枪、大
刀、土枪、土炮奋勇杀敌，与日军
展开了巷战。双方对峙了大半
个小时，终因武器落后、寡不敌
众，乡农校自卫队员主动转移，
前往预定汇合点八里泊集结。

八里泊地处商河、阳信、惠
民三县交界,便于隐蔽。大家转
移后在八里泊召开紧急会议。
会议决定一部分党员带领乡农
自卫队继续坚持敌后游击战争，
另一部分南渡黄河，开辟新的抗
日游击战场。由此，山东抗日烽
火以星火燎原之势席卷齐鲁大
地。

（本文原载于《渤海红色文
化故事》）

打响山东抗日武装第一枪

黑铁山上红旗扬
“我们的队伍发源在黑铁山

西，红旗飘扬在山顶上，我们心
里老是想着她……”这首由姚仲
明作词的《黑铁山起义歌》当年
曾经响彻鲁中平原。黑铁山位
于淄博地区原长山、桓台、临淄
三县边界。黑铁山起义是以长
山中学为基地组织发动起来的。

七七事变后，中共山东省委
派林一山去胶东执行任务，并指
示他路过长山县时，利用旧交关
系，看望和争取长山中学校长、
爱国进步人士马耀南（后加入共
产党）。马耀南早年就读于天津
北洋大学，是天津学生会的领
袖，在北伐战争前参加了国民
党。他曾参加国民党第三次全
国代表大会，是国民党在天津市
有影响的人物。蒋介石叛变革
命后，马耀南因参加倒蒋运动被
开除国民党党籍并遭通缉。政
治上找不到出路，他转而走“教
育救国”之路。他从天津回到家
乡任长山中学校长，在长山县颇
有威望。林一山向马耀南介绍
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建议他依靠

“民先”发动武装。
林一山离开前介绍马耀南

去济南找“民先”山东省队部的
负责人孙陶林，请他推荐人到长
山。送别林一山，马耀南立即赶
往济南找到孙陶林说明来意，要
求派人到长山中学开展抗日救
亡工作。孙陶林向山东省委汇
报后，山东省委决定派出狱不久
的 姚 仲 明 去 长 山 。 1937 年 11
月，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向姚仲明
传达了省委的指示，决定派他到
长山中学去，以国文教员的身份
为掩护，以长山中学为据点，组

织武装起义，开辟黑铁山地区的
抗日武装斗争。要求他争取团
结马耀南和长山中学的学生留
在敌后，参加抗战，反对国民党
教育厅让中学一律南迁的命令。

到长山中学后，姚仲明和马
耀南展开了一系列活动，首先对
教学内容进行了调整，增加了抗
日救国方面知识；把学生编成几
个宣传队，每日上午在校上课，
下午分赴农村各地宣传抗日；与
县委机关和各界的抗日分子取
得联系，将回到长山、邹平、桓台
等地的学生联系起来，扩大抗日
力量。不久，山东省委又派出刚
从延安来山东的红军团长廖容
标和原中共鲁北特委负责人赵
明新来到长山中学协助姚仲明，
并决定他们三人组成党小组，姚
仲明任组长。

为更好地争取和团结全校
师生，加速武装起义的准备，在
马耀南的支持下，学校成立了教
学研究会。他们邀请全校老师
到校长办公室，由姚仲明、廖容
标、赵明新有计划地宣讲共产党
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介绍共产党
的政治主张和全国军民当前的
任务，研究如何发动群众，开展
敌后游击战争等问题，逐步统一
大家的思想。在此基础上，他们
又适时把工作重点扩大到全校
学生，组织学生分赴农村开展抗
日宣传。他们还创办了《抗战小
报》以加强抗日宣传。赵明新、
地下党员周次温还奔赴长山、桓
台、临淄三县交界的黑铁山附近
开展工作，筹备武装起义。

这时，山东省委派杨涤生来

到长山中学。杨涤生向廖容标、
姚仲明等人传达了党中央和北
方局关于在山东发动和组织人
民抗战的指示，以及山东省委关
于武装起义的准备、起义时机、
武器筹集办法、部队初期的番
号、给养来源等方面的具体意
见，并特别告诉他们山东省委的
具体意见是从冀鲁边和鲁西北
的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廖
容标和姚仲明听了杨涤生的传
达和介绍，受到很大鼓舞，表示
要加紧工作，努力做好武装起义
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为了培养
抗日武装骨干，党小组召开会
议，决定对外以“民众夜校”的名
义办培训班，选派附近的党员和

“民先”队员参加，长山中学真正
成了培养抗日骨干的学校。训
练班圆满结束时，三人党小组要
求，所有学员回到自己的家乡，
立即放手宣传抗日，抓紧时间组
织抗日群众并调查和搜集枪支，
为建立抗日队伍做准备。

1937 年 12 月 24 日，日军飞
机轰炸长山县城，国民党政府官
员纷纷逃跑，长山即将陷落。党
小组召开紧急会议，根据省委关
于分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指
示，决定发动武装起义。此时日
军已逼近长山。姚仲明等人立
即召开在校师生动员大会。姚
仲明在会上大声说：“我们要到
黑铁山去，拉队伍打日本，愿意
跟着走的现在马上走，年龄小的
回家，什么时间想参加游击队就
到黑铁山去找我们。”经过挑选，
60 多名师生自愿随学校立即转
移。当天傍晚，60 多名身穿长
衫的师生（人称“大褂子队”）离

开长山县城，在姚仲明、廖容标
的率领下向黑铁山进军。 

25 日清晨，廖容标和姚仲
明带领“大褂子队”来到黑铁山
下的太平庄，与先期来此筹备武
装起义的赵明新、周次温等人会
合。地下党员孙焕文、张辑光、
张冲凌以及游击干部训练班的
骨干分子，带着他们事先联络好
的人员也赶来参加起义。至此，
参加武装起义的人员已达 100
多人。12 月 26 日，参加起义的
人员在黑铁山太平庄举行了抗
日武装起义仪式。姚仲明按照
山东省委的决定，宣布山东人民
抗日救国军第五军成立。会议
宣读了敬告同胞书，并宣布廖容
标任司令，姚仲明任政委，赵明
新任政治部主任。马耀南因为
当时负责组织人员筹备起义所
需粮款和枪支弹药，几天以后才
赶到黑铁山加入起义队伍。在
马耀南到达黑铁山后，成立了临
时行动委员会，由马耀南任主
任，姚仲明为副主任，廖容标、赵
明新为委员，一切行动由该委员
会商定。与此同时，随国民党军
一起南撤，处境艰难的原国民党
长山县大队的大队长张殿臣，也
全体携械投奔而来，部队合编为
抗日游击大队。这期间，许多

“民先”队员和爱国青年相继到
黑铁山参军，不到 10 天已经组
成了6个中队。

1938 年 7 月，山东人民抗日
救国军第五军改为“八路军山东
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这支
抗日武装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的侵略建立了不朽功勋。（本文
原载于《渤海红色文化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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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