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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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阳信城
1945 年 8 月 21 日阳信城被

抗日军民收复。
阳信城虽不大，却有一个

1200 多 人 的 伪 军 保 安 大 队 驻
守。城周围是三合土砸成的十
几米高的坚固城墙，墙外是七至
八米宽，二米多深的护城河，沿
城周围布满了鹿砦。城门两侧
修了暗堡，每个暗堡有三个射
孔。城门楼上架着机关枪。

对解放阳信城，渤海军区三
军分区领导早有准备。入夏以
来，曾先后派出敌工股干事徐钦
哉、联络员邱干卿、交通员蒋德
志等同志打入阳信城敌人内部，
掌握了敌人活动、布防情况。在
多次劝降未果的情况下，三分区
决定武力解放阳信城，彻底消灭
城内的敌伪军。

8 月 21 日拂晓，三分区主力
部队和回民支队以及地方武装

共千余人包围了阳信城守敌。
分区主力部队集结于阳信城西
关及西郊的几个小村里。攻城
指挥部设在距城西门不到二百
米的大路北侧。为了隐蔽地接
近城门，乡亲们挖通了自己家的
房院，不到半天时间，就帮助部
队挖通了通向城门的通道。

下午，一切准备就绪，三分
区派韩天伦到城门前与敌军守
城副总指挥、伪军团长王永坤对
话，令其缴械投降。王永坤仍拒
绝投降。五点半，指挥部按预定
时间发出总攻信号。营长刘仁
贵指挥七连全部火力封锁城楼
及暗堡的火力点，掩护爆破组。
七连二排长曹振山带领爆破组
敏捷地爬过城门前的壕沟，堆好
了炸药包。顿时，“轰”的一声巨
响，炸开了城门。副教导员王志
诚指挥“钢七连”的指战员，很快

冲到城门前。副连长邵云亭带
领突击队，冲过敌军密集的火力
封锁，跳进在城门口用土麻包垒
起的四五尺高的掩体内，迅速占
领了城门楼制高点，向城墙上的
敌人猛烈开火。连长张景荣和
指导员宋振荣率领七连冲进城
门后，向城东南方向迂回歼灭溃
逃的敌人。八连指导员王金轩
带领全连沿大街两侧的民房向
东直奔街中的土垒。九连连长
张乐池和指导员郑荣带领全连，
向东北方向的敌伪政府进攻。
很快，三个连队就象三把钢刀插
向街中心敌军的最后堡垒。土
垒里几十个伪军在守城总指挥
刁长盛的指挥下，企图负隅顽
抗，继续向外打枪。这时，黄荣
海和李雪炎率部从东关攻入街
中心，各县大队从南、北两个方
向也冲进城里。战士们从四面

包围了土垒，边射击，边向敌人
发动政治攻势。刁长盛和几十
个伪军不得不缴枪投降。

这样，整个战斗不到两个小
时，就消灭了阳信城内全部敌伪
守军，缴获迫击炮 2 门，机枪 14
挺，长短枪 1200 余支和大批弹
药物资。刁长盛、王永坤及伪
军 、政 人 员 1200 余 人 全 部 被
俘。　　

为解放阳信城，七连副连长
邵云亭和二排长曹振山及爆破
员周凤悟等三十五名干部战士，
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的
功绩将永远载入史册，铭刻在阳
信人民和战友们的心中。

（本文原载于《渤海红色文
化故事》）

“一马三司令，得了‘抗日病
’，一心打鬼子，专救老百姓。”这
是当年清河区人民怀念和歌颂
马耀南等烈士而传唱的民谣，指
的是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
司令员马耀南和他的二弟马晓
云、三弟马天民。

1902 年，马耀南出生于山
东省长山县一个富裕农民兼手
工业者家庭，1924 年考入天津
北洋大学机械工程系。1933 年
夏，在长山县乡绅的联名邀请
下，马耀南回县任长山中学校
长。
    七七事变后，山东省委派遣
共产党员姚仲明，延安来的红军
干部廖容标和鲁北地方党组织
负责人赵明新来到长山中学。
在马耀南的支持下，他们在长山
中学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对外
称“民众夜校”，油印抗战小报，
成立抗日后援会，宣传和组织群
众开展抗日救国运动。

1937 年 12 月 24 日，日军飞
机轰炸长山县城，群众多有死
伤。面对危急形势，姚仲明、马
耀南等决定，立即在长山县九区
黑铁山一带举行起义。由姚仲
明、廖容标、赵明新率 60 多名骨
干奔赴黑铁山，起义部队打出

“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
的旗帜，廖容标任司令员，姚仲
明任政委、赵明新任政治部主
任。

为广泛团结抗日力量，由马
耀南任行动委员会主任，凭借他
在当地的影响力，由他出面召开
乡绅名流座谈会，宣传共产党的
抗日主张，号召大家支持抗战。

第五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攻长
山、打周村、炸火车、袭汽艇，神
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影响日益扩
大，日寇汉奸闻风丧胆，张店、桓
台、淄川、益都等地的抗日武装
纷纷前来，加入第五军。

1938 年 4 月，五军队伍扩大
到 5000 人，经过统一编制，组建
成7个支队，下辖30个中队。其
中第一支队司令员马天民是马
耀南的三弟，第七支队司令员马
晓云是马耀南的二弟。

1938 年 6 月，山东境内共产
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统一使用八
路军番号，第五军改编为八路军
山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马耀南
任司令员。

马耀南治军严明，以身作
则，严格遵守纪律。有一次，他
得知支队参谋长玩忽职守在家

打麻将，非常生气，命令警卫员
把参谋长绑起来，要按军法处
置。经司令部的几个同志劝说，
才给参谋长松绑，但马耀南余怒
未消，坚持不要他当参谋长。他
说：“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作风，我
们八路军不能有丝毫沾染。这
样的参谋长只能贻误军机，别说
当参谋长，当战士也不要。”

1938 年 10 月，马耀南来到
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领导机
关驻地。经郭洪涛和霍士廉介
绍，马耀南加入中国共产党，实
现了他多年的夙愿。

1939 年 7 月 22 日，马耀南
率一部在途经桓台县牛王庄时，
遭到日军的包围。为掩护群众
转移，马耀南毅然决定向相反方
向吸引日军火力，遭到埋伏在村
头日军的机枪扫射，壮烈殉国，

年仅37岁。
之后，马耀南的弟弟马晓

云、马天民继承哥哥遗志，化悲
痛为力量，继续坚持战斗在敌后
游击战场。

马天民失去大哥后悲痛万
分，他把家仇国恨融于一起， 下
定决心和日军血拼到底。为了
保存和巩固三支队实力， 杨国
夫司令指示马天民重整队伍。
马天民临危受命,当即表示：“咱
不干，谁干？咱不流血，谁流血？
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要把
同志们动员回来，和小鬼子拼到
底。”他化装潜入周村、张店、长
山等敌占区，踏踏实实地为党工
作。

1939 年 10 月 14 日，马天民
在长山城西辛庄搜集枪支时，被
叛徒出卖，在撤退途中，身中数
弹，壮烈牺牲，丧心病狂的日军
还把他的头颅割下挂在长山城
门，那一年他年仅28岁。

1939 年，马晓云奉命率领
部队插入敌后，开展对敌斗争。
他带领战士实施拔掉敌人据点、
炸毁日军火药库、破坏铁路使日
军军用列车出轨等行动，牵制了
敌人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
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4 年 8 月 10 日，时任渤
海军区第六军分区副司令员的
马晓云，在攻打青城附近王家庄
据点时，不幸牺牲。

“一马三司令”的名号已成
为一面旗帜，将永远飘扬在渤海
平原的上空。

（本文原载于《渤海红色文
化故事》）

一马三司令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