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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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没有星辰，大地没有
灯光，唯有风，凛冽的东北风。

这是 1943 年初冬的一个夜
晚。广北平原上，一个小村里，
驻扎着八路军山东清河军区的
警卫部队。他们从凌晨开始，
和日军整整周旋拼搏一天了。 

天更冷了，村外的日军到
处点起火堆，围着烤火。

清河军区司令员杨国夫和
政委景晓村等的就是这个机
会。

“行动！”战士们冒着寒风
悄悄地冲出了日军的包围圈。
此时的战士们方才觉得饥寒交
迫，他们整整一天没吃东西了。
杨国夫司令员一边走着，一边
望着肚饥衣薄的战士们。景晓
村政委也已经勒了好几次腰
带，想着今夜充饥过宿的地方
在哪里呢？走着，走着，前方突
然出现了一点微弱的光。原
来，这是一座土屋，土屋里亮着
灯，屋里住着一对老人，老汉叫
康元正。

警 卫 排 的 战 士 来 到 土 屋
前，叫开了门。康元正一见是
八路军，又惊又喜：“老天爷长
眼，你们可来了，听说鬼子大

‘扫荡’，我们的心就一直吊在
喉咙眼儿上，这会儿可好了。
快，快进屋里！”老大娘也忙说：

“快上炕暖和暖和。”大娘说完，
一下子又像是想起了什么，忙
问：“杨司令突围出来了没有？”

“让您老人家挂念了，出来
了，在这里。”杨国夫忙上前扶
住老人家。

“谢天谢地，老天爷有眼，
有你们在，老百姓就有盼头。”
老大娘抚摸着杨国夫说。

“老人家，放心吧，有老百
姓 支 持 ，最 后 胜 利 定 是 我 们
的。”杨国夫扶着老人坐下：“老
人家，外面冷，您老快到屋里暖
和暖和。”

“嗯，嗯，也快让同志们到
屋里。”

屋子毕竟太小了，战士们
只好轮换倒班进屋暖和一会
儿。见康老汉家里穷当当，杨
国夫也不忍心向他们讨吃的
了。可是两位老人家却不声不
响地将自己仅存的一点萝卜拿
出来切了，又将藏在炕洞里的
一小口袋粗杂面翻出来，一起
倒进锅里，煮了一锅萝卜粥。
粥煮出来了，可战士们谁也不

忍心去吃，尽管饿得饥肠辘
辘。

两位老人见状急了，对杨
国夫说：“你快下令让同志们
吃点吧，即使吃不饱肚子，也
可以挡挡饥，御御寒。”

“老人家你们……”
“快啥也别说了，只要不

嫌弃少就行。你们要不吃，俺
……俺……”老人急得哭了。

“好，谢谢老人家。”杨国
夫扶住老人：“同志们……同
志们，吃吧，大家要牢牢记住
这顿饭，将来，我们要用多杀
鬼子来报答。”

毕竟粥太少了，每人只能
分得半碗，但同志们却觉得这
是天下最美的美味。

可是，康大爷家的粮食全
吃光了，今后怎么办？灯底
下，杨国夫和景晓村小声地讨
论着。杨国夫从自己身上脱
下那件羊皮背心，走到康老汉
面前：“老人家，没啥好东西，
这件背心拿到集上多少可以
换点吃的，您收下吧。”

景晓村也从马背上抽下
一条半旧的军用毛毯，要送给
康老汉。康老汉急得忙说：

“这、这、使不得，使不得，杨司令
你是俺老百姓的活菩萨，俺……
俺……”

战士们也忙着脱下自己贴身
的褂子，杨国夫见了对大家说：

“同志们，寒冬腊月，你们穿得够
单薄的了，快把衣服穿上，不要让
老人家为咱担心。保养好身体，
多杀敌人，才是真正回报老人的
关怀和支持。”

“对，对，俺啥也不盼，就盼你
们多杀鬼子。可是，你们的东西
我们一件也不要。”

事情僵住了，一方坚持送，一
方坚决不收。幸好此时袁也烈参
谋长派人送来一些白天他们在战
斗中截获的日军的大米。杨国夫
决定战士们每人分一点背在身
上，其余的都给两位老人留下过
冬。

第二天，战士们怀着感激的
心情，和老人依依惜别。

风还是那么紧，天还是那么
冷，可战士们的心里暖暖的。

（本文原载于《渤海红色文化
故事》）

希望的灯火

    垦 区 的 荆 条 长 得 又 高 又
大，密密麻麻，顽强地挺拔在渤
海湾边的盐碱地里，颜色红红
的，就像是被战士的鲜血染红
了一般。

1943 年冬，日军对清河区
进行疯狂的“蚕食”和“围剿”。 
   当得知日伪军要到垦区“扫
荡”的消息后，垦利县二区区委
书记许俊芝和垦利县青年救国
会会长王志颜立即带领两名区
委干部，组织群众转移。

他们刚要把群众往青纱帐
疏散隐蔽时，日伪军便扑了上
来，拼命向高粱地里射击。

“小王，快，占据村头，吸引
敌人的火力，掩护群众转移。”
许书记吩咐道。日伪军遭到抵
抗后，丢下转移的群众，一窝蜂
地向村头扑去。许俊芝和王志
颜等也边打边撤，退守在村头
的一所房子里。他们在窗门后
面，左一枪，右一枪，打得日伪
军不敢靠前。

日伪军强攻不下，便展开
了和平攻势，妄图劝大家投降。

区委书记许俊芝看到弹药
不多了，便故意和日伪军磨蹭，
尽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留给群
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最 后 ，许 俊 芝 大 骂 敌 人 ：

“想让我们投降，真是白日做
梦。”

日伪军发觉被愚弄后，恼
羞成怒，集中火力，炸开了房
门，一股浓烟冲天而起。

本来，在日伪军刚进村时，
许俊芝等人完全可以安全转
移。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在
人民需要的时候，在生与死的
考验面前，他们毫不犹豫地把
生的希望让给了群众，并用自
己的生命来换取群众的安全。

就在这间不大的土房子里，他
们据守阵地，直到弹药用尽，全
部壮烈牺牲。

日军进驻永安镇一带后，
便开始了惨无人道的“驻屯清
剿”政策。但他们的野蛮暴行
吓不倒英雄的清河抗日军民，
他们就像红荆林一样，顽强地
屹立在渤海岸边，英勇地抗击
着日本侵略者。

有一个村的群众没来得及
转移，被日伪军集合在一个广

场上，里面有党员干部，还有负
伤的八路军战士。

日伪军把一位姓贾的大娘
和她 15 岁的儿子拉出来，明晃
晃的刺刀搁在母子俩的脖子
上，凶狠地问道：“八路哪里去
了？”

“不知道。”
“粮食藏在哪里？”
“不知道。”
“水井在哪里？”
“填死了。”
“你们喝什么？”
“想和你们同归于尽！”
恼羞成怒的日伪军挖了一

个土坑，威逼着贾大娘说：“你
再 不 说 ，就 把 你 和 儿 子 活 埋
了！”

贾大娘把儿子紧紧地搂在
怀里，大义凛然地说：“别说活
埋了，就是刀割了，你们也别想
捞着点什么！”说完她理理头
发，面带微笑，抱起儿子，毅然
跳进了土坑……

在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
我们的战士保住了，粮食保住
了，党员干部保住了，可这位伟
大的母亲为此献出了儿子和自
己的生命。（本文原载于《渤海
红色文化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