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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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为
抗日而献身的准备。请大家相
信，我们的血不会白流，伟大的
抗日战争一定会取得胜利！”这
是石景芳生前常说的一句话。

1912 年 1 月，石景芳出生
于无棣县刘丰台村一个知识分
子家庭，原名石玉琮。1930 年，
石景芳考入山东省立第四中
学，期间开始阅读一些革命书
籍，积极参加学校学生进步团
体“学生自治会”。

1933 年秋，石景芳考入北
平宏达学校。1935 年秋，石景
芳弃学回乡，担任农村短期小
学教员。他和进步青年成立了

“友谊读书会”，搜集进步书籍、
传播进步思想，受到广大小学
教员和进步青年欢迎。之后又
成立“山东各界抗日救国联合
会鲁北分会”，宣传抗日救亡的
革命道理。

1937 年 2 月，石景芳加入
中国共产党，之后受鲁北党组
织委托，同关星甫等共产党员
一起秘密创建无棣县基层党组
织。

1937 年七七事变后，石景
芳同关星甫等人在当地成立了
一个以共产党员为骨干， 吸收
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参加的“抗
日救亡会”，会员很快发展到
800多人，骨干遍及全县。

1937 年 9 月，中共无棣县
工作委员会成立，石景芳为县
工委书记。他与其他工委成员
一起，积极发展党员，壮大党的
组织，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抗日
救国运动，并编印了刊物《斗
争》，以教育党员和知识青年。

1938 年初秋，石景芳受冀
鲁边区党组织委派，奔赴东光
县，执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艰
巨任务。同年 8 月 31 日，东光
县抗日民主政府宣告成立，石
景芳任第一任县长。

1939 年 10 月，东光县人民
代表大会上，石景芳被评选为
抗日民主政府模范县长。他响
亮地提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
为了抗日”的口号，号召东光县

“工农商学兵，一起来救亡”。
在东光县，石景芳积极执行党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
面教育和发动群众，扩大抗日
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一面
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
打击顽固势力。在石景芳的领

导下，东光县很快成为一个有
初步基础的抗日根据地。

1942 年，日军对冀中地区
进行大规模“扫荡”。同年 6 月
18 日，石景芳和数千名群众及
专署机关同志在东光县四柳林
一带被日伪军包围，石景芳率
分区警卫连掩护群众过鬲津河
突围。

由 于 日 军 以 猛 烈 火 力 封
锁，强渡未成，当撤至后杨村附
近时，石景芳负伤。警卫连连
长要背他走，他硬是不肯：“别
管我，快指挥部队战斗，掩护同
志们突围，这里有我指挥！”

忍着剧痛，石景芳坚持指
挥突围，被日军压缩在鬲津河
北岸赵家柳林村东的一片坟地

里。这时，分区警卫连战士大
部牺牲，弹药也消耗殆尽。面
对冲上来的敌人，石景芳带领
战士们与敌人展开肉搏，刺刀
拼弯了，就用枪托砸，用砖头
打。6 月 19 日，石景芳壮烈牺
牲，时年30岁。

石景芳不仅自己投身于革
命，还动员父亲、哥哥参加革命
活动。在他的影响下，刘丰台
村也有几十人参加了抗日部
队，被称为“八路村”。2014年9
月1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
石景芳入选由民政部公布的

“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
英雄群体名录”。

（本文原载于《渤海红色文
化故事》）

铁血丹心石景芳

（资料图）

中秋战棣城
“国军就是二鬼子，汉奸全

是蒋家子。张景月、张子良，两
头两个活阎王。牛头马面一大
帮，专门祸国把民殃。”这是抗
战时期流传的一段顺口溜，里
面提到的张景月和张子良都是
鲁北国民党顽固派头目。占领
无棣的是顽冀察战区第10挺进
纵队少将司令张子良。

1945 年春，抗日战争由战
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张子良
借着日军向铁道沿线集中无暇
他顾之机，趁势占领了无棣县
城。他一方面收编伪军和残
匪，一方面日夜加固城池，抢修
工事，力图将无棣打造成攻不
破的“金汤城池”。而无棣城的
南门更是防御坚固，张子良逢
人便吹：“南门防御工事坚固，
守备尽系吾师之精锐；共军以
概略与我相等之众围某等之
城，已力之穷矣，焉能死扑南
门。若至，乃如以卵击石者也。

此违兵家之常，故决计不会在
南门冒进耳……”

1945 年 9 月 11 日，距离中
秋节还有9天的时间，渤海军区
司令员杨国夫下达命令，各军
分区主力部队、各县独立团、独
立营以最快的速度向无棣集结
挺进，无棣战役正式打响。

12 日凌晨，渤海军区部队
出乎意料地出现在无棣东南方
驻扎的张子良部面前时，他们
竟还在酣睡之中，全无防备。
原来张子良在11日下午的通报
中还说:“方圆 150 公里之内无
一共军。”

南关是张子良在南面煞费
苦心经营的屏障，15日上午，渤
海军区特务营和直属团开始对
南关之敌发起攻击。爆破组的
战士，在攻城大军密集炮火的
掩护下，巧妙利用沟渠、土坎，
一个接一个地扑上去，炸开了
张子良部的工事。部队借着腾

起的浓烟直扑南关街里，与张
子良部展开了巷战，逐屋逐院
地消灭顽抗之敌。

战士们越战越勇，把小包
炸药和手榴弹扔进张子良部借
以顽抗的院子里，又从窗眼里
塞进屋内，在爆炸后的瞬间突
然冲入，多数顽抗者被击毙。
侥幸未死的敌人潮水般地向城
里溃逃。

这时，张子良见外围阵地
全部失去，不由惊恐万状，下令
把南城门吊桥拉起，并命令用
机枪迎头乱扫逃回的士兵，妄
图迫其与八路军死拼。这些士
兵别无生路，纷纷缴枪投降，至
15 日凌晨，无棣城的 5 个城关
全部被攻克。

张子良犹作困兽之斗，他
亲自上阵督战，多次驱赶着身
背大刀、腰插驳壳枪、手拿冲锋
枪的警卫部队，试图阻击进入
城内的八路军。张子良一边组

织兵力反击，一边狠狠地威胁
部下，宣布“坚决抵抗，决不逃
走，谁若离城半步，概以军法论
处”。16日下午，张子良又狠狠
地威胁了部下，假说带兵督战，
自己却悄悄带着几个家眷在
300 多名部下保护之下企图从
北关西侧突围。不想刚出北门
约半里许便遭到早已守候在此
的八路军迎头痛击，张子良被
击毙。

9 月 17 日，渤海军区部队
发起总攻，攻克了无棣城，俘虏
顽军副司令冯立纲以下5000余
人，毙伤叛徒邢朝兴、沾化伪县
长王浩然等千余人，缴获长短
枪 4000 余支，迫击炮 10 门，轻
重机枪60余挺，各种物资、弹药
不计其数。

（本文原载于《渤海红色文
化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