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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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往后，您就是俺的亲
娘！”迟浩田跪在王大娘面前，
把多日积蓄在心中的千言万语
化作一句话，说罢，一连磕了三
个响头。王大娘忙把他扶起来
说： “孩子啊，你这个儿子我认
了。”这是在阳信养伤的迟浩田
和王大娘用实际行动阐释的军
民“鱼水情”。

1947年7月，华东野战军某
部 7 连指导员迟浩田参加南麻
临朐战役时，被敌人的一颗子
弹击中了左腿动脉。经过一天
一夜的急行军，迟浩田被转移
到了博山县一个叫天津湾的小
村子里。由于缺医少药，再加
天气炎热、一路颠簸等原因，迟
浩田的伤口已感染化脓。

医生决定给他截肢。迟浩
田坚决不同意，说自己还要上
战场杀敌人，便采取了保守治
疗方案。经过几夜急行军，迟
浩田被转移到北镇鸿文教堂医

院，后又转移到义和庄渤海军
区总医院。几天后，他又随 62
名伤员来到了阳信县的流坡坞
村，被安排在北街王大娘家里
养伤，由王大娘专门护理。

每天早晨和傍晚，王大娘
就搀扶着他在院子里练走路。
到吃饭时，王大娘把饭菜端到
他面前，就像待自己的儿子般。
迟浩田感动地说：“大娘，你待
我 这 样 好 ，叫 我 怎 么 感 谢 您
啊？”王大娘说：“孩子啊，咱一
家人不说两样话，要不是你为
俺百姓过上好日子打仗负伤，
咱俩还见不到面呢！再者，俺
的儿子也在部队上哩。”

王大娘家养了 3 只母鸡，家
中的零花销全仗着鸡蛋。自迟
浩田来后，王大娘就舍不得卖
鸡蛋了，每顿饭都给迟浩田煮
一个。开始，王大娘端上鸡蛋
时，迟浩田说啥也不吃，王大娘
却像哄小孩似地说：“是好孩

子，就得把鸡蛋吃了。它是大
娘的心意呀！”盛情难却，迟浩
田只得吃下。

为了让迟浩田早日养好
伤，一天，王大娘把一只心爱
的母鸡宰了，连汤带肉盛上满
满一大碗，端在了迟浩田面
前，说：“孩子，不凉不热，就边
吃边喝吧！”迟浩田的泪水禁
不住簌簌而落……

经过王大娘的精心照料，
迟浩田的伤一天天好了起来，
能扔掉拐杖走路了。望着迟
浩田稳稳走路的样子，王大娘
高兴得合不拢嘴。

迟浩田边走边说：“大娘
啊，我的左腿能有今天这个样
子，可多亏了您啊！”王大娘却
说：“咱们都是一家人， 有啥
可说的啊！”

养好伤，迟浩田便踏上了
归队的征程。王大娘一直把
他送出去好远，并一个劲儿地

嘱咐说：“全国解放了，再回来看
娘啊！”迟浩田眼里含着泪水，几
乎一步一回头，直到望不见王大
娘的身影。

迟浩田奔赴前线，头几年一
直与王大娘保持着联系。后来，
他赴朝作战，便联系不上了。从
朝鲜回国后迟浩田曾多次派人寻
找过王大娘，但都没有找到。原
来，王大娘于 1952 年春天因病去
世了，三年后，丈夫亦因病离世，
儿子也早在平津战役中牺牲。

2008 年 9 月，迟浩田特意来
滨州寻找曾经养伤的地方。“我转
移到流坡坞住了半个多月的时
间，房东老大娘对我特别好，她的
儿子当八路军多年没回家。她把
我当儿子看待。”他深情地说：“这
段日子虽短，但我记忆犹新，终生
难忘啊！”

（本文原载于《渤海红色文化
故事》）

迟浩田在阳信养伤

    在 山 清 水 秀 的 邹 长 大 地
上，在杏花河与胜利河交汇之
处，坐落着一个百余户人家的
村 庄—— 刘 家 套 村 。 战 争 年
代，村里有个著名的“八路店”。

“八路店”的主人是一对小
夫妻，丈夫叫孙向辉，妻子叫赵
新民。孙向辉积极参加抗日游
击小组，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的家也逐渐成了抗日活动的
聚集地。由于刘家套村是清
河、胶东、冀鲁边等根据地和鲁
南交通联系的必经之地，来往
的干部很多，他们亲切地称孙
向辉家为“八路店”。

1940 年秋天，邹长抗日根
据地的清西二团为了建立秘密
可靠的情报机构，便派敌工股
长朱增干，到刘套村找孙向辉，
决定在孙向辉家设立情报站，
由孙任站长，以商贩身份作掩
护。很快，孙向辉就把周村、苑
城和焦桥等敌据点敌伪的编制
人数、装备情况一一摸清。

1942 年冬天，清西二团需
画一张焦桥敌据点的地形图，
敌工股长朱增干便到焦桥侦
察，不料被日伪军发觉。朱增
干急忙转移到刘家套李本阳家
里。不料日伪军追踪而来，把
李本阳的家包围了。躲无可
躲，李本阳不得已把他坠入院
中的井里，日伪军搜索无获后
就撤了。李本阳、孙向辉、孙玉
庚赶忙把朱股长从井里捞上

来。这时朱股长已是冻得不能
说话了。孙向辉把他扶到家
里，先用烧酒给他擦身子，又喂
他喝了姜汤，才慢慢恢复过来。

1943年1月，日军向小清河
北“扫荡”，封锁了小清河沿线
渡口。这时朱股长有急事要过
小清河向团首长汇报，便到刘
家套村找孙向辉。孙向辉把朱
股长带的文件和手枪塞在小筐
里，再装满女人用的东西，让朱
股长乔装打扮后，两人就来到
了伪军的检查岗。“干什么去？”

“走亲戚，亲戚家里有急事，没
办法，得赶紧过去。”孙向辉一

边说，一边给伪军递上一包烟。
接了烟的伪军没有再检查，朱
股长就这样顺利过了渡口。

“八路店”的女主人赵新民
和丈夫孙向辉一起，积极投身
抗日斗争。刘家套建立妇救会
时，她被选为会长。部队需要
很多军鞋，赵新民领着本村妇
女，没白没黑地赶工，把军鞋源
源不断地送往部队。1942 年 6
月的一天，军鞋收齐了，还没来
得及送出，驻焦桥的日军和伪
军突然窜进她的家里，发现那
么多鞋，便质问：“这鞋子是不
是送给八路军的？”在这危急关

头，她从容地回答：“俺家里很
穷，孩子多，没有别的收入，只
得自己做些鞋子来卖，挣点钱
过日子。”日伪军没有看出破
绽，便不再问，走了。

一次，有几个地方干部正
在她家里吃饭休息，突然日伪
军进村了，他们随身带的文件
和手枪来不及藏。赵新民便主
动地把这些文件和武器接过
来，藏在自己身上，让那几个干
部随着群众逃走，然后她跟在
后面，日伪军快要追上她时，她
装作小便，机灵地把文件和武
器藏在庄稼地里，化险为夷。

1946 年秋天，国民党军队
集结重兵进攻渤海解放区。邹
平县政府的后勤人员把县府人
员的棉衣和许多重要文件，装
满一辆马车，准备运往小清河
北，不料车子陷入泥坑，不能前
进，不得已只能找到家在附近
的赵新民。赵新民赶忙帮他们
卸下车上的东西，小心翼翼地
埋在自家牲口棚里。后来完好
无缺地交回邹平县府，受到县
府的赞扬。

孙向辉、赵新民夫妇，在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忠心耿
耿、勤勤恳恳地为党为人民作
贡献，“八路店”的美名家喻户
晓，流传在邹长大地。

（本文原载于《渤海红色文
化故事》）

邹长中心县委成立纪念馆（资料图）


