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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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 年，博兴县龙河村牟
振诺家里传来一阵嘹亮的婴儿
啼哭声，牟兰美出生了。

牟兰美的父亲牟振诺早些
年参加革命，曾经担任龙河村
的抗日自卫团团长。1943 年
冬，牟振诺被驻守在湖滨安家
庄的汉奸周胜芳抓去，并押到
湖滨的安柴，用铡刀铡成三段，
壮烈牺牲。

当时，牟兰美只有 18 岁。
亲眼看到父亲被敌人残忍杀
害，牟兰美牢牢记住了这血海
深仇，决心跟着共产党干革命，
为父亲报仇。她和母亲在村妇
救会的领导下，积极纺线、织
布、做军鞋，拥军优属，支援前
线。这一年，牟兰美担任了龙
河村妇救会主任。

1944 年，牟兰美与本地的
有志青年鲍友利相爱并结婚。
还没过上半年的新婚日子，牟
兰美就积极带头动员自己的新
婚爱人鲍友利参了军，跟随部
队作战，抵御外寇。而牟兰美
也于 1946 年 3 月，报名参加了
县里组织的拥军拥政宣传队，
并被分配到本县小清河南的寨
郝乡一带工作。牟兰美对革命
工作始终充满着热情，她走乡
串村，积极发动群众，寨郝乡的
革命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群
众革命热情十分高涨。

小清河南寨郝一带抗战时
期一直被日军和国民党土顽头
子周胜芳盘踞着。日本投降
后，周胜芳率部逃往张店，但经
常派人到这一带捣乱破坏搞刺

杀。牟兰美的活动引起了周
胜芳的注意，便派人盯梢跟
踪，千方百计要抓她。

1946年3月20日晚上，牟
兰美正在寨郝乡后东门村妇
救会主任家只有十平方米的
小东屋里研究工作，突然被周
胜芳部包围。10 多名特务一
边开枪，一边疯狂地喊叫：“牟
兰美快出来投降！”牟兰美勇
敢地带领大家向周胜芳部匪
特还击，但因子弹打光，寡不
敌众，被抓了。匪特对她进行
了严刑拷打，逼问党的机密情
报，要她说出其他工作队员的
姓名、住处。她只是一个劲地
说：“不知道！”敌人用砍头威
胁，把她的发髻连头皮砍下
来，鲜血顺着脖子往下淌，她

忍住疼痛，咬紧牙关，一个字也不
讲。

惨无人道的匪特又残暴地把
牟兰美的两个乳房割下来。她当
场昏厥过去。醒来后，敌人继续
逼问她，她怒视着敌人，什么也不
讲。最后，敌人黔驴技穷，气急败
坏地把牟兰美杀害了。这一年，
她才21岁。

家乡龙河村的群众得知牟兰
美牺牲的消息后，悲痛万分，晚上
冒着生命危险，把她的遗体偷运
回来，村党支部和农救会把她装
殓起来埋葬了。

同年 10 月，牟兰美的丈夫鲍
友利也英勇牺牲。

（本文原载于《渤海红色文化
故事》）

牟兰美视死如归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是
毛泽东主席为刘胡兰烈士的亲
笔题词。在刘胡兰牺牲半年
前，山东惠民一名普通的农村
妇女吴洪英与刘胡兰一样宁死
不 屈 ，最 后 被 敌 人 用 铡 刀 铡
死。

吴洪英出生在惠民县何坊
乡王家湾一个普通的农民家
庭。青少年时期，吴洪英勤劳
能干，18 岁那年嫁给牛茁村一
名普通庄稼汉牛连奎。她虽然
从未念过书，但具有忠贞刚毅、
威武不屈的气节。

吴洪英的丈夫牛连奎，是
1938 年入党的中国共产党党
员，在自己的家乡建立了秘密
联络站，负责为冀鲁边抗日根

据地搜集情报和传递文件。为
了保守党的机密，牛连奎“上不
告父母，下不传妻子”，但他可
疑的行为还引起了吴洪英的注
意。在丈夫牛连奎的开导与影
响之下，吴洪英逐渐明白了抗
日救国的道理，不但理解丈夫，
还主动支持、帮助丈夫完成上
级交给的任务。在革命思想的
熏陶下，吴洪英从一个农村家
庭妇女逐渐成长为一名革命战
士，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解放战争爆发后，惠民县
牛茁村一带，成为国民党“还乡
团”活跃的地区。牛连奎受党
的指示，公开了自己的身份，组
织了一个十多个村庄参加的联
防队，并担任指导员。吴洪英

也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动员广
大妇女参加妇救会、秧歌队，带
领群众斗地主、反恶霸、分田分
地，使当地的群众运动开展得
轰轰烈烈。

由于吴洪英和她丈夫都从
事革命工作，所以敌人对他们
恨得要死，挖空心思地寻找机
会要进行报复。1946 年 8 月 8
日下午，以特务头子牛子明为
首的“还乡团”100 余人包围了
牛茁村。情况万分危急，在吴
洪英的掩护下，多数人员都脱
险了，但是吴洪英却不幸被捕。

“还乡团”把全村男女老少
都赶到村中间一个池塘边，周
围架起机枪。凶恶的敌人把吴
洪英吊到一棵大树上，用鞭子

抽，棍子打，枪托顶，逼她说出
谁是村干部？谁是儿童团？谁
参加了秧歌队？吴洪英横眉冷
对，每次都斩钉截铁地回答：

“不知道！”敌人把她打得遍体
鳞伤，浑身是血，在场的群众无
不心痛落泪。

穷凶极恶的敌人搬出一口
铡刀相威胁，指着吴洪英说：

“要再不说，这就是你的上天之
路！”吴洪英昂首挺胸坚定地回
答：“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罪
恶的铡刀终于按了下去，全村
群众掩面而泣，泪如雨下。吴
洪英牺牲时年仅35岁。

（本文原载于《渤海红色文
化故事》）

    1949 年 10 月 26 日 18 时，金
门岛古宁头村，在解放军 251 团
指挥所里，一位平日里钢铁一
般的鲁北汉子流下了眼泪：“我
自己牺牲了不要紧，没有完成
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光荣任
务，太对不起首长对自己的培
养和信任了。”这位鲁北汉子，
就是血战金门、血洒台北的解
放军团长刘天祥。

刘天祥 1919 年生于无棣县
一个农民家中，1936 年秋在无
棣县立师范读书时，受中共地
下党组织的影响，学习了一些
马列主义和革命道理。1937 年
秋由于书业、于梅先介绍加入
中国共产党。1938 年春，19 岁
的刘天祥在庆云、盐山的城镇
乡村进行游击活动，到 1943 年
已是商惠独立营营长了。

1945 年 11 月 14 日，在攻克
平原城和火车站战斗中，刘天
祥营的任务是爆破、攻占南城
门，待平原城全部解决后，集中
力量全歼日军。14日凌晨4时，
刘天祥、张钦营长和渤海军区
政治部敌工部长符浩，带着日
本反战同盟的同志对日军喊
话，但敌人凭借车站房和8个车
厢皮作工事负隅顽抗。激战 6
个小时后，日军八中队被歼灭。

1946年1月，刘天祥升任十
一团副团长。在渤海军区主力
围攻禹城西站时，刘天祥协同
朱耀华团长、杨爱华政委率领
部队抢占了禹城西南面的沟
壕，与敌人激战一天一夜。次
日凌晨，围歼日军山谷大队，打
死打伤日军200余人。13日夜，
刘天祥又率一营攻入梅花村据

点，歼灭伪军300多名。
1949 年，组织上准备在金

门战斗后任命刘天祥为 84 师副
师长。刘天祥也和他的未婚妻
约好，待解放金门后用胜利来
祝贺新婚。

当时，部队船少、无海战经
验，但大家仍为胜利所激动，纷
纷要求乘胜追击敌人。3 个团
10 个营的兵力从琼林、古宁头
仓促登船，刘天祥率二五一团
由莲河村南的海边登船向金门
进发。经短暂战斗登陆成功，
占领了垄口、后沙、琼林十字
路，攻下双乳山，俘敌 12000 余
人。但 3 个团 10 个营冲上去
后，适逢落潮，船只搁浅在海滩
上，必须等下次涨潮才能开动，
致使后续部队无法接应。敌人
趁机派飞机、大炮将搁浅船只

炸烂。
当天，敌军共 6 万余人前来

增援，在 30 多辆水陆两用坦克
掩护下向部队反扑。敌众我
寡，后援部队无望，弹药不足，
刘天祥团被打散为两段。10 月
26 日，孙云秀副师长和各团领
导干部召开紧急作战会议，认
为形势严重，有全军覆没的危
险，决定“守东攻西”，分三路向
金门城东关进攻。但敌人越打
越多，战士们虽浴血奋战，但伤
亡惨重，弹尽援绝。27 日午后，
敌人坦克滚压过来，刘天祥被
轧断腿，昏迷后被俘。

敌人将刘天祥押到台北，
威胁利诱。刘天祥坚贞不渝，
毫不动摇。敌人无计可施，最
后将刘天祥杀害。（本文原载于

《渤海红色文化故事》）

刘胡兰式的女英雄吴洪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