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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品质滨州 畅享品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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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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
有为党的事业不惜牺牲个人生
命的精神，要不就不算一个真
正的共产党员。”这就是博兴县
高渡村人、共产党员李天佑经
常说的话，他不仅说了，而且做
到了。

李天佑，字惠民，博兴县早
期共产党员之一。7 岁在王浩
村读私塾，15岁辍学，在家种着
3亩薄地，支撑着6口之家。冬、
春求师学艺唱洋琴，后在舅父
的帮助下设馆教书。1930年由
张静源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春调到四区城王村以小
学教师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活
动。他经常教育群众：“地主老
财们都是吸血鬼，天下乌鸦一
般黑。要翻身，穷哥们必须攥
成一个拳头，起来和他们作斗
争。”

1932年8月，博兴县爆发了
“八四”农民武装暴动。一天深
夜，暴动失败后遭国民党政府
通缉的李相韩，风尘仆仆地闯
进了李天佑的宿舍。李天佑机
警地问路上有没有人跟踪盯
梢，年轻的李相韩说没注意。
李天佑安排李相韩睡下后，便
拖着几夜未睡、疲惫至极的身
子为李相韩警戒。不一会，传
来犬吠声与人的嘈杂声。李天
佑断定是敌人追来了，他立即
将李相韩唤起，两人迅速地从
后院越墙冲出了村子。

拂晓，他俩跑到了兴福镇，
鞋裤已被露水湿透，全身满是
泥浆。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

意，他俩便在一个井边池子里
洗涮。突然，他俩发现路上行
人拼命地跑，还没等反应过来，
就被国民党民团包围了起来。
李天佑悄悄对李相韩说：“敌人
要的是李相韩。你我谁是，他
们还分辨不清。我就说我是李
相韩，掩护你，你就有可能脱
险。”李相韩说：“我掩护你留下
来，你是老同志，对革命事业更
有利。”并低声向李天佑交待具
体任务。李天佑十分严肃地拒
绝道：“不要推让了，下一步你
要见机行事，争取一切可能的
机会脱身！”

这时，一伙国民党团丁突
然大声喊道：“李相韩！”李相韩

应声而起。团丁顺手打了李相
韩两个耳光，随之把李相韩拖
往门外。这时，李天佑道：“真
是些蠢才，眼长到哪里去了，我
才是李相韩！”匪徒们如获至
宝：“老兄，我知道你会跳出来
的！”“向你们县党部的那些老
爷们讨赏钱去吧！”李天佑说着
大摇大摆地朝大门走去。

第二天，八个民团团丁押
着二人往县城解送。走到一个
水井旁，李天佑机警地朝高粱
地使了个眼色，李相韩会意地
点了点头。随之，李天佑假装
说：“兄弟们，我渴得实在走不
动了，想到井边喝口水。”团丁
准许后，他一头扎到垅沟里喝

了起来，团丁们也有的趴下喝
水，有的洗脸。此时李相韩趁
机钻进了高粱地，李天佑亦向
相反方向跑去，不幸又被抓住。

李天佑被押到县城后，国
民党县长亲自审问：“跑了的那
个是李相韩吗？”“不是，我是李
相韩。”县长一愣：“胡说！只要
你说出真情实话，与你毫不相
干。”李天佑置之不理。敌人无
计可施，恼羞成怒，最后将李天
佑枪杀。

时年，李天佑 38 岁，临刑
时，他大声高呼:“打倒国民党反
动派!共产党万岁!”

（本文原载于《渤海红色文
化故事》）

舍身救战友的李天佑

胡恒熙烈士的铮铮誓言

“要有骨气，只要我们活
着，就革命到底，胜利是属于我
们的。”这是共产党人胡恒熙临
终前的誓言。

胡恒熙，1906 年出生于河
北省盐山县龙王庙村。1925年
考入天津水产学校。受进步刊
物及共产党人刘格平等的影
响，积极投身革命。1926年，胡
恒熙加入武汉国民革命军第六

军。大革命失败后，胡恒熙拒
绝接受国民党的委任，坚决跟
着共产党走。1927 年秋，胡恒
熙经刘格平介绍入党，并受中
共党组织派遣，回乡任龙王庙
村党支部书记。

遵照中共顺直省委关于创
建武装，实行武力反抗的指示，
1928年3月，胡恒熙与刘格平等
在庆云、盐山一带发展武装力
量，成立津南革命军第一支队，
一举攻占庆云县城，缴获县民
团和警察局的枪支，使队伍扩
大到 300 余人。当奉军包围庆
云县城，双方处于僵持局面时，
原中共庆云县委书记陈一新临
阵变节，拉队伍投靠国民党。
中共津南特委将其开除出党，
并任命胡恒熙为庆云、盐山联
合县委书记。当年夏，中共津
南特委书记刘格平被捕，特委
组织的活动一度中断。在与上
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
胡恒熙仍积极顽强地坚持地下
斗争。1933年重建中共津南特

委，胡恒熙任津浦路东中心县
委书记兼庆云县委书记，全面
领导津浦路东党的工作。　

1934年4月，国民党庆云县
政府借疏通马颊河之机，私吞
修河款，转而向群众摊派，引起
群众罢河工、抗暴政的斗争。
津南特委和庆云县委因势利
导，组织马颊河河工全体罢工，
并于20日在严家务大集上召开
大会，宣布成立农民自卫军，开
展武装斗争。会议开始不久，
国民党县政府的警察和沧州赶
来的骑兵连就从西南方向包围
上来，胡恒熙等 17 名党团员及
群众积极分子被捕入狱。　

在狱中，敌人得知胡恒熙
是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后，妄图
通过刑讯逼供，使他屈膝投降，
供出中共地下组织。他们把胡
恒熙的四肢固定在柱子上，用
皮鞭猛抽，昏过去就用凉水浇，
醒过来又用手指粗的火香烧灼
他的皮肤。一边烧，一边问：

“谁是共产党员？”胡恒熙回答：

“我是！”“还有谁？”“不知道！”
“那就枪毙！”“死了我也不知
道！”　

酷刑不能使胡恒熙屈服，
敌人变换伎俩，一时许官，一时
又许以美女。胡恒熙嗤之以
鼻，痛骂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
与腐败，还拿起便盆砸向劝降
的“美女”。一无所获的敌人把
胡恒熙押到北平国民党军分
会，但仍未放弃对他的折磨。　

一年多的非人磨难，使胡
恒熙患了痢疾，并且病情日益
严重。敌人将他送到陆军监
狱，扔在监狱医院一间阴暗潮
湿、又脏又臭的停尸房里。蚊
叮虫咬，连口水都喝不上。胡
恒熙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斗
争，决不讨饶。

1935 年 5 月，年仅 29 岁的
胡恒熙被酷刑与疾病夺去了生
命。

（本文原载于《渤海红色文
化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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