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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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辗转鲁北，坚持鲁北反
扫荡战争，在战士和群众中具
有高度的威望，对鲁北根据地
之创造，建树无数功勋。”1941
年 10 月 13 日，一一五师政治部
在向总政治部报告的电文中
说：“杨忠的牺牲，不仅是我党
我军的损失，也是国家民族的
损失……”

杨忠，原名欧阳吉善，江西
省 安 福 县 金 田 乡 南 江 村 人 。
1909 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
杨忠自少年时代就受到党的影
响，为支持土改斗争，曾亲手处
决了3个恶霸地主。1930年，杨
忠率领 20 多名青年参加红军。
同年 5 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
党。不久，他来到瑞金，在部队
里负责宣传工作。由于文化程
度低，杨忠连标语都写不好，为
此他发奋苦学，很快就能熟练

地阅读文件，并写得一手好字。
后来，和他相处的同志都说：

“我们以为杨忠同志是个知识
分子呢!”

1934 年 10 月，杨忠随红三
军团参加了长征。平型关战役
后，一一五师在晋察冀边区休
整，他担任民兵工作团团长，带
领工作团成员在附近几个县开
展群众工作，动员了四五千名
青年入伍。

从瑞金走出来的杨忠身经
百战，勇敢沉着。一次部队休
整时，日军飞机轰炸，当时杨忠
正在写信，一颗炮弹落在院子
里炸开，震得屋顶灰土直落。
杨忠掸去纸上的尘土，若无其
事地写完信交给通信员，然后
才不慌不忙地收拾行装转移。

抗战初期，日军为隔断冀
鲁边区和清河区部队的联系，

沿黄河一带增筑了大批据点、
岗楼，驻扎重兵加强封锁。

1940年冬天，中共山东分
局和一一五师指挥部决定打
通“两区”的联系，使两个根据
地连成一片。

1941年7月20日，身为一
一五师教导六旅政治部主任
的杨忠率领十七团一营、三营
及 政 治 部 机 关 1000 多 人 南
下。9 月 3 日部队行进到了惠
民县辛店镇徒骇河畔的夹河
村一带，再进一步就可过黄河
与南岸的清河军区接头。

对于八路军的大胆突破，
日军非常恐慌。9 月 4 日午
时，日军调集济南、德州、商
河、惠民等地日伪军 2000 多
人，汽车 50 辆，迫击炮 20 余
门，偷偷包围了旅政治部机
关、一营驻地夹河村和三营驻

地陈牛庄。
面对日伪军的疯狂夹击，全

体指战员奋勇反击，连续突破日
伪军的三层包围。突围时，机枪
手中弹牺牲，杨忠拿过机枪，向敌
人一顿猛扫，一下撂倒了 10 多个
日军，掩护队伍冲出。

杨忠突围至陈牛庄时，三营
已经转移，他在撤离途中又遭遇
日军阻击，不幸中弹牺牲。

1946 年 12 月 20 日，为纪念对
开辟鲁北新区做出巨大贡献的杨
忠烈士，冀鲁边区决定在他率领
部队开辟的游击区，即商、济、惠
三县交界处，新设置一个县，并命
名为“杨忠县”。1949 年 5 月，根
据中央关于为纪念烈士所改县名
一律恢复原名的精神，杨忠县改
为惠济县，1950年5月撤销。

（本文原载于《渤海红色文化
故事》）

杨忠血洒鲁北

红色交通员王壮基
“就是牺牲我自己，也绝不

让密电码落到敌人手里，我一
定把密电码送到。” 这不单单
是一句重于泰山的铮铮誓言，
更是王壮基用生命和鲜血兑现
的革命诺言。

1940 年冬， 根据山东分局
和一一五师关于开辟鲁北、打
通与清河区联系的指示，冀鲁
边区主力部队准备南下。但黄
河两岸有日军重兵封锁，且有
国民党鲁北保安司令刘景良所
部数股顽军据守这一带，打通
与清河区的联系困难很大。边
区领导决定先派人去联系，并
以教导六旅的名义给驻清河区
的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旅写了一
封信，要第二分区领导派一可
靠的秘密交通员，将信送过黄
河，交给山东纵队三旅副旅长
杨国夫。这是一个非常艰巨危
险的任务，要穿过惠民等好几
个县的敌占区，步行数百里，经
过黄河等几十处关卡，艰难险
阻，困难重重，万一被敌人查
住，牺牲性命不说，党的战略机
密就会泄露。事关重大，举足
轻重，第二分区领导经过再三
斟酌，将这一艰巨重要任务交
给了长期在黄河沿岸活动，熟
悉地形、敌情的商河县地下党
负责人、小学教员王壮基。

王壮基欣然接受任务，他
把密信藏在夹袄的棉絮里，顺
利地送到了杨国夫手中。十多
天后，带着杨国夫的复信，王壮
基安全抵达冀鲁边区。冀鲁边
区党委研究了复信，决定派王
壮基再渡黄河，把边区的电报

密码送到清河区，以便打通两
区的空中通讯联络。

王壮基临行前，边区首长
把密电码交给他，郑重地叮嘱
道：“这是一项绝对机密的任
务，不准泄露给任何人。要把
密电码亲手交给杨国夫旅长，
遇到危急情况时，首先把密电
码销毁。” 

半个月后，冀鲁边区收到
了清河区的电报，并立即回电，
两区之间有了“永不消逝的电
波”，但王壮基却没有回到边
区，他牺牲在了返回边区的路
途中。  

完成任务后，王壮基带着
杨国夫的密件，冒着纷纷扬扬
的雪花，匆匆返程。临近黄河
渡口，他见到日军在河滩设下
哨卡，严格盘查过往行人。王
壮基不慌不忙地迎着日军走
去，摘下礼帽，朝着敌人弯弯
腰，顺手将几张钞票递过去。
日军见来人如此“懂事”，在他

身上胡乱捏了一下就放行了。 
王壮基虽闯过第一关，但

对岸滩头上还有敌人的哨卡，
他必须小心行事。渡船停稳
后，王壮基想如法炮制，但盘查
的伪军一下将钞票打掉，嘟囔
着嫌太少。王壮基又赶紧把金
表递上去，说：“老总通融一下，
家里有老人病重，急需探望。”
伪军一把抢过金表，仍是在王
壮基身上乱捏乱摸。突然，一
个伪军捏到了王壮基衣服夹层
里面好像有纸片一样的东西，
立刻大叫：“把他带走，这个人
可疑，他衣服里面有东西，拆开
他衣服看看。” 

王壮基见事情败露，立刻
掏出匕首朝两个伪军刺去，伪
军猝不及防，双双被刺中倒地，
王壮基夺路便逃。一边是陡立
的大堤，一边是滔滔黄河水，他
只能在宽阔的河滩上朝前猛
奔。

突然，王壮基感到右腿一

阵钻心的疼痛，腿一软，栽倒在
地。他挣扎着坐起来，撩开棉
袍一看，只见大腿已被子弹打
穿，鲜血顺着裤脚汩汩地往外
流。

伪军的喊叫声越来越近，
王壮基脑子飞转：绝不能让密
件落入敌人手中。他迅速从棉
袍衣襟里抽出密件，团起来塞
进嘴里，使劲嚼了几下，便往肚
里咽。谁知因为刚才跑得太
急，喉干舌燥，纸张怎么也咽不
下去。

该怎么办？他用手使劲在
地上刨了几下，但黄土冻得硬
邦邦的，一时也不可能刨出个
坑来。伪军渐渐逼近跟前，情
况十分危急。他看了看腿上的
枪眼，背转身子，把牙一咬，将
纸团狠命朝伤口里一塞，自己
也疼得昏迷过去…… 

王壮基清醒后，发现已经
在伪军的牢房里了。伪军把他
吊起来拷打，要他说出机密，他
只是咬紧牙关，不说一字。连
续遭受了两天两夜的严刑审
讯，王壮基的四肢全被打断，仍
然守口如瓶。伪军无计可施，
将王壮基拖到黄河岸边杀害。 

临刑前，王壮基将他的被
捕经过告诉了同狱的一位战
友，要他转告党组织：“我已经
完成任务，虽死无憾！”当战友
们在黄河岸边找到他的遗体
时，发现密件还深深地藏在他
的伤口里。

（本文原载于《渤海红色文
化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