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曹  玉 邮箱：sdlbwb@163.com
2024.8.21星期三 悦读滨州·文史

下载品质滨州 畅享品质生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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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 年秋天，日伪对我清
河区的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
开始了，位于小清河畔的八路
军广北抗日根据地形势急转直
下。冬天即将来临，干部战士
的棉衣还没有着落。

一天深夜，一名八路军干
部带着一名警卫员闪进了寿光
县巨淀湖畔的一所宅院。油灯
下，八路军干部为了给部队筹
集棉衣，正在动员他的母亲卖
自家土地。这名八路军干部，
就是傅文彩。

傅文彩，1918年2月出生在
寿光县台头镇傅家茅坨一个富
裕农民家庭。自小聪慧好学，

1935 年 2 月考入寿光县丰城高
级小学。傅文彩毕业后，跟随
以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的赵寄
舟开展抗日活动。1938年6月，
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
担任了寿光县第六区动委会主
任。傅文彩搞情报、征粮草，奇
袭丰城杀鬼子，夜间拆除公路
桥，偷割日伪电话线，发展了地
方武装，振奋了群众斗志。

1941年1月，傅文彩被选派
到鲁南抗大一分校学习，他如
饥似渴地学习党的政策和敌后
游击战术。经过半年军事生活
和严格的军事训练，傅文彩成
长为一名优秀的地方干部和合

格的军事指挥员。同年 8 月，
化名“李润生”的傅文彩被清
河区党委派到广北工作，先后
担任广北第八区区中队指导
员、第九区区委书记。在广
北，他起早贪黑，走村串户，宣
传党的抗日主张，帮助各村建
立农救会、妇救会和青年抗日
先锋队。就是这一年秋天，为
了筹集抗日经费，给军区直属
团筹集过冬棉衣，他回家动员
家人变卖田产，为开辟清水泊
和广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
大贡献。

1942 年 3 月的一天晚上，
傅文彩在广北第九区西营村

召集村干部开会，应对日军“扫
荡”，不料被伪十六旅成建基团的
特务队逮捕，然后押至成建基老
巢三里庄。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
和审讯，傅文彩义正词严、大义凛
然、视死如归，叫着伪团长成建基
的小名大骂汉奸卖国贼。惨无人
道的成建基，像一只被激怒的野
兽，狂吼着：“不要让他说话了，割
掉他的舌头！”面对这群败类，已
不能说话的傅文彩仍怒目圆睁，
怒视着成建基和行刑的刽子手。
杀人无数的成建基急令刽子手挖
掉了傅文彩的两只眼睛，然后将
浑身是血的傅文彩活埋。（本文原
载于《渤海红色文化故事》）

傅文彩鲜血为国流

赤胆忠魂朱剑秋
朱剑秋，潍坊市滨海开发

区大家洼镇石桥村人。他生于
富裕农民家庭，9 岁入私塾读
书，16 岁辍学务农。1933 年，朱
剑秋任济南裕祥银号经理时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 年冬，朱剑秋回到寿
光担任了九区区委书记。区政
府成立后，又兼任区长。面对
日伪军和土顽的双重夹击，朱
剑秋带领该区的党政人员同敌
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艰苦斗
争。1939 年春，土顽国民党山
东省保安第十五旅旅长张景月
带领数百人到石桥村。其政治
部主任王念根与朱剑秋早已相
识，便来到朱剑秋家，对朱剑秋
的妻子说：“我与剑秋在济南是

拜把兄弟，剑秋很有才干 ，张
旅长很器重他。叫他别干八路
了，我保证他的人身安全，还保
证他干重要差事，吃穿比八路
好得多。”张景月撤离石桥村
时，王念根又拿着一封信来到
朱剑秋家说：“剑秋兄回家时把
此信交给他。”当妻子把信交给
朱剑秋时，他看也未看，立刻撕
得粉碎，说他们走的不是一条
路。

1939 年秋，张景月又派副
官朱玉生带领 200 人来到石桥，
以同宗关系拉拢劝降朱剑秋。
朱剑秋与区委研究认为，这是
智取敌人的好机会。他一面亲
自出面应付敌人，一面安排区
委武装人员，将驻周疃的保安

队杨武道部的 30 支枪及 1000
发子弹全部缴获。朱玉生劝降
不成反而被缴了枪支，张景月
听后恼羞成怒，马上指令海防
大队长杨盛三捕杀朱剑秋。

1939 年冬，杨盛三派他的
中队长王杰三带队执行这一任
务。王杰三是太平村人，早已
与朱剑秋相识，朱剑秋了解他
有强烈的爱国之心，决定争取
他参加八路军。当王杰三到石
桥村去执行任务时，朱剑秋不
顾个人安危，深入敌营，只身约
见王杰三。王杰三在朱剑秋的
开导下幡然悔悟。不久，他便
率领 30 多人投奔朱剑秋，并被
任命为海防营营长。

张景月赔了夫人又折兵，

心中更加恼怒，1940 年张景月
部下杨盛三与日军配合，把朱
剑秋家房屋全部烧毁。    

1940 年秋，朱剑秋调任博
兴县县长，率领全县军民转战
于清河平原，粉碎了日军五次

“治安强化运动”。经费困难
时，朱剑秋回家把赖以糊口的
祖传田地卖出，以筹措经费。
亲属与乡亲劝其不能卖地时，
他说：“工作需要钱，先把地卖
掉再说吧！”

1942 年 3 月 25 日，在博兴
五区东郑王庄与日伪军作战
中，朱剑秋壮烈牺牲，时年 41
岁。

（本文原载于《渤海红色文
化故事》）

韩子衡宁死不当俘虏
抗日战争时期，在高苑县

境内发生了一场激烈而悲壮的
战斗：八路军的一个连打退了
日伪军 5000 余人的数次围攻，
毙敌 180 余人。终因众寡悬殊，
除极少数人突围以外，其余战
士全部壮烈牺牲。部队指挥员
也身负重伤，壮烈自尽。这名
指挥员，便是八路军山东渤海
军区清西军分区的参谋长韩子
衡。

韩子衡，1906 年出生于高
苑县（今属高青县）的一个农民
家庭，1930 年毕业于长山中学。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把
家乡爱国青年组织起来，走上
街头、集市，宣传抗日，揭露日
本侵略者的暴行。年底，他被
上级任命为长山县六区区长兼

中队长。为了发动群众抗击日
军，保家卫国，韩子衡成立了

“武装自卫团”，并在全区各村
建立抗日团体“联庄会”。1938 
年 1 月 19 日，韩子衡带领数十
名“联庄会”会员配合八路军山
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在小
清河两岸伏击了日军一艘汽
艇。小清河伏击战后，韩子衡
以区中队为基础，广泛发动群
众，队伍迅速发展到 120 多人。
不久，韩子衡率部参加了八路
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
队。1938 年 10 月，韩子衡光
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 年初，韩子衡率部到
小清河北开辟抗日根据地。3 
月上旬，他与战友们在南寺庄
村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日军

闻讯后，乘汽车前来袭击。韩
子衡指挥部队与日军激战一
天，毙伤日伪军数十人，傍晚，
率部安全转移。

1943 年 1 月，日伪军 5000
余人“铁壁合围”清西地区。这
时，担任清西军分区参谋长的
韩子衡正带领九连战士驻扎在
樊林村。15 日凌晨，部队转移
到庙子村时，突然遭到了数倍
之敌的包围，韩子衡亲自指挥
战士们用手榴弹炸开一条血
路，突破了敌围。不久后，在大
王家村南的开阔地一带，部队
又被四面聚拢而来的日伪军合
围。韩子衡大声地号召部队：

“有一口气也要同日寇拼到底，
剩下一个人也要冲出去！”韩子
衡和九连战士们打退了敌人一

次又一次进攻。
激战中，韩子衡先是大腿

两处受伤，接着左肩中弹，腰部
挂花，但他仍坚持指挥战斗，后
因流血不止，摔倒在战场上。
这时，几个战士围了过来，想背
着他走，韩子衡知道自己不行
了，为了不牵累大家，他严肃地
对身边战士说：“同志们，我不
行了，你们要坚决冲出去。要
记住，咱们是八路军！”这时，周
围的敌人也号叫着围了上来，
韩子衡用枪对准自己的太阳
穴，扣动了扳机……

为 了 中 华 民 族 的 解 放 事
业，韩子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
生命，这一年，他只有37岁。

（本文原载于《渤海红色文
化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