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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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 省 三 为 了 筹 集 党 的 经
费，不顾家人反对，执意把家里
的一头骡子牵到集市上去卖。
父亲无奈之下只好叫人带上 20
块大洋，追到半路，将骡子换了
回来。村里的人议论纷纷，这
个人卖骡子图个啥？这不是疯
子吗？从此，他有了一个称号，
叫“鹿疯子”。

鹿省三，原名鹿效曾，1905
年 1 月 26 日出生在莱芜县牛泉
公社西牛王泉村一个中农家
庭。1928 年，莱芜县政府举办
小学教员训练班，鹿省三考入
该训练班。1929 年秋天，鹿省
三考入济南正谊中学，第一次
听人讲述了共产党的政治主
张，开始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敬
仰之情。1930 年，鹿省三经同
学张子健的介绍，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

1931 年 初 一 个 寒 冷 的 夜
晚，鹿省三悄悄出门张贴宣传
标语。他从校门口贴到教室
时，被敌人发现。就在这紧急
关头，鹿省三立即从后门跑到
大明湖，跳进芦苇丛里藏了起
来。敌人搜索无获后只能悻悻
而去。

1932 年的一天，上级派鹿
省三给莱芜县委书记刘仲莹传
达口头指示。从泰安站下火车
后，忽然天降大雨。为了不耽
误任务，鹿省三冒雨向莱芜方
向跑去。他来到汶河边，河水

暴涨，拦住了前方的去路。鹿
省三不顾危险，赤手过河，不料
刚走到河中间，人就被卷进急
流，千钧一发之际，他伸手拽住
河边垂柳的一束树枝才得以上
岸。鹿省三就是用这种舍我其
谁的精神，完成了上级分配给
他的任务。

1933 年春，中共山东省委
决定由鹿省三任省委巡视员，
到博兴、淄川、博山、益都、昌
乐、潍县、寿光等县组织工人运
动，重建党的组织。当时党的
经费极其拮据，鹿省三就和父、
兄分家，卖掉了自己分得的那
一份土地，用来充当党的活动
经费。

1937 年 11 月下旬，中共山
东省委建立鲁东工委，鹿省三
任书记。他立即召开工委会议
研究贯彻省委指示，决定让张
文通到寿光，他到昌邑、潍县，
分头组建抗日游击队。12 月
底，鹿省三以鲁东工委的名义，
领导了潍北抗日武装起义，建
立了八路军鲁东游击第七支
队，他任政委。与此同时，马保
三、张文通在寿光牛头镇举行
武装起义，建立了八路军鲁东
游击第八支队。

1938 年 3 月 3 日，鹿省三率
部队包围李家扶宁村的地主武
装，由于轻信了地主可以通过
谈判交出枪支的许诺，遭到日
伪军的袭击，部队损失较重。

30 多人随支队转移到火道
村，其余大部分人员连夜过
潍河，撤到潍县北。

3月26日，部队在昌邑北
瓦城镇与八支队胜利会师，
并组建了“八路军鲁东游击
指挥部”，鹿省三兼任政委，
马 保 三 任 指 挥 。 部 队 共 计
3500 余人，钢枪 1200 余支。
整编后，七、八支队仍保留原
建制和番号，分别由张鸿礼、
王云生任支队长。

日军侵占昌邑县城后，
进占昌邑北重镇柳疃。4 月
2 日拂晓，柳疃战斗打响。由
于武器装备较差，缺乏攻坚
经验，战士们历经冲杀最终
难挡敌人的反击，被迫撤退。
4 月 4 日，鹿省三代表工委在
龙池村传达关于部队进驻胶
东的意见，遭到张鸿礼等人反
对。张鸿礼还把本不应参加
会议的亲信金炎找来，大肆攻
击工委。张鸿礼的意见遭到
了大多数同志的反对，鹿省三
当即决定部队迅速东进。鹿
省三等 20 多人则留守在昌邑
瓦城做地方工作。

4 月 7 日上午 10 时许，金
炎突然骑马返回瓦城，在镇公
所孙膑庙内找到鹿省三。一
见面，金炎便高声叫嚣着向鹿
省三要钱。鹿省三说：“干革
命，两个肩膀扛着个头，哪来
的钱？”金炎仍不死心，鹿省三

怕影响其他同志，连忙拉他出去
理论。不料，鹿省三刚走出庙门，
凶残的金炎便毫无征兆地向他连
开数枪。中弹后的鹿省三躺倒在
血泊之中，年仅33岁。

鹿省三的不幸被害，是昌潍
大地抗日斗争的巨大损失，全体
指战员无不悲痛万分，经一致同
意处决了凶手金炎。部队则按照
鹿省三生前的指示，向东进发，高
举抗日大旗，成为开辟山东抗日
根据地的一支重要力量。

（本文原载于《渤海红色文化
故事》）

信仰如山的“鹿疯子”

浩气长存张培之
1940 年 4 月里的一天下午,

乐陵县官道刘日伪据点通往村
东刑场的路上，日军小队长久
寒丘指挥日伪将三个五花大绑
的青年人押向那里。其中一人
伤势严重,步履艰难,但昂首挺
胸,坦然地走向刑场。他,就是
冀鲁边区三地委秘书长张培
之。

张培之,又名张栽云,化名
李杰。1907 年出生在沾化县泊
头乡官庄。1929年夏,考入被誉
为“红二师”的曲阜第二师范求
学。当时校内进步思想活跃,革
命师生上演了讽刺剧《子见南
子》,张培之就是震惊中外的“子
见南子案”参与人之一。

1937 年，张培之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成为沾化县最早的党
员之一。从此,他协助石清玉同
志于 1938 年春建立“抗日救国
读书会”。4月,张培之巧妙地把

“读书会”扩办到国民党刘景良
部的政训处里,从中秘密发展王
瑞锋等先进分子入党,变国民党

的政训处为共产党八路军宣传
抗日的阵地。

1938年秋,中共沾化县工委
成立。石清玉同志为书记,张培
之任组织委员。县工委在井王
村设小学一处,由张培之任教
员,负责党的联络工作。1939 
年秋,冀鲁边区重建鲁北地委
时,组织上调张培之任鲁北地委
秘书长兼管党员教育工作。此
时他化名李杰,经常代替地委起
草文件,代表地委答复处理各县
党组织的公函。他率领地委机
关活动于商河、阳信、乐陵三县
边境一带。

1940 年 2 月,张培之冒着严
寒带公务员到乐陵五区花园街
东张家店办党训班。由于汉奸
伪村长张同升告密,张培之被官
道刘据点的日伪军逮捕。敌人
将他同另外两个刚报到的学员
一起押回据点,关进严密看守的
伪警备队监狱。

夜幕降临了，张培之冷静
地分析了目前的处境,他秘密召

集大家,严肃地说：“同志们,党
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在敌人
面前,我们每人的表现如何,就
是鉴定我们党训班学习成绩的
最好答卷。现在，我来开讲党
训 班 第 一 课 ：严 守 党 的 秘 密
……”

翌日,审讯在伪警备队大院
开始。敌人用尽了招数,把张培
之折磨得死去活来，伤痕斑斑,
肋骨折断好几根。但张培之始
终守口如瓶,没向敌人透露半点
机密。

张培之用实际行动给狱中
党员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他
们在敌人的审讯中也都坚贞不
屈。每次受审回来,张培之挣扎
着,去抚摸同伴们的伤处,询问
疼不疼,并告诫大家莫愧对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他
还用明朝的《石灰吟》诗勉励大
家：“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
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
青白在人间。”

张培之根据几天来的观察,

机警地意识到斗争已到了最后
时刻。他秘密召集大家决定,抓
紧时机,越狱出去。张培之摸清
了敌人的岗哨布置情况和活动
规律,密选伪警备队东墙下大水
沟为突破点。

一天清晨,张培之趁敌夜哨
与白哨换岗的机会,发出行动的
命令:“争取生存的最后时刻到
了。按原定地点越狱。你们先
逃,我来断后。”同伴们撬开监狱
的木门,顺墙根向北悄悄摸去。
水沟很窄,勉强能钻出一个人。
刚一露面,就被敌人发觉了。顿
时枪声密集,喊声嘈杂响成一
片,逃出的人员很快被追截了回
来。

越狱未成。当天下午三点,
张培之等被押赴刑场,他们在敌
人的枪口下面不改色,从容就
义。

（本文原载于《渤海红色文
化故事》）

鹿省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